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术 彩 练 系 五 洲
——记西安形意八卦散手研究会与 外国朋 友的交流

孙豹 隐

西北最大的 民
间武术团体“西安
形意八卦散手研究
会”，近年来在武
术活动 中 注重同外
国朋友的交流 ，在
海内外激起了越 来
越强烈 的反响 。

八四 年十月 ，日 本
国青年 柔 道 冠 军（86
k g级 ）三宅通彦 应邀
在陕西省女子柔道队执
教期 间 ，怀着 浓烈 的兴
趣观看 了 《西安形意八
卦散手研究会 》的表演
后，当 即宣 布 加 入 盟
会，表示要很好地学 习
博大精深的 中 国 武术。
研究会为他颁发 了 会员
证，三宅通彦成为 该会
的第一名 外 国 籍会员 。

八五年金 秋季节 ，
举世 瞩 目 的首届武术国
际遨请赛在古城西安举
行，八月 二十五 日 上午
在人 民大厦 ，英 国领队
史密斯 、美 国运动 员 杰
夫·福尔康都热烈希望
通过研究会进一 步建立
联系和 学 习 中 国武术。
泰国代表团 ，香港 、澳
门的教练和运动 员 分别
向研究会赠送 了 团 旗和
徽章。当 晚，法 国 、加
拿大，美 国 、泰 国 、日

本、西班牙 、香港 、澳 门
等八个国 家和 地区 的教
练员 、运动 员三十余人
来到 研究会所在地新城
体委再次进 行 友 好 交
流。研究会负 责人表演
的形意拳 、太极秘腿八
法、八卦掌 、少林十三
枪深深吸引住 了 客人的
目光。西班牙 教练林全
平当 场学 习 了 枪术。法
国运动 员盖尔内 ·塞 尔
日、日 本东京太极拳 协
会事务次长石 原泰彦 、
大阪太极拳协会理事荒 。

井伸次 、香港武术健身
协会主席姚光、澳 门 武
术总会研究部长李建 国
先生 ，本着共同 发扬光
大中 华武术的愿望 ，申
请入会。研究会满足了
他们 的要求。

八六年 五 月 二 十
日，名 噪 欧 美 的 法 国
“ 武术杂志 ”主编皮 阿
尔先生一行五人专程 由
北京 来西安 ，访问 《西
安形意八卦 散 手 研 究
会》。这 家在欧洲 、美
洲，大洋洲影响颇大的
专门 武术刊物 的主编 ，
拿了 一张盖 尔内 ·塞 尔
日提供 的 名片 ，通过 国
家体委 ，兴致勃勃地找
到了 研究会 的会址……
为了 中 华武术早 日 走 向
世界 ，为 了 报答 法 国朋
友的信任 ，研究会赵文

华、傅 文 玺 等 著
名武术 家 陪 同 皮
阿尔先生来到 当 年
冯玉 祥、杨虎城将
军练武 的 革 命 公
园，演练 了 各 自 拿
手的 “十二形大连

环”、“六 合 刀 一”、
“ 春秋大刀 ”等 。法 国

朋友开动两 架录相机，
将所练 的 拳路 器 械精心
录制 下来，带 回 法 国去
同广 大武术 爱 好 者 见
面。晚间 ，皮 阿尔先生
等再 访研究会。法 国 功
夫武术协会教师丹 ·史
瓦兹豪 兴 大 发 ，上 场
报了主人一路道地 的南
拳。另 一位 曾应聘到 日
本教授 自 由 搏击 并 勇 夺
一九六九年全 日 本功夫
角逐冠军 的 汤布威尼先
生，也亮 出绝招，表演
了精彩 的法 国 散 打 功
夫。在热烈 的掌声 中 ，
丹·史瓦兹先生双手接
过了 会员证，成为 《西
安形意八 卦 散 手 研 究
会》里第 八 名 外 籍会 员 。

泰国 运 动 员 许 玛 丽 在 为 研 究 会题词

笔走龙蛇

说吃 道 喝
贾晋楠

平时 很 少 下 饭 馆 ，星期 天 和妻
子偶 尔 去 饭 馆 吃 饭，看 见 邻 桌 上一
对青年 男 女 买 了 七 、八个 莱 ，吃 了
只有 少 一 半便 扬 长 而 去 。我早 就听
说有 些 青年 人 引 以 为 “时 髦”的 风
气——在 饭 馆 摆 阔 ，大 吃 大 喝 ，每
每有 剩 ，才 算 气 派、大 方 。以 前 对
此事 将 信 将疑 ，今 日 一 见 ，果 非 虚
传。想 起前 些 天 报纸上登 载 的 一 篇
文章 ，题 目 是：《花 钱 造 泔 水 ，摆
阔不知 耻 》，文 中 列 举 北 京 松 鹤 楼
莱馆 ，常 常 是 六 桌
宴席 三 桌 剩 ，2·5元
一个 的 什 锦 火 锅 剩
多半 锅。这 儿 的 泔
水每 天都 是 两 缸 。

