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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川人物

本报记者 陈作华

梦想起飞在鹏城
——记深圳中正太极拳协会总教练陈涛

核

心

提

示

我们太熟悉这样的故事了：开放而包容的深圳，让无数人实现了

自己的梦想。从太极拳发源地陈家沟走到深圳创业的陈式太极拳第十

二代传人陈涛，便是众多实现个人梦想中的一个。

一路拳脚，一腔热血，一身肝胆……陈涛十多年前独闯深圳，从

在公园教拳做起，靠功夫、靠人品、靠坚持，在深圳立住脚跟，并逐

渐把小范围的私人教拳做成了向大众推广普及太极拳的事业，做成了

时尚健康产业。

近日，本报记者专赴深圳，探寻这位怀川之子的梦想之旅。

每当晨曦初现、夜幕降临，在现
代化大都市深圳的山旁绿地、公园空
地、社区广场，你都能看到男女老少
习练陈式太极拳的身影。太极拳，已
然成为深圳市民广泛喜爱和普遍习练
的健身运动；太极文化，已然融入这
座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南国都市。

追溯陈式太极拳在深圳推广普及
的足迹，来自陈家沟的青年拳师陈
涛，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汗水与心血。

陈涛 1980 年出生在温县陈家沟
村，而且他的家简直就在“拳眼”
中。陈小旺、王西安是他家的左邻右
舍，朱天才是其姑夫，他从记事起就
看着这些大师在自家门前的柿子树下
练拳。

近水楼台先得月。虽然未谙世
事，幼年的陈涛也握起小拳头跟着
模仿。在小学，上体育课就是学练
太极拳，而且直接练老架一路。到
了上初中，天性好动的陈涛在课堂
里再也坐不稳了。一天，他翻墙到
学校隔壁陈小星大师开办的太极拳
学校里看人练拳。看着看着，他就
想比试一下。

太极拳学校的男生不理他，但女
生很“欢迎”陈涛——她们把他当成
了陪练。“还没搭手，对方就像老鹰抓
小鸡一样把我拎起来，我还不知道咋
回事就被摔出几米开外。”陈涛说，

“我起初不服气，爬起来再试，试一次
倒下一次，可我始终弄不明白自己是
怎么被摔倒的。”

“摔不过这位女生，就想到别的女
生那里讨便宜。在跟一位姓王的女生
交手时，我还没听到口令就已经被抛
了出去，而且被摔得五体投地。我一
连跟3 个女生交手，全都被人家摔得
嘴啃泥。”陈涛说，他现在还记得那几
位女生给自己上的“课”。

“这件事强烈刺激了我，也让我知
道了什么叫听劲、闪劲，什么叫太极
拳的技击功夫。我从此用心学拳，并
萌发了人生梦想——成为一个武功高
强的太极拳手。”陈涛说，初中毕业
后，他就成了这所学校的学生。

“进了武校才知道，太苦了，整天
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曾几次想逃
出武校，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陈
涛说，他1999年开始当教练，带成人

梦想梦想，，从被摔时萌生从被摔时萌生

那位企业家非常忙，几乎没有时间
学练太极拳。于是陈涛特别闲，不久体
重由60公斤增加到90公斤。他不愿虚
度光阴，就开始在深圳市华侨城一处高
档小区里教拳。“起初，我在这个小区的
健身广场上展示陈式太极拳，同时在小
区里散发太极拳培训宣传单。”陈涛说。

小区里有一位特别喜爱太极拳的
人。他之前学过拳，但学的是杨式太极
拳。他看陈涛练的陈式太极拳刚柔相
济，便问陈涛学费收多少，陈涛让他随
便给。于是，他成了陈涛的第一个学
员。没过几天，他把老婆带了过来，说
这种拳不练简直就是对不起人生。

陈涛在小区里教拳时，常见到一个
退着走路的人，而这个人也常停下来看
陈涛练拳。一天，此人来到陈涛面前，
说自己做腰椎间盘手术一年多了，但还
不能弯腰和自由转身，问陈涛是否愿意
教他练太极拳。

