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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三亚11月30日电 几乎没
有人们耳熟能详的明星运动员，牧民、消
防员、老师等业余选手比比皆是，但比
赛的精彩程度丝毫不受影响，现场观众
的热情程度有时甚至更胜一筹……刚
刚落下帷幕的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以下简称“运动会”）
证明：这是一场属于各民族群众的盛
会，人们发自内心地喜爱这些来自民
间、根植于民的“民”星。

因为获得本届运动会攀椰竞速男
子冠军，平日里默默无闻的消防员罗军
一下子走到了聚光灯下。作为三亚市
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罗军的工作日
常就是专业训练和爬楼救险，业余爱好
之一是爬树。

小时候爬椰树是为了喝到一口清
凉的椰子水，长大后，罗军不仅在运动
会这个大舞台上爬椰树拿到一等奖，还
希望人们能够通过这个海南传统体育
项目，了解海南的文化。

随队获得民族健身操项目规定套
路+自选套路（徒手）总成绩三等奖的
维吾尔族小伙子艾合麦提·艾尼，既是
忙着写论文、找工作的新疆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舞蹈系大四学生，也是短视频平
台上的民族舞“网红”。

无论是普及简单的新疆舞动作要
领，还是在乌鲁木齐市著名景点来一段
即兴舞蹈，在艾合麦提的视频中，总能
让人感受到新疆人民的热情，还有年轻
人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面貌。

练习民族健身操的经历，让艾合麦
提对体育和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要
直面困难，要有坚持和专注的态度，才能
有所收获。就像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最
终来到三亚，看到如此美丽的大海。”

头球、倒钩、脚底扣球绝杀……毽
球，这一技术动作之精彩不亚于花式足
球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有一位人人都
尊敬的前辈——广西毽球队教练陆学
仁。75岁的陆学仁已致力于推广毽球

运动40多年，有趣的是，他并不会踢毽
球，但会教别人怎么踢。

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参与本届
运动会毽球比赛的很多人一见陆学仁
都要热情地寒暄一二。“这里的大部分人
都是我带过的学生。各支队伍之间都相
处得很融洽，大家聚在一起，其乐融融，
让场馆变得更加热闹了。”陆学仁说。

“阿迪力！阿迪力！”热情的观众们
高喊着他的名字，围拢过来请他签名、
与他合影……

如果非要在运动会上找一位有名
的明星，那非“高空王”阿迪力莫属了。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维吾
尔族达瓦孜代表性传承人，阿迪力早在
1997年就凭借这项古老的技艺跨越长
江天险，创造了吉尼斯纪录，让达瓦孜
这个民族体育文化的瑰宝走出天山，名
噪神州大地。

“是中华民族2000多年的达瓦孜
艺术，把我带到了全国的舞台。我作为
家族的第六代传人，有责任让达瓦孜艺
术的生命力延续。”阿迪力说。

42年前，年仅11岁的阿迪力第一
次参加运动会，默默看着师傅和前辈表
演达瓦孜。今年他带着团队共同演绎
的穿高跟鞋走钢丝、蒙眼走钢丝、钢丝
上跳舞、钢丝上骑独轮车等等成为全场
焦点。

阿迪力告诉记者，现在有了达瓦孜
艺术传承中心，可以培养更多人才，“最
小的8岁，大的十三四岁的孩子，男生
女生都可以学习达瓦孜”。他也在探索
以更加安全和规范的训练、表演方式来
保护表演者，吸引更多人接触和学习达
瓦孜。

“民”星既是人民的星，也是民族的
星。一届又一届运动会见证着一位位

“民”星带着各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向
我们走来，又将这些项目普及、传递给
更多人，恰如那一朵朵晶莹的浪花，奔
涌而来，又回归大海。

顶、抱、单、提、胯、缠……在第十二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简称“运
动会”)民族武术赛场，河北队吴昊在男子
传统一类拳决赛中，以一套干净利落的八
极拳斩获一等奖。

场外的河北队教练吴大伟欣慰地看
着儿子，找出手机中一张珍藏已久的照
片。那是祖父吴秀峰在1953年首届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时称“全国民
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后的合影
照，他当年拿下了这项比赛的第一名。

从1953年到2024年，从第一届到第
十二届，71年的时光流转，吴昊再现了曾
祖父当年在赛场上的英姿。

八极拳又称开门八极拳，发源于河北
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太极十年不
出门，八极一年打死人”，武林界的这句谚
语对八极拳特点做出精准概括——朴实
简洁、刚猛脆烈。作为众多武术门派拳种
中的佼佼者，八极拳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练
法，展现了中国武术的深厚底蕴。