在吃 喝 上 摆 阔 气 、讲排 场 ，这 是
剥削 阶级 的 恶 习。《御 香 缥 缈 录 》
一书 里 详 细 记 载 了 慈 禧 太 后 和 皇 上
用膳 的 情 况。每一 次正 餐 ，必须 齐
齐整 整 地端 上一 百 碗 不 同 的 菜 。
《 红 楼 梦 》里描 写 贾 府平 日 的 饮 食
是“把 天下 所 有 的 菜 蔬 ，用 水牌 写
了，天 天转 着 吃。”史湘 云 办 了 一
顿还算 “便 宜”的 螃 蟹 宴 ，使 村
妇刘 姥 姥 惊叹 不 已：“这 一 頓 饭
的银子 ，够 我 们 庄 稼 人 过 一 年
了！”

近几年 来 ，
从公 家 宴 会 到 私
人请客，在 吃 喝
上铺 张摆 阔 ，肆
意挥 霍 之 风 很 盛
行，前 面 提 到 的

例予 绝 不 是 个 别 现 象。对 此 连 许 多
外国 友 人都 感 到 惊 诧 不 解 ，有 的 直
言不 讳 地提 出 了 批评 。一 位 外 国 专
家的 夫 人说：“看 到 许 多 菜 根 本 未

吃就白 白 浪 费 掉 ，真 是 心 中 流 血 ！”
而我 们 有 些 同
志对 此 却 是 见 怪
不怪 ，　习 以 为
常。

吃好 点 ，穿
好点 本 来 无 可 非 议 。但 是 在吃 喝 上
摆阔 气 、讲排 场 却 是一 种 很 庸 俗 的
生活 方 式 ，也 是 削 剥 阶级 遗留 下 的
陈腐 观念 ，更 何 况 有 些 人 的 摆 阔 还
在打肿 脸 充 胖 子。他们 忘 了 崇 尚 节
俭、力 戒 奢 侈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传 统 美
德。清 代 朱 柏 庐 的 “治 家 格 言 ”
上说：“一 粥 一 饭，当 思 来 处 不
易。”看 来 ，对 吃 喝 上 的 挥 霍 浪 费
之风 确 实 要 刹 一 剁 。通 过 宣 传 教
育，使 我们 每一 个公 民 都 能 认 识
到；节 约 光 荣 ，浪 费 可 耻 。

秦陵探班

秦陵 在 历 代 的 遭 遇
张文立

秦陵地 区埋藏的珍宝是十分 丰
富的。它 在历代的遭遇也是不寻常
的。它 曾受到 过历代帝王的尊崇 ，
也累遭盗掘 和破坏，直到 一九四 九
年前 ，表面只有一堆丘土，茕茕于

旷野之中 。除 了少数骚人墨 客偶过秦陵 ，发点 思
古之悠情，写诗寄志 而外 ，很少有人问 津 。

第一个破坏秦陵 的是项羽 。公元前210年 ，
秦始皇帝葬于 骊山 。公元前208年 ，因农 民起义
军攻至戏 （今临潼县东 ），二世听 了章邯建议 ，

调骊山 刑徒去攻打农民军 。公
元前207年，项羽入关后首先
烧了秦咸 阳宫，然后又放火烧
了始皇帝陵 的墓上建筑。“史
记”中 说：“项羽烧秦宫室 ，
掘始皇帝冢 ，私收 其财物。”
这种状况 ，同 孙殿英盗慈禧墓
差不多。“水经德 ”说：“项
羽入关发之 （指始皇帝陵 ），
以30万人30日 运物不能穷。”
这是秦陵 刚 刚修成后 的一次大
浩劫 。以后又有牧羊人在陵 区
放羊，走失羊只。他们举火寻
找，不慎烧 了陵墓建筑，“火
延九十 日 不 能 灭”。汉 高 祖
时，以新朝君主 的宽宏 ，也有
同病相 怜之意，命令为秦 陵置
守冢三十家 ，以示对前 代君主
的优厚待 遇 ，这 才 保 护 了秦
陵。到 了东 汉，赤眉 也 曾发 掘
关中 帝 王陵墓，秦陵 自 在必掘
之列 。三 国 时 ，张 善 为 日 南太守
（ 日 南 在今越南广 治 省 内 ）。

有金雁飞到 日 南。经他考察，这是秦始皇帝陵中
的一只金雁，事 虽不经，却反映 了这时期秦陵文
物已经流失到今天的越南北部 。魏晋时期 ，后赵
的石勒 和石季龙都是十分贪 财的人。据“晋书 ”
记载 ，他们 挖 “秦始皇 冢，取铜柱为器”。唐朝
的黄巢也 曾 掘过始皇帝陵 。袁枚在 《始皇陵墓 》
诗中 ，总结秦陵遭遇时说：“生则张 良锥之荆轲
刀，死 则黄巢 掘之项 羽烧，居然一 抹 尚 在 临 潼
郊，隆 然黄土浮而高。”