原来，此人是一家大型航空公司的副
总经理，因腰椎间盘突出合并积水而影响
生活和工作。他每次出差都要求下榻的
酒店调换硬板床，没有的话就睡地板。
他特别爱开车，可开不到10分钟身体就
受不了。因身体原因，他提前病退了。

陈涛让他先从放松功和一些柔和的
动作练起，循序渐进练习站桩、拉伸、
转腰和简单的套路。一年半后，他不仅
行动自如，而且自己开车能跑几个省。

“真没想到，太极拳让我重新实现自驾
游，我要开车走遍全世界，一路宣传太
极拳的好处。”这个人兴奋地说。

因为高档小区里学拳人少，陈涛在
华侨城教拳3年后，来到特区关外的宝
安区，面向大众推广陈式太极拳。一切
又从头开始。在宝体公园，他自行演
练、招募学员。可到了年底，学员也只
有十几个，且学费任对方随便给，不交
钱也不计较。

为了维持生计，陈涛还要去当地一
个很远的街道教拳，每周3次，坐公交
车往返需要5个小时，每次回到住处已
是半夜时分。这一年，陈涛的收入是负
数，他要靠在深圳打工的妻子和妹妹维
持生活，体重比在华侨城教拳时降了
15公斤。

然而，一些身体欠佳的市民通过习
练太极拳受益，激励陈涛把教拳事业
进行到底。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了习练太极拳的好处，陈涛的学员也
开始增多。

规划规划，，在教拳时清晰在教拳时清晰

2009年春，陈涛的学员已增加到四
五十人。起初中老年人多，后来青年人
越来越多，连出租车司机也来学拳了。
有的人坐公交车从几十公里外来学拳。
陈涛在早晚教拳的同时，开设了周六、周
日培训班，以方便大家学拳。2010 年，
他租了场地，陈涛太极拳馆挂牌成立。
由此，即使雨天，他也不会中断教拳。

2013 年，陈涛的教拳网点已覆盖
到整个宝安区，跟他学拳的部分学员也

当起了教练。这一年，根据陈式太极拳
“立身中正”的要义，陈涛创办了深圳
中正太极拳协会。

“现在，中正太极拳协会已有市民
中心分会、深圳湾体育中心分会、北大
研究院分会、宝体分会、宝安公园分
会、灵芝公园分会、桃源居分会等 15
个分会，遍布深圳各区，有教练 20 多
位，终身会员400多人……”中正太极
拳协会秘书阿骅说。

愿望愿望，，终在鹏城实现终在鹏城实现

“中正太极拳协会除了教拳外，还
组织习练者参加各项比赛，让大家在
比赛中检验学习成绩、提高拳法水
平。就拿原来身体多病的李建国师兄
来说，他在2011年深圳市武术精英赛
上就获得中年组一等奖；在2012年深
圳武术英雄会上也夺得一等奖；在
2013年陈家沟世界太极拳交流赛上又
获得中年组一等奖。还有那位贾国章
师兄，他连年在香港国际武术节上夺
得中年组第一名。”阿骅说。

“近年来，中正太极拳协会的活动
越来越多。就拿2015年来说，该协会
组队参加了第八届中国焦作国际太极
拳交流大赛；响应焦作市倡议发起的
世界百万太极拳爱好者共同演练活动
号召，在深圳组织了 300 多名学员参
加太极拳演练。”阿骅说，“这一年，
我们还参加了深圳第十七届传统武术
精英赛，298 名学员报名参赛，获金
牌157块、银牌81块、铜牌60块；举
办了首届中正杯武术交流大赛暨2015
年联谊会，300 多名学员参加活动，
其中159人参赛。”

“陈涛老师利用各种比赛机会带我
们走进陈家沟，让大家感受太极拳发
源地的深厚文化。”中正太极拳爱心基
金会会长贾国章说，“太极拳协会，更
像是太极拳爱好者的家。我们在一起
练拳，参加比赛，交流心得，非常快
乐。2015年，我们成立中正太极拳爱
心基金会，用爱心基金支持更多学员
参加比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陈涛于
2015年注册成立了深圳中正太极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由此，他在推广陈式
太极拳的路上又迈上了新台阶。

