
期待您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思
考与评价，请把想说的话、想表
达的观点发给我们，本报将择优
刊发读者来论，共同碰撞思想的
火花。来稿信箱： jzrbsp@
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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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川人物

本报记者 陈作华 王龙卿 见习记者 张 弛

太极传人闯甬城
——记宁波易生陈式太极拳馆总教练侯发旺

核

心

提

示

他自幼习武，师从“太极十杰”之一张东武，20 年来孜孜习
拳，练就深厚的太极功夫。

他独闯异乡，不辞辛劳推广陈式太极拳，让该拳种在东海之滨
甬城宁波发扬光大。

他，就是陈式太极拳第十三代传人、宁波易生陈式太极拳馆总
教练侯发旺。在第八届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期间，他带领
弟子前来参赛，记者借此机会走近这位焦作游子，探寻他远走江南
弘扬陈式太极拳的追梦之旅。

欢迎提供采访线索
《天南地北焦作人》栏目记者

联系方式：
（0391）8797351
13938163209 QQ:1413787394

只有 60 公斤，身高也比对方矮半头。
但行家有句话，‘搭搭手就知道有没
有’。一搭手，我心里有底了，对方是
空的。”侯发旺说，“没推几趟，我趁对
方发力时看到破绽，闪身撤步，顺手一
带，对方就失去重心，奔着前面的窗户
栽了过去。我怕他摔伤，赶紧用手去
拉，由于那人块头太大，虽然人被拽住
了，可他的衣服也被扯烂了。”

“我怕对手难堪，赶紧上前道歉。
不料对方不仅没有恼怒，反而对我抱拳
施礼，连称佩服。周围的学生也纷纷拍
手叫好。”侯发旺说，这次切磋为他的
拳馆打开了好局面，也更加坚定了他在
宁波发展的信心。尽管之后的一两年里
仍然有人登门挑战，但他都能以扎实的
功夫与平和的心态一一化解。

多年来，侯发旺拳馆的人气越来越
旺，有的学员甚至开车一两个小时从周
边县市赶来学拳。除此之外，侯发旺每
年还要接待日本、韩国、泰国、新西兰

等国的代表团，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太极
文化。2012 年，诺丁汉大学、宁波大
学等多所学府相继邀请他前去讲学。侯
发旺除了传授拳法外，还讲解拳法理论
和太极精神，力求让学员领悟到陈式太
极拳的真谛。

2014年8月，侯发旺被评为“焦作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陈式太极拳优秀
传承人”。2015年5月，他在宁波创办
的易生陈式太极拳馆被温县陈式太极拳
传承人协会授予“太极拳优秀传承机
构”荣誉称号。

侯发旺在演练太极拳。 本报记者 王龙卿 摄

昨日，焦作市发起“共享太极、共享
健康”世界百万太极拳爱好者共同演练活
动，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并提出倡议：
将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设定为“世界
太极拳日”。截至10月17日，焦作市已收
到近百名世界冠军的签名支持。

【观点1+1】
@苏洛书8023：作为焦作人，我感

到无比自豪。看到这条新闻，我内心澎
湃，下决心一定要把太极拳练好！

@杨树林duwei：每当我漫步在公园
里，看到很多人打太极拳时，脸上都流露
着平静与自信，太极拳爱好者幸福的身影
是公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焦作发起这
项活动很有意义。该活动促进全民参与习
练太极拳，一起将幸福的日子在活动时定
格，共同分享快乐健身的乐趣。

@北宁老头儿：支持！当前，我国已
进入老龄化社会，太极拳是广大老年人强
身健体的健身方式之一。焦作把每年5月
的第二个星期天设为“世界太极拳日”也
是要提醒公众放慢生活节奏，共享太极乐
趣是民意所向、众望所归，我举双手赞成。

@常睿评：太极拳是国粹，也是民众
强身健体的好运动，应该走向世界。设立

“世界太极拳日”，能够进一步弘扬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化，满足世界人民的文化需
求，造福全人类。

@春夏顺秋冬：倡议将每年5月的第
二个星期天设定为“世界太极拳日”，是焦
作人民的福音，中国人民的福音，也是世
界人民的福音！世界太极拳，看中国！中
国太极拳，看焦作！

@kellykeron：太极拳是我国的传统
文化，将其发扬光大需要一个合适的平
台。焦作市能够抓住这个关键点，营造良
好的氛围，创造太极拳发展的新契机，让
更多太极拳爱好者由此受益，值得大家为

之点赞！
@苏懿谅谅谅：世界冠军的鼎力支持

有助于提高太极拳在全世界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但关键还在于焦作人民对太极拳文
化的热爱与传承。今天，焦作人民共舞太
极，谱写盛世华章；明天，世界人民将以
此为乐，把太极文化发扬光大。

