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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 4 月底正式成团，频频登
上社交媒体平台热搜榜，到如今全网
粉丝数超 200 万，“峨眉派女子功夫
团”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迅速获得
广泛关注。该团由峨眉武术非遗传承
人、95 后“大师姐”凌云与 8 名 00 后

“师妹”共同组成，她们“全员能打”，
功夫了得，借助一条条舞美出彩、创
意 独 特 的 短 视 频 ， 将 非 遗 文 化 传 向
四方。

天下武术聚峨眉

腾身、出拳、舞扇、劈枪、挥剑、
转刺……绵绵春雨中，9 位女侠身穿飘
逸的水墨绿衣，十八般武艺行云流水。
这组画面来自峨眉派女子功夫团首次
线上亮相之作——概念短片 《武韵峨
眉》。那场不期而遇的大雨，那份“斜
风细雨不须归”的中式浪漫，烘托出
峨眉武术张弛有度的独特气韵。

峨眉武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
西南地区，2008 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少林、武当并
称中国三大武术流派。峨眉武术的最
大特色是海纳百川、刚柔并济、快慢
相间。这是由于巴蜀地貌多平原和丘
陵，同时孕育出大气雄浑与灵动小巧
的招式；此外，四川省历史上的多次
大规模人口迁徙使得“天下武术聚峨
眉”，进一步促进该流派博采众长。

从 4 岁开始习武的凌云坦言，当
前大众对武术的认知还不够立体，其
实和平年代习武的目的较为多样，除
了强身健体，还注重传承深厚的地域
文化以及立身中正等蕴藏于武术要领
中的中国哲学理念。

凌云意识到，要想延续并传播峨
眉武术文化，不能仅靠习武者的练习，
还要通过符合现代审美的内容形式，
向大众乃至海外进行推广。因此，找
到一些“能在现代社会将文化‘玩’
起来的综合人才”，组建一支新鲜活泼
的团队，尤为重要。

今年 2 月，一条面向全国的“江
湖招募令”，将 8 名身怀武艺、性格各
异的 00 后女孩集结到一起：她们当中
既有“猛将”陈禹霏舞刀弄棍，也有

“柔侠”李诺菲挥伞摆扇，还有“优雅
担当”段茹茹拳剑皆长……峨眉派女
子功夫团在第四届峨眉武术传承大会
上正式成团。

提升内功展形象

“任何一项传统文化，都需要用最具
时代感的眼光去看待”——这是四川省
武术协会主席任刚对徒弟凌云的教诲。

为了“让观众眼前一亮，甚至自
发进行二次创作”，峨眉派女子功夫团
成员们聚在一起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

“如何在多个方面持续提升内功”。这
股冲劲儿，恰如 《武韵峨眉》 视频下
的一则抖音网友留言：一场大雨之后，
女侠们像春笋破土而出——气势如虹，
勇往直前！

外形特色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走出自己的时尚路”是功夫团深谙的
流量密码。从水墨绿、中国红的古典
颜色，到祥云纹样、钉珠元素、不规
则剪裁的设计巧思……一套套团队出
镜服装既便捷利落又飘逸灵动，将传
统元素与现代审美巧妙结合。团队有
意将水墨绿打造成峨眉武术文化的标
志性色彩。“因为绿色代表生命和活
力！”凌云说，“当你走进峨眉山，映
入眼帘的就是青绿色。巴山蜀水有生
命力，非遗文化也有生命力，我们这
群传承峨眉武术的女孩子同样朝气
蓬勃！”

武术水平上，拳不离手，苦练出
真功。没有拍摄工作的日子里，团队
每天的训练时长都要达到 5—6 小时
——峨眉拳和峨眉刺作为流派看家本
领，是集体必修课；各人自主练习的
则是太极拳、射箭等其他武术项目或
技能。峨眉派女子功夫团负责人李洁
瑜介绍，前段时间，团队组织了一次
队内考核，包括身体素质、武术技巧、
声台形表等科目，全面检验成员们的
阶段性训练成果。

影视效果上，功夫团近期初次接
触的吊威亚，是此次武术技巧科目的
考核内容。有了威亚的加持，团队将
有条件在拍摄中加入“飞天”等动作，
进一步增强短视频视觉张力。功夫团
成员李诺菲说，吊威亚非常考验身体
核心力量，但得益于扎实的武术功底，
每个人适应威亚的速度都很快，仅练
习两天便已能驾驭。

恰如春笋初生、春林初盛，李诺
菲很满意自己当前的状态，并期待以
更快进步、更多技能，“让观众知道我
们总能带来惊喜”。

作为峨眉派女子功夫团的大师姐，
凌云认为自己正处在竹子拔节生长的
阶段。“毕竟我进入峨眉武术领域的时
间更长，担负着更大的责任，因此我
必 须 对 自 己 要 求 更 高 ， 才 能 当 好
榜样。”