深圳，又名鹏城，寓意大鹏展
翅、放飞梦想之地。陈涛，以自己拼
搏进取、梦想成真的经历，为鹏城的
寓意阐释了又一个注释。

陈涛在习练太极拳。 本报记者 陈作华 摄

班的新学员。2000 年，他开始担任外
派教练，宜昌、南昌、上海等地都留下
了他的教拳足迹。

2004 年，他被派往深圳为一位企
业家教拳。由此，他的脚步第一次迈进
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一位弟子问孔子：人皆有兄
弟，我独无？孔子回答道：“德不
孤，必有邻。”孔子说得太好了。大
道不孤，好人走了，但他的高行大
德必将感召更多的人守望相助，彼
此温暖。新时代需要“活雷锋”，也
许“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3月2日中午，“浙江好人”、家
住绍兴市昌安东村的 91 岁高龄的

“好事爷爷”郑老虎离开了这个世
界，去世时他的眼角挂满泪花，因
为他做 100 件好事的愿望还未实
现，他舍不得熟悉的邻里情……

郑爷爷是孤寡老人，他没有妻
儿，活得很孤单。也许正是孤苦伶
仃的生存境况，促使他把生命中所
有的热情、能量化作源源不断的
爱，倾注在修桥铺路、关爱邻里以
及服务社会的公益事业中了。那一
年，汶川地震，他捐出了一个月的
退休工资3000元。邻里有困难，他
会及时送上二三百元；向慈善总
会、社区捐款则是家常便饭。

我不想用“高大上理论”去阐
述郑爷爷行善的动机，凭我对他的
直观了解，他行善只是出于人的本

性和良知，丝毫没有追名逐利的念
头，他就是要这么做，不做难受。
答案就是这么简单。他是那么讷于
言辞，不善表达，外人根本无从知晓
他内心是怎么想的。但他就这么平
凡、孤单地活过来了，用一生的义举
善行托起了一位凡人的不平凡境界，
用一个大大的“善”字书写了不平凡
的一生。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他
的善举特点，我只能选择“朴素”二
字。是的，没有比这个词更能确切地
形容郑爷爷行善的特点了。

郑爷爷虽然身世凄苦，但他有
个好侄子郑国祥。郑国祥说：“我能
帮叔叔完成的最后心愿是，料理完
老人的后事后，把剩余的钱捐给贫
困的孩子。”他还有好邻居。在他的
善举感召下，多年来，邻里互帮互
助，关系融洽，去世后，大家都来
帮他料理后事。更可以告慰老人的
是，在他病后以及去世后，有那么
多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各界群众
自发地看望慰问他，为他送去物质
帮助和人间温暖。他的善举赢得了
好报，从中让大家感受到了人性的
温暖、社会的温暖。

好人不孤单 社会更温暖
□王学进

3月3日晚，一条“大二男生请假回家
结婚，学校批准了”的消息，在网络上火
了起来。经了解，女方是洛阳师范学院大
二学生，男方是河南科技大学大二学生，
两人将于3月8日回郑州举办婚礼。新郎李
同学的“请假申请审批表”显示，他一共
请了3天假，请假事由是“回家结婚”，审
批表上有张姓辅导员的签字，并盖有学校
公章。对此，您怎么看？

【观点1+1】

@芳心云天：大二学生请婚假，吸引
眼球又奇葩；只要不违婚姻法，理当祝福
送红花；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说三道四没
文化；真心祝福二新人，批准婚假人性化。

@三七锦：大学生还是应该以学业为
主，不要让结婚成为在校大学生追赶的潮
流，但如果各方面条件都成熟了，结婚也
未尝不可。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
生活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水晶小草：大学生只要满足法定结
婚条件就可以申请结婚，大学对此无法干
涉。该校的做法彰显了大学管理的进步与
包容。但是，我想大多数大学生还是不愿
过早地踏入婚姻的殿堂，毕竟他们正处于
求学的最佳年龄段，一旦结婚势必影响学
业。

@花枝照酒卮：任何公民达到法定年
龄都能结婚，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

@加州冰雨：既然大学生已经到了法
定的结婚年龄，与心爱的人结婚也是自然
之事。我认为学业和婚姻可以相辅相成，
希望以后这样的请假条更多一些，有更多
大学生能在收获知识的同时，早日摆脱单
身，收获家庭的幸福。