@深海林森：此举可有效促使公众通
过习练太极拳的形式强身健体，应当大力
提倡。太极拳招式优美、以柔克刚、男女
均适、老少咸宜，有资格成为民众习武健
身的主要选择。

@王者微小：我为焦作市的做法点个
赞。但同时我也希望，焦作能把这项活动
落到实处，真正为弘扬太极文化、提高广
大人民身体素质做一点实事，莫要使活动
流于形式。我相信，焦作能做到、做好！

@文一森：世界文化丰富多彩，中国
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相依共存
的关系决定了焦作应该将太极拳推向世
界，满足全世界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下期话题】

“带孙费”
今年，广西陆川县56岁的杨金美将自

己的儿子和前儿媳告上了法庭，向他们索
要“带孙费”。老人称，儿子、媳妇一回家
就玩手机，孩子一吵闹就嫌烦，虽然他们
没有在经济上啃老，但在履行抚养子女的
责任方面存在实际的“家务啃老”行为。
老人认为，自己没有带孙的责任和义务，
出于亲情考虑，她可以代为照看，但抚育
孩子的重担绝对不该落在她身上。法院认
为，老人向子女收取“带孙费”是合法
的。对此，你怎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作日
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麻 酩

【今日话题】

为了“世界太极拳日”，我们在行动

如今，跑步已成为一种风靡全社
会的健身运动方式，而夜跑是众多跑
步方式中较流行的。在陕西省宝鸡
市，人们夜晚戴着耳机，听着音乐，
沿着渭河堤夜跑，十分惬意。但是，
近日一条美女舞蹈教师夜跑失踪的消
息，让人不禁为单独夜跑的健身者有
些担忧。

（据《华商报》）
显然，这是一条让人十分揪心的

消息，女舞蹈教师为了锻炼身体去夜
跑，结果却失踪了，至今音信全无。
教师跑到哪里了？是生还是死？无
疑，女教师的行踪让其家人及社会公
众十分关心。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健
身，应该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
点，我们既要健康，更要安全！

在古希腊埃拉多斯山岩上，刻着
这样三句名言：如果你想强壮，跑步
吧！如果你想健美，跑步吧！如果你

想聪明，跑步吧！这三句名言说明，
跑步有益人体健康，古人早就知道。
如今，跑步成了现代人喜爱的一种健
身方式，这种健身方式参与门槛低，
无须特殊的场地和要求，可以说是人
人皆宜，因此成为很多人健身的最佳
选择。

但在实际生活中，一部分人因为
工作、学习、习惯等原因，选择了夜
跑作为健身方式。所谓夜跑，顾名思
义，就是晚上进行跑步健身。很多人
白天没有时间进行跑步健身，所以才
选择夜跑。美国一所大学的医学保健
专家认为：人体的最佳活动时间应该
是 18 时至 20 时，绝大多数人一天之
中体力最好的时间点并不在清晨，而
是在傍晚。因此，很多人从科学的角
度出发，也选择了夜跑。这些因素使
我们的城市里出现了“夜跑族”。夜
跑，已经成为大众健身的时尚。

然而，由于夜晚光线不好，给夜
跑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如果健身
者选择的路段较偏僻，还有可能给坏
人提供作案的机会。特别对于众多年
轻女性来说，选择夜跑发生意外的可
能性更大，宝鸡舞蹈女教师夜跑失踪
就是例证。其实，宝鸡舞蹈女教师夜
跑出事并非孤例。去年，在浙江杭州
运河边夜跑的一个姑娘就遭遇了拦路
抢劫者；浙江宁波北仑保税区一个姑
娘在夜跑时遭遇歹徒，被对方拖进路
边绿化带强奸，还被拍了裸照。这些
案件告诉我们，健身有风险，夜跑须
谨慎。

夜跑健身为了健康，但如果因为
选择这种健身方式，导致健身者人受
到伤害，那么，我们就该反思夜跑是
否适合每一个人？

健身，要健康更要安全，如果非
要选择夜跑，我们也应该做好相关防

范措施。第一，夜跑者在健身时不要
携带贵重物品。第二，夜跑者切不可
抱着侥幸心理，在机动车道上夜跑，
即使在人行道上夜跑，也要注意躲避
电动车、自行车等，莫让血肉之躯与
夜行车辆相撞。第三，夜跑者要尽量
选择自己熟悉、路人较多的路段进行
健身，不要图清静而选择到偏僻的路
段夜跑。