吴家是八极拳世家，代代相传，第七代
嫡系传人吴连枝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沧州武术(孟村八极拳)的国家级传承
人，第八代嫡系传人吴大伟和第九代嫡系
传人吴昊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沧
州武术(孟村八极拳)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 我 小 时
候，家里每天都
像武林聚会，进

进出出都是
和祖父、父亲
学习八极拳
的 人 。”
1997年出

生的吴
昊，自3
岁起就
跟随长

辈学习八极拳。哪怕有两代高师指导，
吴昊也要从基本功开始苦练。他回忆：

“上小学时每天早晨5点至 7点练习基
本功，晚上7点到9点还要练习拳法，练
完之后再写作业。上中学课时任务紧，
所以要抓紧周末时间，每天安排四次练
习，每次两个小时。”

“练武哪有捷径可走，他先天资质很
好，对八极拳也有感情，所以更要严格要
求。”吴大伟告诉记者，初学者习武先打基
础，一年站桩是起步，“最开始吴昊也贪
玩，也会有抵触情绪，经历了从抵触到习
惯再到领悟的过程。”

吴昊从14岁开始，便参加各种武术
比赛。浸润在武术的环境中，他对八极拳
的理解也在加深，“最开始是一招一式模
仿拳法，后来逐渐领悟八极拳的体系，再
后来是参悟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作为八极拳武术世家，吴昊的祖父吴
连枝和父亲吴大伟没有故步自封，而是积
极将八极拳推向国际舞台。自1982年开
始，吴连枝先后在日本、韩国、法国、意大
利、比利时、荷兰、德国等国家讲学，同时
在法国成立“八极拳联盟”，每两年举办一
次八极拳国际会议，各国爱好者共同切磋
技艺。

2006年，孟村八极拳国际培训中心
成立，培养职业运动员，接待国外武术爱
好者。吴大伟说，目前培训中心已经设立
158家八极拳传习所，其中有9家设在国
外，习练人数达百万人。

武术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讲
求“天人合一”，如何引导外国人理解武术
背后的哲学世界？吴大伟说，一方面“想
学武必学中文”；另一方面，他和父亲也会
站在外国人的角度，帮助他们“参悟”。

吴昊说，他真正体会到武术跨越国界
的魅力，是16岁出国留学时，在英国伦敦
一家武术馆客串教练的经历。“我的英语
虽然很蹩脚，但是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
下至五六岁的儿童，都愿意跟我学习八极
拳。”吴昊说，这时他真正理解了“越是民
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的含义，“通过
中华武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人民交
往、交流、交融。”

大学毕业后，吴昊回到家乡的高等院
校从事武术教学，业余时间就在孟村八极
拳国际培训中心传授武艺。

“中国人常说以武会友，只要有人来
学，我们就倾囊相授。”吴昊说，武术发展
到今天，更多体现在强身健体和文化传承
方面，“通过让更多人了解武术、学习武
术，体会到背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
是习武之人光荣的使命。” 据中新网

时隔71年
八极拳传承人再现曾祖父赛场英姿

这届运动会没有“名”星，全是“民”星！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巴黎奥
运会羽毛球混双冠军郑思维29日在个
人社交账号宣布，将正式退出国际赛
场，12月11日至15日在杭州举行的世
界羽联年终总决赛将是“最后一舞”。

郑思维坦言：“毕竟从我的年龄来
看目前才27岁，许多人期待我应该起
码打到洛杉矶（奥运会）甚至更久。从
竞技能力来看，我们才刚拿完奥运会冠
军且还排名世界前列，为什么突然就不
打了。我的答案是，这本就是我的人生
规划。”

郑思维表示，回归家庭是退出国际
赛场的重要原因之一。“我的人生追求
是家庭事业两不误，大家也知道我成家
比较早，现在也刚刚有了二宝，所以我
想回归家庭了。”

关于选择在杭州总决赛谢幕，郑

思维说：“这是我专业道路‘梦开始的
城市’，所以也想在这里谢幕，我在杭
州等你们！但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
的生活会永远‘充满郑能量’，且永远

‘郑在进行时’。”
在三年前的东京奥运会羽毛球混

双决赛中，郑思维/黄雅琼负于队友王
懿律/黄东萍，遗憾摘银。而在今年巴
黎奥运会上，作为头号种子的“雅思”组
合以六战全胜、一局未失的战绩登上奥
运会最高领奖台。这对曾获得三届世
锦赛冠军和其他无数冠军头衔的王牌
组合，终于凑齐了混双大满贯的最后一
块“拼图”。

郑思维表示，这一路上，他们不断
突破自己、打破纪录，经历过低谷，遭受
过质疑，但从来没有停下，最终实现了
大满贯。他向帮助他的人们表示感谢。

名将郑思维宣布退出国际赛场

吴昊吴昊

阿迪力带团队演绎各种走钢丝阿迪力带团队演绎各种走钢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