到了宋代 ，宋太祖开宝三年（970）九月 ，
下令陕西西京官员对 包括秦始皇陵在内 的一些 帝
王陵墓 ，要 当 地官 员 按时 致祭。于 是，临潼县 令
奉诏修始皇帝陵 。这 是 它 的又一次 幸运 。但是 ，
明清以 后 ，盗掘秦 陵不绝 。近年考古钻探 中 ，就
发现有 多 处盗 洞。解放前 夕 ，国 民党 军 队还 曾 以
秦陵 为 制 高点 ，在陵顶修筑 了工事 。工事 的 沟 耧
壕，前 几 年还能 看 到 痕迹 。

两千 多 年中 ，秦陵 虽有过几 次命令保护 ，但
是，它 的遭 遇还 是不 幸的。秦 陵 文明 的流失必不

在少数。那 么 ，秦 陵 内 还有没有珍贵文
物？肯 定还有不少 ，但等待着 人 民 的发
掘。一九七 四 年 ，兵马 俑 出土；一九八
〇 年 ，铜车马 问世 ，一个秦陵热 出 现于
大地 。

两千年前 ，是 “黔首”们把这些 珍
宝埋进 了地下；两 千年后 ，则 由 人 民把
它们 请到地上 ，展示古人 的 智慧 ，激励
来者 的雄心。这应该是秦陵 的最 幸运 的
时期 了。欲 见秦陵埋藏文物 的惠面 ，则
有赖于考 古工作者 。

访柳 青 故 里 浏阳 河

不独南 阳卧隐沦 ，边鄙亦有紫微 臣 。
铁壁铜墙围故土，合作创 业酬 乡 邻 。
多有鸿鹄耻燕雀 ，总为 晴雯杂雨云 。
王杨卢骆岿 然在 ，当 时哂者 是何人 ！

刊头设 计　董凤 山
本版 编 辑　杨 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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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秧 歌
杜恒庆

秧歌是一种 民间广
场艺术，它 在我国许多
省份都有流传。但因 各
地的 地 理 、历 史、文
化、风 俗 、人 民 爱 好
的不 同 ，各地 的秧歌都
有着不 同 的风格 ，如 ：
东北秧歌开朗 、奔放 ，
河北秧歌诙谐、细腻 ；
山东 秧歌粗犷、泼辣 ；
陕北秧歌淳朴、豪爽。
这些丰 富多彩
的秧歌 ，虽然
千姿百态 ，风
格各异 ，但有
一个共同 的特
点，这 就是表
现了 中 国人 民

朴实 、健康 的性格，反
映了他们 的思想感情 ，
精神风貌 ，密切地结合
了他们 的生活 。

秧歌有地秧歌和高
跷秧歌之分 ，但不 管哪
种秧歌又大都具有扭 、
扮、唱 、逗 、耍 等 技
巧，有各 种不 同 的人物
形象。有时还有一定的
故事情节。既有集体欢
舞的大场子 ，又有二 、
三人表演的 小场 子。在
场面结构 、表演形式 、
舞蹈 语汇 、音乐伴奏上

都有着丰富的 内容 和传
统。随着我 国 政 治 形
势、经济形势 的不 断好
转，人 民生 活 不 断 提
高，精神 面 貌 焕 然 一
新，文化生活也活跃起
来，秧歌这种传统 的群
众娱乐形式也蓬勃地开
展起来。人们不仅逢 年
过节要大闹 秧歌 ，就是
平时 ，兴致所至 ，也要
跳起来 ，而且竟 和迪斯
科相 媲美 ，为我 们 的生
活增添 了乐趣 。

万柳 飞 花
（ 松德 书 ）

每周一谜

黄开 林
非一米八不嫁

（ 皮鞋 款式一 ）
上期 谜 面；可
谜底：四 方连

妙联 助 姻 缘

有这 样两 副 来 自 婚姻 介 绍所 门 口 的对联 ，很
有趣 ：

寻寻 觅 觅 ，韶 华 转 眼 飞 逝；犯 犹 豫 豫 ，知 音 再
度难 逢。横批：莫 失 良 机。这 副对联 ，促使 了 一
些青 年男 女 “第二次握手”，缔结 良 缘。

有一些 大龄青 年 ，苛求对方 十 全 十 美。对
此，一家婚姻 介绍所 门 口 有这样一联相劝 ；

白玉 犹 有 瑕 ，求 人 十 全 十 美 哪 里 遇；青春 岂
无限，择 偶 千 挑 百 拣 几 时 休。　（国 寅 ） 童年 张炳 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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