中国符号连世界

“嘭！”——街舞舞者出其不意地
在古筝上方空翻跃过；“啪！”——峨
眉扇的开扇动作精准卡上音乐重音。
今年 7 月，法国巴黎街头，首次走出
国门的功夫团与中国古筝博主彭静旋
跨界联袂，将传统文化“玩”出了新
高度，博得中外观众一片喝彩。

“从武术出发，去创新、去跨界，
这条路有起点，但是没有终点。”凌云
表示，峨眉派女子功夫团希望在“峨
眉武术+更多元素”的跨界融合中，实
现破圈传播，甚至“敲开地域性非遗
传播”这扇大门。

因此，日常练功之余，女孩们持
续扩大兴趣范围：学习乐器以把控节
奏，了解舞美以配合灯光，尝试骑射
以拓展合作……凌云感觉，一方面，
增添专业“触手”有助于更快进入工
作状态，迎接与更多类型国风博主合
作共创的机会；另一方面，尝试新鲜
事物、挑战和突破自己的过程，“就像
钓鱼、喝茶一样有利于养精蓄锐，适
当慢下来去感受和思考，对每个人的
发展都会带来帮助”。凌云说。

今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前，功夫团
带着峨眉武术来到卢浮宫、凯旋门、
埃菲尔铁塔前，为大众再度献上短视
频 《绽放巴黎：当中华武术邂逅浪漫
之都》，用武术元素碰撞奥运基础项
目，表达各类运动既相似相通、又和
而不同的理念。

4 天时间里，紧张的赶场、妆发、
排练、拍摄安排，使团队成员“每天
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但是陈禹霏表示
其间兴奋远超辛苦。

在巴黎交流期间，除了表演和拍
摄，功夫团还走进当地中国武馆，与
法国武术爱好者切磋武艺，交流中外
武术差异。

“我真的通过武术交到了好朋友！”

李诺菲回忆了她们在巴黎一家中国武
馆，与法国武术爱好者切磋招式，与
中法混血小女孩聊武术、聊日常的经
历，“这种交流非常单纯美好，通过武
术促进中外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李诺菲说。

现在，功夫团的不少作品还受到
外国网友的关注，这令功夫团成员何
雨浓倍感自豪：“他们不仅看到了峨眉
武术，也看到了新时代中国女性宣扬
传统文化时的青春魅力，其实这都源
自我们的文化自信、对中国文化走出
去的骄傲。”

除了功夫团“走出去”，近年来，
外国友人也愈加频繁地“走进来”，来
到峨眉山体验扎马步，学习出拳、行
礼，亲身感受中国武术独特的韵味和
力量。

何为峨眉？“和”为峨眉。“以武
会友，以和为贵”的武术文化观念，
在一次次中外文化交流中充分彰显。

然而，“真正把国风吹向世界”并非
易事，无法一蹴而就。在短视频下方的
评论区里，功夫团成员也注意到，一些
外国网友称峨眉武术为“东亚文化”而
非“中国文化”；甚至走在巴黎街头，她
们也经常被人询问是否来自日韩。

应该如何在海外更有效地播撒中
国武术的种子，强化中华文化符号？

凌云也有了新的思考：“首先要把
中外文化元素结合起来，用文化碰撞
带来的感官张力吸引、打动外国人。
其次，文化走出去是一个循序渐进、
逐步延伸的过程，希望以后能与海外
华侨华人多多互动，加强与海外中国
武术馆的合作，让峨眉武术进一步走
向世界。”

峨眉派女子功夫团“武”动四方
本报记者  陈静文

本报电（记者赖睿） 10 月 17 日晚，由
中共霍林郭勒市委员会、霍林郭勒市人民
政府主办的“永远的赞歌”内蒙古自治区
霍林郭勒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场
汇报演出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

演 出 分 为 “ 多 彩 · 霍 林 河 畔 ”“ 和
谐·感恩奋进”“征程·同心筑梦”3 个篇
章，在群舞 《美丽草原我的家》 中开场。
随后，《心中的霍林河》《守望相助》《爱
在内蒙古》 等一首首饱含深情的歌曲，唱
出了霍林郭勒市各族儿女对祖国、对家
乡、对生活的热爱和赞美。群舞 《雄鹰》、

马头琴齐奏 《万马奔腾》 等节目，让观众
身临其境地感受草原的广袤和天空的辽
阔。来自查干乐团的 《曙光照耀着我们的
草原》《奔腾》《赞歌》 等音乐作品，用丰
富的表现形式，展现了霍林郭勒市各族儿
女的奋进之姿与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据悉，本次汇报演出为乌兰牧骑晋京
演出暨在民族文化宫首演 60 周年系列展演
活动的组成部分，后续还将有相关展演亮
相民族文化宫。

