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术，伴随着中国历史
与文明发展，走过了几千年
的风雨历程。一招一式，一
拳一路，一技一理，无不体
现着中华智慧，可谓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时间
长河滚滚流动，武术在全国
各地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时
至今日，“武术之花”早已开
遍祖国大地。

2015年，海南省屯昌
县被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
动管理中心命名为“全国武
术之乡”。而在此之前的百
余年间，屯昌“大马五形桩”
“四门归宗”“五门拳”等武
术功法一直流传于民间。

百余年传承至今，屯昌
武术作为屯昌一张亮丽的
文化“名片”，已经深入旅
游、教育、乡村振兴等多个
领域，融合发展，绽放光彩，
开出一朵朵绚丽的“花朵”。

□南国都市报记者任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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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教融合
屯昌至少19所学校“武”动大课间

“吼、哈！”抱拳、运肘、推掌、抡拳，一拳

一掌，拳拳有锋芒；一招一式，招招有力

量。近日，屯昌县新兴中心小学“千人武术

操大课间”上，千名师生整齐列队，一套“坡

陈大马五形桩”拳法打出了十足的精气神。

“从2018年开始，学校开展体教融合

工作，编写了《坡陈五形桩》武术读本，成

立武术社团。参与人数由最开始的几个

人，发展到现在全校师生齐练武。”屯昌县

新兴中心小学校长李开仕介绍，目前，全

校各班级每周不少于两节武术特色课，每

节课40分钟，通过武术教学，不仅强身健

体，还引导学生积极传承非遗文化，树立

文化自信。

武教融合，在屯昌，远不止新兴中心

小学一家。

在屯昌县坡心镇坡心中心小学，每逢

各班级体育课或上午课间操时间，学校会

组织学生操练“坡陈大马五形桩”拳法。

学生家长认为，能让孩子把身体锻炼好，

也能提升他们的精气神。

此外，屯昌中学、岭前小学、思源高

中、屯昌小学等多所学校均以习武健身为

突破口，“武”出了自己的特色教育，传承

弘扬了特色传统文化，还促进青少年身心

健康。

屯昌县旅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按照

“政府扶持+学校自筹+社会支持”模式，全

县目前至少有19所中小学开展武术进校

园活动。同时，屯昌县累计投入上百万元，

为武术进校园活动提供器材、经费及人员

培训等支持，并动员海南省武术协会及部

分体育文化企业提供场地及培训服务。

武旅融合
武术+研学+农文旅之路越走越宽

“漫步于武术之乡坡陈村中，你会发

现村中处处洋溢着浓郁的习武气息。”

“去了坡陈武馆，这里的壁画是‘坡陈

大马五形桩’的法，馆内摆满了刀、长矛枪

等习武用具。”

“坡陈村不止有武术，古道凉亭、小桥

流水、稻禾摇曳、绿树成荫，四处皆是美景。”

……这些都是曾去过屯昌坡陈村的

游客在网上的留言，从中可以看到游客对

这个“武术之村”的偏爱。

坡陈村是屯昌县新兴镇沙田村下辖

的一个自然村，也是“坡陈大马五形桩”拳

法的发源之地。“坡陈大马五形桩”始于清

朝咸丰年间，属南派少林拳种，距今已有

100多年历史，以龙、虎、猴、龟、鹤5种动

物为原形演化为出拳招式，2023年获评

为海南省级非遗项目。

“慕名而来的游客不少，大家有的是

自驾来的，有的是跟旅行团来的，还有一

些武术爱好者来切磋技艺。”屯昌县新兴

镇沙田村党支部书记许明义介绍，每到节

假日，村里都会组织武术展演团队在坡陈

武馆进行武术表演，上午、下午各一场。

遇到旅行团前来，还会加场表演。

如果你以为在坡陈村只能看到武术，

那就太片面了。从坡陈武馆步行百米，一片

水稻田洋映入眼帘，田洋旁边，“沙田房车基

地”的大门牌伫立眼前。顺着大门进入，

130米长的道路旁整齐停放着一排房车。

沙田村委会乡村振兴总顾问罗永松

介绍：“这是沙田村委会在坡陈村打造的

研学基地。来到这里，不仅可以在水稻田

体验农耕生活，还能在房车营地享受田园

生活的恬适。同时，还能尽情领略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沙田村的美景。”

围绕“武术”二字，不止坡陈村，沙田

村委会下辖多个自然村都成为游客热衷

的“打卡地”。据屯昌县旅文局提供的数

据，今年“五一”假期，屯昌以武术为核心的

椰级乡村旅游点，共接待游客6000人次。

“打好‘武术牌’，我们还在继续摸索。”

许明义说：“我们利用沙田村委会岭前小学

闲置的二层旧校舍，打造了6间特色民宿，

希望能吸引更多游客过夜，增加村民的旅

游收入。近期，民宿将正式对外营业。”

振兴与传承
百年武术村在传承非遗中蜕变

乡间绿道曲径通幽，农家小院错落有

致，槟榔、三角梅等植物点缀其间，洋溢着

清新的气息……这样美丽的乡情村景就

是沙田村。凭借着宜人的环境和深厚的

武术文化，2022年，沙田村被评选为“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

然而，很多村民都知道，以前的沙田

村远不是今天的模样。污水乱排放，到处

是杂草，垃圾乱丢……在村民的印象里，

村里一直是脏、乱、臭的。

“要擦亮‘武术之乡’的金字招牌，就

要有良好的自然环境相匹配。”为此，沙田

村行动起来，硬化村路、治理污水、建“荷

花塘”、复绿裸露土地、推行“厕改”……截

至目前，沙田村管辖11个自然村中，8个已

建成生态文明村，共建有3个荷花塘、4座

公厕、复绿约10亩裸露土地。

与此同时，投入30万元在坡陈村扩建

了3000多平方米的武术广场，并兴建武

馆等武术元素景点设施，修建武术交流中

心、休闲驿站等休闲交流场所也已经列入

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沙田村人居环境的改善，村容村貌

得以提升，多亏了村民人人自觉参与。”许

明义表示，这也得益于沙田村世代相传的

习武之风。习武先修德，沙田村每个村民

都可以将“尚武崇德，尊师孝亲，保家卫

国，仁义礼信……”等祖训熟背，从而营造

了尚德、孝亲、睦邻等良好乡风，让这个坐

落在青山绿水中的村庄景美人更美。

习武健身蔚然成风，武术文化传承发

展，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文明乡风浸润乡

村……实现了百年武术村的“美丽蜕变”，

开出一朵绚丽的“振兴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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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陈武馆。(记者李昊摄)

武术展演团队进行武术表演。屯昌县委宣传部林小丹摄

新兴中心小学学生练五形桩。屯昌县委宣传部林小丹摄换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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