@秋泉12：现在的高校，很多大学生
情侣同居，允许大学生结婚，无非是将此
现象合法化而已，我们没必要为此大惊小
怪。作为旁观者，我们应该用包容与理解
祝福两位！

@胜平王大头：希望大家不要过多评
论此事，这对大学生夫妻需要平凡、平静
的爱情生活！

@文静1078：现在，部分高校的管
理制度很接地气。从学生的角度讲，校方
越是严管，孩子越想叛逆，与其“堵”，不
如“疏”，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就可以宽容
一点。我为该校的管理者点赞。

@浙江人2号：大学生在上学期间应
该多感受生活，只有经历多了，才知道自
己到底喜欢哪种类型的人、哪种模式的生
活。我不反对该事件中的大学生结婚，因
为我相信李同学已经找到了心爱的人。但
是，对于大部分大学生而言，还是提倡晚
婚比较好。

@阿七若丹：部分高校鼓励在校大学
生结婚，认为这有利于他们毕业后就业，
但凡事有利就有弊，大学生缺乏维系家庭
生活的经验和能力，学未成、业未立就结
婚，或许会耽误学业。所以，高校对大学
生结婚现象应该不鼓励、不反对，保持中
立比较好。

【下期话题】

感恩作业
“每晚记录三件值得感恩的事情，连续

两个月。”在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的心理健康
课上，当讲台上的老师布置下这道作业
时，很多学生内心茫然。很多人认为，生
活往往是平淡的，哪来那么多感恩？许多
学生忍不住笑出声说，“为了学分，只能编
了。”但是，出乎出题老师的意料，竟然有
95%的学生都坚持了下来。许多同学甚至
说，要感恩这道作业，让他们发现了，原
来生活中很多熟视无睹的小事，竟然也是
那样美好。对此，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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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二学生请婚假

冲 刺 顾培利 作

“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
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工
匠精神出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让人耳目一新。经过30多年的发
展，我国经济正摆脱低端竞争格局，
中国制造正向中高端迈进，“工匠精
神”正是中国制造亟待补上的“精神
之钙”。

工匠精神，是生产、设计者在技
艺和流程上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和极
致，以质量和品质赢得行业领先和消
费者信赖的精神。工匠精神体现了一
种踏实专注的气质，是对品牌和口碑
的敬畏之心。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离不开工匠精
神。大到汽车、电器制造，小到制笔、
制鞋，国内许多产业的规模居于世界
前列，使用的也是一流的机器设备，然
而，这些产业长期大而不强，产品档次
整体不高，自主创新能力偏弱。究其
原因，工匠精神的缺失不可忽视。只
有当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融入
生产、设计的每一个环节，实现由“重
量”到“重质”的突围，中国制造才能赢
得明天。

升级的消费需求在呼唤工匠精
神。消费正在成为支撑国内经济增长
的重要力量。解决温饱之后，市场面
对的是一群越来越挑剔的消费者，他

们固然喜欢物美价廉，但同时也愿意
为新技术和高品质体验埋单。近年
来，中国游客在海外抢购一些小家
电、化妆品等，一方面反映出国内制
造业品质的短板，一方面证明国内消
费需求正在升级。在这种背景下，企
业必须发扬工匠精神，善于从细节发
现需求，臻于至善地追求品质，以赢
得消费者的青睐。

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也在
呼唤工匠精神。一个充满活力、创
新驱动的中国，既需要天马行空的
创造力，也需要脚踏实地的工匠精
神。在这个充满创业、创新机遇的
时代，需要一种不投机取巧的拙

朴，真正创造出经得起挑剔目光检
验的产品。

工匠精神需要厚植的土壤。当
前，中国经济正在深度结构调整，
为那些在品质、创新上有远大追求
的市场主体创造了极大的发展空
间。形成崇尚工匠精神的社会氛
围，需要用“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的战略眼光，持之以恒地“补
钙”，从职业精神的培养，到职业教
育的改革，再到荣誉体系的激励以
及文化土壤的培育，多管齐下形成
合力，才能让中国制造的筋骨更强
健、品牌更响亮。

工匠精神为中国制造“补钙”
□甘 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