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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抬腿！哈，出拳……”3 月 29

日，在位于榆次区的一家心意拳武馆

内，心意拳第六代直系传人梁晓峰身

穿练功服，站在队伍前方，目光如炬地

观察着徒孙们的动作。他的声音沉稳

有力，时而走近调整学员的姿势：“肩

要松，胯要沉，劲从脚底起。”偌大的武

馆内喊声阵阵。

这里是梁晓峰徒弟开设的武馆，

这样的武馆在我市有近 20 家。梁晓

峰表示，心意拳曾在明清时期随晋商

辉煌全中国，后逐渐淡出大众视线。

而现在，他和弟子们正在将此古拳法

复兴。

“很多人误以为心意拳只是搏击

术，实则不然。”梁晓峰介绍，心意拳亦

称六合拳，或心意六合拳、形意拳，是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璀璨瑰宝，也

是晋中宝贵的文化财富。古拳谱记

载，心意拳为南宋爱国名将岳飞从近

战、步战、群战的实际出发所创，至今

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由于心意拳搏杀力极强，宋代以

后，历代统治者都对之畏之如虎、噤

若寒蝉，以致元明两朝鲜闻其技。直

至明末清初，山西蒲东诸冯人（今山

西省永济市）姬际可访师陕西终南

山，得遇异人，而授《岳武穆王》拳谱，

依法磨炼，方使此拳重现于世，后传

于山西祁县戴隆邦。戴隆邦融会贯

通，在传承祖传拳艺的基础上集长汇

精，始创空前无双的新拳艺，世传为

“戴氏心意拳”。心意拳数百年来发

扬光大，闻名海内外，成为中国四大

拳种之一，2008 年 5 月，国务院将晋

中心意拳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武馆内，学员们正在练习“五行

拳”——劈、崩、钻、炮、横。梁晓峰走

到一位年轻学员身旁，轻轻按住他的

肩膀：“崩拳不是靠手臂发力，而是腰

胯带动，劲要整。”说着，他示范了一个

标准的崩拳动作，拳风短促有力，却不

见丝毫蛮力。

“心意拳讲究‘内动无形’，看似简

单的动作，其实蕴含了全身的协调。”

梁晓峰解释道，“它不仅是实战技巧，

更是一种身心修炼的方式。”在他看

来，心意拳的“心”字尤为重要，不仅改

善人的品德，还能培养人的情操。他

常对弟子们说：“武艺是方法，道义才

是归向。”

梁晓峰表示：“学习心意拳的重要

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对个体而言，它

是打造和完善自身人格的一种有效途

径，在强健身体的过程中，完成心灵和

精神的强健，实现身心双修，让人领悟

许多人生处世的道理，培养辩证思维，

形成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于社会群

体而言，中国武术是中国特有文化，是

文化品牌之一，是国家形象的代表，具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武术作为载

体进行教育，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

都具有重要价值。”

为了更好地弘扬传统武术文化，

梁晓峰多年来致力于心意拳的推广工

作。他利用工作之余，收集大量古籍，

结合自己几十年来的亲身实践，著书

立说，编著了80余万字的《中国心意拳

行功秘法》，系统介绍了心意拳的基本

理论、基本养气方法、实战技击运用和

徒手练习方法。退休后，梁晓峰更是

不遗余力地投身于以心意拳、手搏术

为主要内容的“武术进校园”“非遗进

校园”活动，组织编写教材，进行教师

培训，落实教学，并在晋中多所中小学

校开设心意拳课程。

“孩子们一开始只是觉得好玩，但

练久了，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梁晓峰

笑着说。在榆次五中的操场上，百余

名学生正跟着教练练习心意拳。校长

反馈，自从引入武术课程后，学生的专

注力和纪律性都有明显提升。

如今，基本每天早晨，梁晓峰都会

去我市各公园散步、练拳，偶遇对心意

拳感兴趣的拳友，他还为大家普及心

意拳，讲解动作要领。偶尔，他也会去

徒弟们开设的武馆辅导徒孙们练习心

意拳。其弟子数以万计，弟子及再传

弟子中有56人在摔跤、散打、自由搏击

等领域，先后荣获全国及世界冠军272

次，为国家培养武术方面的专业人才

作出了突出贡献。

“古拳法需要复兴。”梁晓峰表示，

他与弟子们两代传人正在努力。

记者 李娟

千年古拳焕新彩

本报讯 （记者 武玲芳） 切

实拧紧高层建筑“安全阀”，3 月 26

日，平遥县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煤

化大楼、丽泽苑二部等人员密集场

所，开展高层建筑外墙保温材料安全

隐患专项整治行动，以精细化排查为

城市披上“防火铠甲”。

此次“安全体检”采取“地毯式”

