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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太极 痴迷练拳二十余载
昌乐李建文志在推广普及太极拳

  1940年，家父沙荣生出生于青州古城南营
街。家父童年时代被祖父送入私塾学习。他后
来不断向我们讲述习武之人要“猝然临之而不
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
其志甚远也”，就是当年他在私塾学习的部分
内容。
  家父七八岁时，拜师益都县著名武术家王
长荣。王长荣武艺超群，精通十路查拳、十路
弹腿、少林拳、罗汉拳、单刀进枪等拳械。父
亲学习非常刻苦，几年的光景，已经练得身手
敏捷，在城里成了“孩子王”。
  1956年，益都县体委为备战1958年昌潍地
区武术摔跤比赛，聘请北京城原清末善扑营布
库（又称御林军御跤队跤手）张厚明为摔跤教
练，王长荣为武术教练，组成益都县武术摔跤
队，家父因为优秀的体质与过人的胆识，被选
入摔跤队，跟随张厚明大师学习中国式摔跤。
  武术界有一句俗语“三年把式当年跤”，
意思就是先学习三年武术，再学习一年摔跤，
就能具有相当水平的实战技能。在张厚明大师
的悉心指导下，家父得到真传，竞技水平突飞
猛进。
  张厚明所传善扑功是满族布库、蒙古族搏
克、汉族相扑及回族绊跤多民族武技融合的精
华。首先其攻防技击特征明显，其次强调内外
兼修，强身健体。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传承有
序，体系完备。
  家父得到善扑功真传，在1958年获得昌潍
地区摔跤冠军，同年获山东省摔跤第五名，获

舒同先生亲笔题写的奖状，并进入昌潍地区摔
跤队，开启专业生涯。1960年，昌潍地区摔跤
队解散，家父被分配到寿光羊口发电厂，后来
被安置到青州水泵厂从事喷漆工作。
  家父浓眉大眼，身材挺拔，青年时的照片
颇有法国影星阿兰·德隆的帅气与风骨。他的
善扑功潇洒自如，高难度动作做起来如行云流
水。我在幼年时期就在他的严格要求下训练善
扑功和查拳、少林拳等技法。
  家父堪称“武痴”，家中武术杂志一摞接
着一摞，吃饭时都在压腿，而且他勤奋好学，
悟性惊人，八极拳、甲组剑术、少林炮拳、少
林十八手等拳术，都是他根据武术典籍自学而
来，并融会贯通。
  家父最大的长处在于不固步自封，在我初
中毕业后，他就送我到河南陈家沟学习陈氏太
极拳。在我回来之后，又先后送我和弟弟到益
都卫校学医，“不为良将，当为良医”是他对
我们这些后辈的期许。
  我对父亲的敬畏，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
后来我投资拍摄的电影《一代跤王》就是对他
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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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荣生正在教授弟子习武。

　　“太极拳，是拳法套路，更是文化载体，可以使
人修身养性。希望身边能有更多年轻人接触太极
拳。”李建文痴迷太极拳已有22年了，被问及原因，
他说：“我也解释不清楚，没有刻意，没有目的，但
这就是太极拳的魅力。”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付东升

下班回家填饱肚子就跑去学拳

　　李建文的一天通常开始于早上6时，站桩、
练拳，然后吃早饭，之后再根据日程安排进行
一天的活动。到了晚上，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
事情，他一定会在19时以后到昌乐县法治文化
广场练上两个小时的太极拳，这样的生活作息
规律李建文坚持了二十余年。
　　李建文，1978年出生于昌乐县鄌郚镇沙沟
村，18岁到部队服役，从小有些武术功底的他
在部队里练就了一身散打、擒拿绝技。在部队
期间，一次训练中李建文腰部意外受伤，从部
队退役后，腰伤一直困扰着他。于是他就想通
过锻炼来缓解一下腰伤。“记得是在22岁那
年，在昌乐县城的一处公园里，我看到一些老
人在练二十四式太极拳，感觉特别酷，一下子

就喜欢上了。”李建文说。
　　从那以后，怀揣着对太极拳的向
往，李建文闲暇时间就会步行到公园、
广场，站在练拳队伍的最后一排，跟着
带队老师，像模像样地比划太极拳。后
来，李建文几乎每天下班都会赶去跟着
老师学拳。“那几年的工作比较轻松，
下班后回家，匆忙填饱肚子，就跑去学
拳。”李建文告诉记者，多年来，他得
到了张洪禄、李英海、牛学云、孙爱文
等太极拳老师的指点。李建文回忆说：
“有一次跟着张洪禄老师学一套拳法，
师徒俩从晚上学到凌晨，两人竟浑然不
知。”

志在推广，将所学技艺倾囊相授

　　李建文目前在昌乐县一家安保公司工作，
习练太极拳多年之后，他开始参加比赛。从
2010年开始，他连续参加了多届泰山国际太极
拳赛、山东省全民健身运动会太极拳比赛、潍
坊武术文化节太极拳比赛，获得二十多个各类
奖项。期间，李建文跟着老师系统学习了太极
拳各种竞赛套路以及太极剑、棍、扇和健身气
功，拓宽了习练太极拳的思路和层次。
　　李建文习拳多年，充分认识到了太极拳在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
感受到了太极文化在民族文化中的独特魅力，
他深知不光自己要练好，还要自觉承担起传承
的责任。现在，李建文除了自己练太极拳，还

积极传播教授太极拳。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力
量，带动更多人认识、学习太极拳。
　　“学拳先学做人”是李建文的座右铭。
“太极拳运动发展的真正希望是年轻人，需要
更多的人继承和发扬，仅靠我们这些中老年人
是谈不上发展的。”李建文深有感触地说，他
现在正在发现培养一些青少年接触太极拳。现
在，每天晚上都有很多爱好者到广场跟着李建
文学拳，他把自己所学的陈氏太极拳小架的基
本拳法、拳理和陈氏太极拳小架拳、械及推手
等一招一式，倾囊相授。
　　李建文说，今后他要更加努力地将太极拳
传承下去，为推广普及太极拳作出更多贡献。   李建文在练习太极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