右图：“永远的赞歌”专场演出现场。
谢一丁摄  

“永远的赞歌”专场演出在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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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印度诗人和哲
学家泰戈尔首次访华，促进
了中国知识界对印度文化和
哲学的关注，更在两国文化
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回
顾中印交流史，谭云山、谭
中父子以卓越的学术研究和
不懈的努力，继承并发扬了
泰戈尔的文化精神，成为两
国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

谭中教授在印度从事教
学和研究长达 44 年，退休后
作为访问学者定居美国。他
出版了 《中国和美好的新世
界》《中印大同：理想与实
现》 等中英文专著 17 本，发
表论文 150 余篇，研究领域
涵盖中国文学、历史、宗教、
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他
曾获得中国政府授予的“中
印友好贡献奖”、印度政府授
予 的 “ 国 家 二 等 莲 花 奖 ”，
2019 年还入选了第七届“中
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
度人物”。

子承父业，青出于蓝

1929 年，谭中出生于马
来西亚，是有“现代玄奘”
之称的学者谭云山先生的长
子。“中”字不仅寓意着父亲
谭云山对中国的深厚情感，
更体现了他对中华之根的永
恒铭记。在谭中 2 个月大时，
泰戈尔见到了他，并为他起
了 一 个 印 度 名 字 “Asoka”

（意为阿育王）。
谭中的学术之路深受家

学渊源影响。正如深圳大学
郁龙余教授所评价的：“如果
说谭云山是印度现代汉学的
开拓者，将印度现代汉学扶
上了马，那么谭中则牵着马，
送了非常关键的一程。”

曾经，印度对中国的研
究普遍偏重于近现代历史与
文学，而古代历史与文学的
研究则相对薄弱。谭中以其
独到的见解和深厚的中文功
底，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印度
的传播开辟了新的篇章，进
一步深化拓展了中印文化交
流与汉学研究。

在 2015 年举办的第六届
世界中国学论坛上，谭中提
出了闻名遐迩的“谭中之问”：海外研究中国问题应不应
该阅读中国典籍？谭中认为，外国学者应更多地直接阅读
中文文献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明，而中国人也需要深刻
了解和传承自己的历史，才能真正肩负起中国研究的
重任。

中文教育的践行者

谭中也是印度中文教育的践行者与开拓者。他喜欢将
自己比作移植在印度土壤中的一棵中华文明的小树。在谭
中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积极开展中文教学及在学校开创
中文系的工作，这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难推进
过程。

由于特殊的历史传统，印度学校往往重视西方国家语
言，却相对忽视东方国家语言。在尼赫鲁大学任教期间，
谭中不时在大学与学院的教务会议上指出这一偏向。尽管
他的直言不讳有时会引起同事的反感，但在他的不懈努力
下，成功推动了东亚语文系的组建。随后，他又不断争
取，实现东亚语文系的细分，建立独立的中文系和日文
系。这一过程缓慢而艰巨，但谭中未曾放弃，等到中文系
建立时，他已到了退休的年纪。

师资匮乏，谭中就自己培养教师、不断和学校申请增
加中文教师的岗位，妻子黄绮淑也通过义务教学来支持他
的工作。他退休时，学校里中文教师的岗位已经超过 10
人，与欧洲语言系持平。教材短缺，谭中就设法引进北京
语言学院 （北京语言大学前身） 出版的教科书，并鼓励高
年级学生通过阅读中文报纸来提高语言技能。他还在学校
内组织关于中国的讲座和讨论会，在丰富学生中文学习体
验的同时，也推广了中国文化。

创建中国研究中心

谭中还在德里大学创办中国研究中心，这一过程同样
充满艰辛和挑战。最初，谭中在德里大学开设中文速成
班，但仅靠课堂教学无法满足人们对中国的好奇和渴望。
于是，他每周三与其他学者举办小型研讨会，讨论中国的
发展动态和文化热点，大家畅所欲言，分享各自对中国的
理解。

谭中的热情和深入见解吸引了越来越多人。每周三的
讨论从最初只有 6 名成员的简单交流，逐渐演变成有深
度、有广度的学术论坛，讨论的主题也从文化扩展到经
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专业性和影响力不断增加。
印度国防研究分析所所长苏伯是其中一位重要的参与者。
他还将自己的办公室变成了这个周三研讨会的永久地址，
直到他退休为止。

随着参与者的增多和讨论内容的丰富，谭中意识到，
需要建立一个更正式、更系统的平台来进行中国研究。于
是他提出创办印度中国研究中心的设想，并积极向校方争
取支持，四处奔走解决资金、资源等诸多困难。最终，德
里大学批准了中国研究中心的成立申请，最初的小型研讨
会成长为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机构。如今，该中心为印度学
者和学生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的宝贵平台，促进两国人民
之间增强理解，加深友谊。

谭中一生致力于跨文化教育事业，他不仅在学术上留
下了深刻的足迹，更在文化交流领域架起了沟通中印两大
文明的桥梁，他的努力和成就为两国未来的学术合作、文
化对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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