检查模式，检查人员来到煤化大楼、

丽泽苑二部等地，重点对外墙保温材

料耐火等级、建筑保温材料防火性能

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并要

求各场所负责人切实履行消防安全

主体责任，加强日常防火巡查和员工

消防安全培训，提高员工的消防安全

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建筑外墙如同城市的‘贴身

衣物’，一旦保温材料‘引火上身’，

后果不堪设想。”平遥县消防救援

大队工作人员赵文俊表示，“各责

任单位必须高度重视建筑外墙保

温材料消防安全隐患问题。要严

格落实定期巡检制度，对墙体保温

层展开细致排查，重点检查材料表

面是否存在破损、开裂或脱落现

象。一旦发现任何安全隐患，应立

即启动维修程序，确保隐患早发

现、早处置、早消除，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共同筑牢高层

建筑消防安全防线。”

下一步，平遥县消防救援大队将

持续巩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工

作成果，通过部门协同、社会共治，不

断推动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再上新台阶，为群众筑起坚实的安全

屏障。

本报讯 （记者 张凯鹏） 春风

拂面，万物复苏。随着气温回暖，不少

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在公园、运动场馆

挥洒汗水。在“体重管理”成为热点的

这个春天，这些运动场景生动诠释了

全民健身理念已深入人心。

早上8点，在市城区晋商公园的广

场上，市民李女士身着运动服，正带领

学员练习新排练的舞蹈。云手如揽清

风，蹬脚似拨流水，绿意盎然间，柔中

带刚、行云流水的舞姿诠释着“生命在

于运动”的真谛。李女士说，“春暖花

开，天气回暖，我们一年四季都来这里

跳舞，不仅锻炼身体，还丰富了我们的

老年生活，现在我们也经常出去参加

比赛，都非常开心。”

与此同时，在玉湖公园的步道上，

跑步爱好者们开启了活力晨跑。他们

步伐矫健，呼吸着春日清新的空气，尽

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愉悦。公园内的健

身器材区也热闹非凡，居民们有序使

用各类器械，通过体能锻炼为新一天

注入满满元气。对于众多追求健康体

重的市民来说，晨跑和器械锻炼已成

为日常“必修课”，他们希望通过科学

运动获得更好的身体状态。

傍晚时分，走进市城区安宁街一

家健身房，跑步机、器械区前满是挥汗

如雨的身影，据了解，随着天气转暖，

下班后来锻炼的人越来越多。春日的

活力不仅在户外绽放，也在这些充满

动感的健身空间里延续。

市民张先生说，他目前保持每周2

次去健身房、3次去游泳馆，这个运动

习惯坚持已久，释放了精神压力，心情

更加轻松、愉悦。

在榆次二中附近的一家羽毛球

馆，场馆内灯火通明，球拍挥动的声音

与欢笑声交织在一起，跃动的身影随

处可见。每天的羽毛球之约是市民王

先生雷打不动的“解压密码”。市民王

先生说，他喜欢打羽毛球，白天在办公

室坐了一天，打羽毛球可以活动筋骨，

还能认识许多朋友，带来许多欢乐。

“随着全民健身氛围日益浓厚，现

在越来越多的人正加入到运动行列，

共同描绘健康、活力的美好未来。”王

先生说。

春日风光好 全民健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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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榆次区森林

防火应急分队以实战为

标准，定期组织开展业务

知识培训、体能技能训

练、安全避险及扑火实战

演练，全员待命、时刻备

战。图为，4月1日，榆次

区森林消防应急分队队

员正在维护喷水无人机。

记者 杨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