总之，对夜跑爱好者来说，与健
身相比，人身安全更重要。

夜跑，要健康更要安全
□池 墨

近日，江苏省教育局要求学生为廉政微
电影投票，纪委督查。网曝江苏盐城市阜宁
县教育局发文，要求各中小学给该县廉政微
电影《守护心灵》投票，并明确分配每所学
校投票任务，少则一两百，多则五六千。记
者在“阜宁教育网”看到这篇引起公众热议
的文章内容：“每名工作人员必须发动不少
于5名人员进行评选投票”“县纪委将对各
单位投票情况进行跟踪督查”。令人惊讶的
是，一些学生和家长还要填写《守护心灵》
投票反馈表。 （据澎湃新闻网）

这部“被要求投票”的微电影《守护心
灵》，由阜宁县纪委、监察局联合摄制，入
围江苏省廉政微电影微视频网上评选。由此
便不难明白，为何当地有关部门对此如此重
视，不惜下发文件助阵，甚至还要采取“纪
委督查”这类强有力的保障措施。如此举动
说好听点，为的是“荣誉”；说难听点，为
的无非是形象工程和政绩。

据悉，《守护心灵》讲的是阜宁县一名
局长女儿拒绝变相贿赂的事迹，传递的是不
折不扣的正能量，看了之后，或许能给人带

来心灵的净化。可是，下发文件并以督查的
强制手段要求刷票，真的合适吗？如此行为
恐怕不是在弘扬正能量，而是将正能量置于
非常尴尬的境地。

有媒体注意到，这并非阜宁县教育局第
一次发文要求学生参与此类活动。实际上，
此类活动也并非阜宁首创，可以说在某些地
区还较为普遍。江西省永修县曾发出紧急通
知，为参评第二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奖的教
育局局长熊茂东拉票；江西省宜春市宜春学
院曾发布通知称，市委宣传部要求师生员工
为“感动中国”候选人刷票……在弄虚作假歪
风的侵蚀之下，公平和规则被公然践踏，让某
些看似名气很大、严肃认真的评选活动的公
信力和权威性受到了极大伤害。

“权力刷票”要不得。某些人为搞定一
个评选尚且公然滥用职权，其规则意识和法
治观念的欠缺显而易见，而其背后折射出的
畸形权力观和政绩观更是发人深省。而评选
活动的组织方，也应当进一步完善评选流
程，加强评选过程中的监督和规范，应对

“权力刷票”者零容忍，进行一票否决。

“权力刷票”要不得
□乔志峰

近日，教育部发布的 《2014 年度中国语言状况报告》
指出，网络语言粗鄙化现象需要治理，规范网络语言的必要
性逐步得到社会认同；低俗化的网络语言，误导广大受众，
不应任其泛滥；治理网络语言粗鄙化是净化网络环境、促进
网络文化健康发展的现实要求。

朱慧卿 作 （新华社发）

虽然卤鸡铺的生意很好，家里的
生活也安定富足，但一个信念始终深
藏在侯发旺的心底：走出去，把陈式
太极拳传授给更多的人。2010年，当
得知张东武在郑州开办了太极研修院
后，他毅然决定放弃生意到郑州深造。

“当时，经营卤鸡铺一年能有七八
万元的收入，我家在村子里算是富裕
户了，所以家里人坚决反对我把卤鸡
铺转让出去，但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
想法。”侯发旺笑着说。

2011年，侯发旺离开郑州，到浙
江省台州市一个师兄的拳馆里当教
练。几个月后，他受宁波几个太极拳
爱好者的邀请，来到宁波授拳。在此
期间，他发现宁波人大都习练的是杨
式太极拳，了解陈式太极拳的人寥寥
无几。侯发旺萌生一个念头：把陈式
太极拳在宁波推广开来。

然而，普遍习练杨式太极拳的宁
波人能不能接受陈式太极拳？有没有
人愿意学？为了能够让当地人领略陈
式太极拳的魅力，侯发旺每天都到公
园的草坪上演练。不同于杨式太极拳
的潇洒飘逸，陈式太极拳刚猛有力，
实战性强，侯发旺的拳法吸引了很多
人围观。可是，看他练拳的人多，上
前问津的却很少，他连着两星期都没

