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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码，，了解泊头唐了解泊头唐

拳背后的故事拳背后的故事。。

1 拳法精妙拳法精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牛健存牛健存 彭爱彭爱 魏志广魏志广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走如龙行、转如轻风、起如急浪、跳如腾
云、落如春燕、站式如虎……”在位于泊头市
区大运河东岸的原华北局城工部广场上，斑
驳的树荫中，一阵铿锵有力的声音传来。循声
过去，只见精神矍铄的冯守明，正在与十多名
师兄弟和弟子们切磋着泊头唐拳的技法。

已过古稀的冯守明，是我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泊头唐拳第四代传承人。多年前，他
自费建立了泊头唐拳武馆，义务传授唐拳。目
前，泊头唐拳已传至第六代。

几十年间，冯守明教授了一批又一批的
学员，他们不仅在习练中强身健体，更传承了
刚健有为的武术精神。

2 习武一甲子习武一甲子

3 授艺兼传道授艺兼传道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谈起小时候的
习武经历，冯守明记忆犹新。“我从小就
对武术感兴趣。12 岁那年，开始跟着师
父、泊头唐拳第三代传承人李风义练拳。
师父是师爷李天河的得意弟子，师爷更
是师祖孙丹池最看重的弟子。”

习武过程很辛苦，在冯守明的回忆
里，夏天里衣服能拧出水，冬天里手指冻
得僵硬。“夏天的时候，天气热得不行，我
们师兄弟几人就跑到河边，在树荫下练
武。”冯守明说。

在冯守明的记忆里，盛夏的风伴着
声声蛙鸣，拂过水面留下层层涟漪，不知
吹落了多少滴少年脸上的汗珠。

习武已 60年有余的冯守明，虽然已
75岁，但身体格外硬朗，看上去比实际年龄
要年轻十几岁。多年习武，也让冯守明在收
获了精进的武艺外，更锻炼了他的心智。

“习武的人大多都能吃苦，吃得苦中
苦，方为人上人。”冯守明说。自幼习武的
冯守明吃苦耐劳、沉着果敢，凭借着一股
精神，冯守明在参加工作以后，遇到困难
从不退缩。正是这种迎难而上的精神，让
冯守明从一名普通工人，一步步成长为
企业管理人员。

多年来，在传授唐拳的过程中，冯守
明总是会跟学员们分享自己在习武过程
中收获的心得，“就像我的名字一样，遇
到困难要有迎难而上的勇气，终有一天
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冯守明说。

62岁的杨永起跟随冯守明学习泊头
唐拳 20多年，拳械俱精。他身手矫健、双
目炯炯有神。“习武不仅能强身健体，还
能磨炼心智，增强直面困难的底气。只有
吃得习武的苦，才更有面对生活中各种
挫折的勇气。”杨永起说。

2010 年，冯守明退休后，生活清
闲了不少。可闲不住的冯守明，却开始
琢磨怎么将泊头唐拳技艺推广出去。
2014年，冯守明出资 60万元，以泊头
市上河城社区为依托，建立了泊头唐
拳武馆，坚持免费授拳。

“我20多岁时就开始代师授徒，几
十年来，陆陆续续教授的学员有数百
人。一直以来，我都坚持着教武分文不
收的规矩，既是遵循师训，也是为了更
好地推广唐拳技艺。”冯守明说道。

从小习武时，李风义就告诫他，学
习唐拳绝不能卖艺求财，要坚守武德。
冯守明一直谨记师父的话，即使每年
他都要自掏腰包贴补武馆，也坚持不
收学费。

开门办馆后，许多其他门派的拳
师也来学习唐拳。冯守明不保守、很开
明。他与老拳师们边切磋武艺、边研究
武理。他教授的学员里，有上至 70多
岁的老年人，也有下至七八岁的孩童。
只要是想跟着冯守明学泊头唐拳，他

都会倾囊相授。“曾经有一个家庭，姥
爷、女儿、外孙子祖孙三代都跟我习练
泊头唐拳。无论是为了强身健体，还是
想学一技防身，只要是对泊头唐拳感
兴趣，我都会一招一式认真地教。”冯
守明说。

在冯守明的泊头唐拳武馆，他不
仅传授拳术技艺，更注重武德的培养，
让学员们明白习武不仅是强身健体，
更是修身养性、传承文化的重要途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泊头唐拳的传
承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历年来，泊
头唐拳的教学靠的都是师徒间口口相
传。为了让泊头唐拳完整地传承下去，
近年来，冯守明和李炳奇等师兄弟一
直在积极地整理泊头唐拳的相关资料
和拳谱。

“几百年来，泊头唐拳靠着一代代
拳师的坚守才得以流传下来。我觉得
我有责任把泊头唐拳传承下去、推广
出去，培养好下一代，努力让泊头唐拳
发扬光大。”冯守明满怀信心地说。

冯守明的泊头唐拳武馆藏身在泊头
闹市中的上河城小区，由一间较大的车
库改造而成。一进门，一个硕大的“武”字
赫然映入眼帘。

门前两排陈列架上，摆放着各式兵器。
冯守明身着黑色练功服，和几位老人坐在
一旁的长椅上。远远地看过去，几位老人虽
大多已是白发，但抬手间却满是练武把式
的派头。“除了教授学员外，平日里我经常
会跟一些其他门派的朋友们切磋交流。”冯
守明指着身边的几位老人介绍说。

阳光照进武馆，墙上张贴的唐拳历
史和几十张学员们荣获的证书格外醒
目。百年间，泊头唐拳已经发展成为泊头
主要的武术拳种，冯守明则是泊头有名
的唐拳武师。

“相传，唐拳是1000多年前由唐高祖
李渊的三子李玄霸所创。李玄霸生性好
武，力猛过人，助父兄灭隋朝立下汗马功
劳，他使用的拳法以国号命名，所以得名
为‘唐拳’。唐太宗李世民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发展，使得唐拳流传于世，成为中华
武术的瑰宝之一。虽然是起源于皇家，但
唐拳在民间流传下来却更显朴素和珍

贵。”说起唐拳，冯
守明言谈间总是
充满了热爱。

“在清代，唐拳
传入沧州。因为唐
拳拳法精妙，招数
精湛的特点，在传
入沧州后深受习
武者的喜爱。师父
曾说过，我们泊头河东北街的唐拳就是
师祖在唐拳传入沧州后习练传教而来，
距今已有 200多年的历史。”说到泊头唐
拳的历史，冯守明滔滔不绝。

泊头唐拳以阴阳为纲，合于内外，其
动作雄健有力，舒展大方，刚柔相济，势
成连环，动静分明。在步法上，泊头唐拳
要求走、转、起、落、跳、站，手法则讲究
推、托、领、带、搬等十字法。

“泊头唐拳门涵盖十路弹腿、八趟唐
拳、单遛腿架、双遛腿架等套路，讲求遇
敌远者手打足踢，近者膝顶肘击，贴身搬
扣擒拿。”冯守明双腿微弓，双臂左右展
开摆出架式，动静之间展示泊头唐拳的
身法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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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头唐拳是起泊头唐拳是起
源于唐代源于唐代、、在清代传在清代传

至沧州的节奏鲜明至沧州的节奏鲜明、、朴朴
实无华的拳法实无华的拳法。。

22015015年年，，泊头唐拳被泊头唐拳被
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遗产项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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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智能锁认准德施曼
专业的更安心，连续13年销量领先！

公安部电子防盗锁行业
新标准主要起草者，太平洋
保险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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