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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陈金路

6 月 15 日一大早，88 岁的吴彬与
67岁的高美涧来到冠县查拳协会培训
基地的演武场。这对师徒，一个是北京
武术队首任总教练，成功晋升中国武术
最高段位——九段，曾培养出李连杰、
吴京等功夫巨星；一个是闪耀中美武坛
的教头。他们还曾是中国散打比赛规
则的制定者。如今，他们以“查拳探源”
之名，在聊城开启了一场寻根之旅。

师徒携手——

从北京到聊城的探访之路

在从聊城城区前往冠县的路上，吴
彬回忆起自己当年带李连杰、吴京等徒
弟的情景。记者了解到，1974年，正是
这位“伯乐”一次次登门说服李连杰的
母亲，才有了今天的“功夫皇帝”。

如今，在华盛顿传授中国功夫的高
美涧，仍记得老师吴彬当年的教诲，“我
在北京体育学院的第一节课，就是吴彬
老师给上的”。

两代教练的传承，不仅是技法的延

续，更是武学理念的革新。吴彬从查拳
传统套路中提炼出实战逻辑，高美涧则
把它融入散打体系。他们俩这种守正
创新的思路，在《聊城市武术志》一书中
得到体现——书中记载了沙亮、张文广
等28位查拳大师的故事，将吴彬、高美
涧师徒二人的武学之道串联其中。

聊城寻根——

石碑里的查拳文化基因

在冠县清泉街道南街村演武场上，
看着查拳弟子们练武的矫健身影，吴彬
眼中泛起光芒：“我是在北京体育学院跟
张文广老师学的查拳，今天到了查拳的
起源地才发现，这里的拳法体系更为完

善。”
现场观摩查拳弟子的各路拳法后，

吴彬说：“不少人说我88岁了还健步如
飞，我认为这得益于练查拳。练查拳不
仅强身健体，还能延年益寿。”

在清泉街道张尹庄清真寺，悬挂
的“查拳之源”匾额异常醒目。“滑宗
岐、查密尔两位祖师的石碑，是查拳

‘根’的见证。”冠县查拳协会会长李凤
林对吴彬说。

在张尹庄清真寺的碑廊里，沙亮、
张英振、张文广、武贵祥、李维清、杨恩
成等查拳宗师的石碑庄严肃穆，好像在
无声诉说着查拳一代代传承的故事。
看到武贵祥的石碑，高美涧突然驻足：

“这是我的查拳启蒙老师，当年在张秋
镇，是他教给我的第一路查拳。”

薪火永续——

从聊城到世界的文化自信

吴彬、高美涧二人随后来到阳谷县
张秋镇景阳冈旅游区，这里设有武贵祥
纪念亭——尚武亭。亭内立有石碑，上
面镌刻着“查拳大师武贵祥碑记”几个
大字，碑文中记载了武贵祥的生平及其
向弟子传授查拳技艺的故事，字里行间
透露出武贵祥以武修身、以德育人的崇
高风范。高美涧抚摸着石碑说：“当年
武贵祥老师常说，练拳先做人。如今我
在美国授徒，第一节课就是讲武德。”

在聊城少林武校，吴彬看到万名学
生习武的场景时，高兴地说，聊城武术
后继有人。

吴彬到访聊城的消息不胫而走，武
术界知名人士于霞、丁祖文、丁明业以
及聊城市武术协会会长郭新全等纷纷
前来拜访。其间，郭新全向吴彬、高美
涧赠送了其不久前出版的《聊城市武术
志》。吴彬对高美涧说：“我们这代人要
做的，不仅是教拳，还要把查拳的文化
根脉梳理清楚。”高美涧说：“在国外的
课堂上，我要让外国学生看看，中国武
术的根有多深。”

6月16日清晨，东昌大桥附近的晨
练人群中，吴彬、高美涧以及聊城三级
警监杨成武一起打拳的身影成为一道
流动的风景线。吴彬的拳法刚柔并济，
高美涧则将散打步法暗藏于查拳之
中。围观市民纷纷用手机记录下这一
幕。

从冠县张尹庄清真寺到阳谷景阳
冈旅游区尚武亭，从武校演武场到湖畔
晨练地，吴彬与高美涧的探源之旅，让
查拳的文化坐标更加清晰。他们相信，
四路查拳歌将会在聊城永远传唱。

吴彬（中）、高美涧（右）和杨成武在东昌湖畔练功

吴彬（中）、高美涧（左）与冠县查
拳协会会长李凤林在武贵祥的石碑前
合影

吴彬、高美涧师徒的查拳寻根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