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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走进”柏林奥运会的寇运兴
□ 记者张铮

外国人习惯把中国传统武术称
为“功夫”。这个称呼是如何而来的
呢？有人会说“功夫”二字源于李小
龙，其实并非如此。

早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期间，
中国武术表演队就将中国传统武术
以“功夫”的称呼正式介绍给了外国
人。许昌市祖师社区寇庄村的寇运
兴就是该队伍中的一员，他在表演
环节大放异彩，赢得了国外观众的
赞叹、喜爱和尊敬。那么，寇运兴是
如何“走进”柏林奥运会的？他有着
怎样传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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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武功】常香玉是入门弟子之一
从柏林回国后，寇运兴名震武林，著名豫

剧大师常香玉拜他为师，学习刀、枪对练等技
艺。后其移居湖北，设场授徒，同时开诊所治
病救人，救死扶伤之余还传授跌打伤科。

1946 年，常香玉来许义演，曾专程到聚奎
街拜望师傅寇运兴。常香玉说：“一日为师，终
生为父，过去我曾跟着寇师傅学过刀枪剑棍，
这对我的武功帮助很大，丰富了我的舞台艺
术。”

“我爷爷有三个儿子，两个闺女。我二姑
寇凤仙，没出嫁前一直跟着爷爷教武术。嫁出
去后，仍然在教，据说她教过的徒弟都有上千
人。”寇青江说。

1978 年，寇运兴回到许昌，他虽已年届八

旬，仍壮心不已，欲将平生武艺与针灸、点穴诸
法编写成书，传于后人。可惜书未完成便身染
重病，终未付梓。寇运兴去世后，省、市体育部
门专门来人，对其去世表示惋惜，并送上写有

“中华武魂”字样的牌匾。
1980 年，寇运兴次女寇凤仙继承父亲遗

志，决心完成先父临终时的两个夙愿：一是将
《武子梅花拳》编辑成书，刊行于世、流传后人；
二是将中华武术发扬光大并传承下去。她以
其父的笔记和讲义为依
据，结合早年所学，将武
子梅花拳的有关源流、基
本理论、基本功及代表性
的拳、械、套路进行整理，

花费近 4 年的时间，编成长达 20 万字的草稿，
报请中国武术协会审定，该书 1991 年由人民
体育出版社出版。

寇运兴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和平年代，
武术少了刀光剑影，更多是作为强身健体的方
式被传承下来。

我们相信，中原武术与牡丹、豫剧、杜康、
茗茶等一道，记载了中原文化的内蕴，盛行于
古老的中原大地，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威震奥运】寇运兴的表演令外国观众叹服
“我爷爷为啥能参加 1936 年的奥运会，这

与他多次在全国比赛上取得好成绩有关。”寇
青江说，1928 年，许昌举行武术比赛，寇运兴
等进入前十名。随后到开封参加武术省考，他
又名列前茅，继而被选为河南省武术代表，到
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国术国考。赛场上，寇运
兴力挫群雄，荣获全国第一名的好成绩。

1935 年河南省在开封举办射箭选拔赛。
寇运兴获得男子射远第一名，其女寇凤兰获得
女子射中、射远第三名，双双被选为省射箭队
选手。同年 10 月，两人随河南省体育代表团
到上海参加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决赛中，寇凤
兰以 280 环的优异成绩获得女子射箭第一名，
以 60 公斤推拉硬功获测力第二名，以 80 分的
成绩获得射中第三名。寇运兴则获得男子射
远第六名。

1936 年，柏林奥运会开赛前夕，当时的奥

委会主席发来电报，邀请国民政府组团参加奥
运会。当时，日军组织了一个满洲国代表团，
引起举国愤怒。国民政府决定组建 100 多人
的大型代表团参加此届奥运会，同时组织中国
第一支武术队参加在汉堡举行的奥运会体育
表演。这是中国武术首次在欧洲亮相。

由于参加表演的节目多，中国武术队的表
演仅有 15 分钟。在有限的时间里，中国武术
队的精彩表演，赢得了全场一浪高过一浪的掌
声。尤其是寇运兴的大刀和拳术表演，把人们
深深地吸引住了。

寇运兴表演舞大刀时，播音员介绍说，该
刀重达 64 公斤。一位身强力壮的德国青年不
相信，上台提刀，勉强把刀举了起来。寇运兴
笑了笑，用一只手就把大刀轻轻提起，双手交
替舞起刀花，胸背花、头顶花、背脊花……大刀
不停地舞，观众不停地鼓掌。一口气舞了几十

个刀花后，寇运兴才雄赳赳地扛刀下台。
寇运兴的表演令观众叹服，同时也迎来了

外国大力士的挑战。
芬兰的一名拳击手给中国国术队写下战

书，如果寇运兴不敢与他交手，中国国术队就
要贴出海报，公开表示认输。

寇运兴表示愿接受挑战，二人在大会裁判
处签订协议，当众比武。比赛一开始，寇运兴
先发制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对手击倒
在地。

为了满足外国观众的要求，第二天，柏林
奥组委在汉堡大戏院为中国武术队安排了专
场演出。接着武术队应邀到法兰克福、维斯巴
顿等城市进行了表演，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华
民族独具魅力的传统体育武术。一家德国报
纸盛赞中国武术是“艺术中的精华，体育中的
骄傲”。

【从小习武】是“十八侠”之一曹振谱的弟子
5 月 31 日，记者来到东城区祖师街道办事

处祖师社区，在社区干部的帮助下，找到了寇
运兴的孙子寇青江。寇青江把记者领进屋后，
娓娓讲述起了其爷爷传奇的一生。

清朝末年，寇运兴出生于寇庄村。他的父
亲寇玉海爱好武术，为防护庄院，也曾练过三
招两式，不过武艺不精。寇运兴身材魁梧，能
单手搬推石磙。寇玉海看儿子是个练武的好
苗子，就决心让他拜师学艺。

随后，寇运兴被父亲送到蒋李集村，拜夏
土敦(山东人，据传是义和团成员，义和团失败
后避祸居此)为师，学习气功和武术。经过两
年多的勤学苦练，寇运兴功底日厚，在同门师

兄弟中出类拔萃。夏土敦悉心教导，将自己独
门单传秘籍《点穴法》一书授予寇运兴，并按照
书中图解逐一点拨。

寇运兴 27 岁那年，被武林誉为清末江北
“十八侠”之一的万顺镖局镖头曹振谱（河北省
冀县人），应许昌武术爱好者葛心如、董朗斋邀
请，从开封来到许昌，在当时的东门葛家院设
场传艺。

闻得此讯，寇运兴慕名投拜，被曹振谱收
为门徒。曹振谱不仅武功过人，而且武德高
尚。为发展中华武术，他授徒不论出身，不为
钱财，不持门户之见。他同许昌洪拳武师张茂
林、查拳武师虎军山合场授徒，切磋技艺，培养

了大批武术人才。
寇运兴昼夜苦练、进步神速，大梅花拳、小

梅花拳、梅花绝命枪、梅花龙形剑等他都能融
会贯通，深得曹振谱喜欢。

“现在，曹魏古城的万顺镖局，我堂哥寇群
立任馆长。”寇青江说，曹魏古城开街以来，为
传承中华武术文化，万顺镖局特成立武术馆。
由寇运兴的嫡孙寇群立任馆长，许昌著名拳师
传授“武子梅花拳”、红拳、查拳套路、技法和各
种武术器械。

据了解，万顺镖局始建于清朝末年，由北
京一带“武子梅花拳”著名拳师曹振谱同师父
孔继祥创立。

1936 年
参加柏林奥
运会的中国
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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