招来一个学生。
侯发旺没有灰心，继续每天坚持

在公园里演练。又过了几天，一个50
岁左右的中年人找到他，表示愿意每
次花 200 元跟侯发旺学习陈式太极
拳。那位中年人说，他已经观察侯发
旺十几天了，回去也上网查了很多资
料，确定侯发旺是陈式太极拳的正宗
传人。这让侯发旺看到了在宁波发展
的希望。此后，他把演练场地扩大到
广场、社区，一招一式展示自己的真
功夫。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向他表示
了学拳的意愿。由此，侯发旺决定，
在此开设拳馆，专门传授陈式太极拳。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和那些与
投资方合作开办的拳馆不同，侯发旺
需要自己找场馆。“我在宁波无亲无
故，听不懂当地话，两眼一抹黑，有
时候甚至连方向都搞不清，如何能够
找到合适的场馆呢？”侯发旺说，“我
在找场馆的时候恰巧赶上了宁波的雨
季，几乎天天都在下雨，我常常在外
面一跑就是一天，浑身淋得像落汤鸡
一样，每天都是无功而返。”

幸运的是，侯发旺遇到了一位焦
作老乡。这位老乡冒雨带他到处看场
地。经过40多天的奔波，侯发旺终于
找到了合适的场馆。

传拳授道闯甬城传拳授道闯甬城

拳馆开张的当天，正式报名的就
有 40 多人，可侯发旺还没来得及高
兴，就来了踢馆的人。

“来者身高一米八左右，看上去体
重超过 100 公斤，自称是当地某武术
协会的，习练太极拳多年，要跟我切
磋推手。”侯发旺回忆当时情景时说，

“我不想得罪当地的人，连连推辞，可
来者气势汹汹，一再坚持。陪他来的
两个朋友看我不应招，便话带讥讽，
咄咄逼人。刚报名的学员见有人来比

武，都纷纷凑过来想看看老师的真本
事。我被逼无奈，只能应战。”

“当时压力特别大，拳馆好不容易
才开张，如果在学生面前输了，之前
的努力就全白费了。不过，我虽然不
知道对方的实力，但心里还是有些自
信的，因为老师张东武是技击高手、

‘太极十杰’之一，我跟随他习练多
年，自认为学到了陈式太极拳的真功
夫。”侯发旺说。

“切磋就在教室里进行。我的体重

陈式太极扬威名陈式太极扬威名

如今，在浙江省宁波市，习练陈
式太极拳的人越来越多。个中缘由，
是因为一位来自太极拳发源地的教练
带来了纯正的陈式太极拳，并在此开
设武馆，悉心授拳。

这位教练，就是现年35岁的焦作
人侯发旺，他开办的授拳场馆名为易
生太极拳馆。

在刚刚结束的第八届中国焦作国
际太极拳交流大赛上，侯发旺率领 8
名弟子前来参赛，且均获奖牌，取得
了3金、4银、1铜的好成绩。

人说“打铁先要自身硬”“强将手
下无弱兵”，身为一名年轻教练，侯发
旺有怎样的功夫？他又是如何学得陈
式太极拳的真谛呢？

侯发旺1980年出生于焦作市博爱
县苏家作乡侯卜昌村 （现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苏家作乡侯卜昌村） 一个农
家。这个从小就爱踢腿弄拳的孩子，8
岁跟随村里的习武人练习各类小拳
种，15岁正式学习太极拳。

“那时候，每天天不亮我就和小伙
伴来到河边练拳。开始练站桩时身体
吃不消，只站十几分钟就两肩酸痛，
大腿发抖，但我不愿意放弃，咬牙坚
持了下来。几个月后，我已经能站一
个小时了，且至今还保持每天站桩一
个小时的习惯。”侯发旺说，之所以要

练好站桩这个基本功，是因为要保证
打拳时劲儿从足下发出，因为劲儿不
生于根就好像是无源之水，不会用脚
蹬地反弹，就不会有节节贯穿的推动
力，也不会发出威力强大的整体力量。

“从正式习练太极拳起，除了上学
的日子，我就骑自行车往温县跑，向
张东武老师学习拳法。张老师是陈式
太极拳第十一代嫡宗传人陈正雷大师
的得意门生。他功夫纯正、技术全
面，发劲儿具有冷、脆、惊、弹的特
点，且擅长太极实战技法。”侯发旺
说。

“感受太极拳的奥义，不能只靠苦
练，还要体会它的文化内涵、阴阳之
理。张老师教导我，想练拳，先明
理，这样练起来就会事半功倍。”侯发
旺在讲他练拳经历时说，四五年时间
里，他在两县之间来回奔波，从张东
武那里系统学习了老架一路、老架二
路以及刀、枪、推手等。而张东武给
他两个字的评语是“用心”。

20岁那年，处于谋生需要，侯发
旺在家乡开了一家卤鸡铺。虽然做起
了生意，但他并没有放弃练拳。白天
没有时间，他就在夜里练拳。每天晚
上一把卤鸡的大锅放在火上，他就迫
不及待地打起拳来，一练就是三四个
小时，每天都要练到凌晨。

此生独钟是太极此生独钟是太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