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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庄地权每天都还要
去八仙山锻炼，“夏天 5 点多
就去，天气转凉后就五六点
去，练到七八点再回来。”庄地
权说，练习惯了，哪天不练就
不自在，而且武术功力是无止
境的，没有坚持练习是不行
的。

“虽然他已经 73岁了，但
不管是身体还是心态，都比 40
多岁的中年人要好得多。你看

他只要一出门，手上都会带着
两个实心钢球把玩练习。”庄地
权的徒弟林照连说道。已是花
甲之年的林照连跟随庄地权学
习武术有二三十年了，他从庄
地权身上学到了很多，“除了武
术套路，还有他对武术的痴迷
和坚持都对我影响很大。”

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庄地权便开始教授武术套路
了，数十年来，他教授的学生
已有近千人。“我记得 1972年
就在沟头教拳了，那个时候都
是白天干活，晚上去教拳。学
生很多都和我年龄相仿，白天
要工作，晚上才有空学习。”庄
地权先后在晋江市青阳镇、罗
山镇、陈埭镇、磁灶镇、深沪镇
和南安市水头镇等地开办武
术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武术
爱好者。由于教授的学生太
多，他常常会遇到喊他师父的
人，自己却想不起来在哪里教
过。

“去年去香港交流，有个同
乡会的会长跑过来和我合影，

说 46年前跟我练过拳。”庄地
权笑呵呵地说道：“都过了 46
年了，我哪里还记得呀。”虽然
不记得了，但庄地权还是很开
心这些弟子记得自己教过的内
容。

中国武术讲究“外练筋骨
皮，内练一口气”，庄地权几十
年如一日坚持内外兼修的同
时，也仍悉心地教授弟子。在
八仙山锻炼时，遇到好奇的路
人或者有心想学的，他都会知
无不言。

“习武本身就是很好的锻
炼方式，可以强身健体，年轻人
多了解多接触是好事。”庄地权
觉得，习武不仅能弘扬中华武
术精神，还能强身健体，因而，
庄地权在晨练的时候，都会有
意识地引导身边的年轻人“操
练”起来，教他们真正“站如松、
坐如钟”，让年轻一代在强身健
体的同时切身感受“非遗”武术
文化的传统魅力，“这是传统的
中华文化，要一代又一代传承
并发扬光大。”

晚晴人物

倒立举哑铃、霸气千金顶

咱厝73岁庄地权有“绝活”

本报讯 近日，晋江市梅岭街道老年学校在
巩固原有舞蹈班和声乐班的基础上，新增设太
极拳、软笔书法和柔力球课，由晋江市老年大学
安排专业老师到校授课。在新课程开班仪式
上，梅岭老年学校的学员们兴致盎然地体验了
各门课。据介绍，此次专业教学班的成功举办，
展现了梅岭老年学校生机勃勃的新气象，让老
年朋友切身感受“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
乐”。

资讯

梅岭老年学校开新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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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陈巧玲采写

单顶百会倒立举哑铃、五棍夹身悬

空千斤顶、手托 40 斤实心钢球转着玩、

背上驮个成年人做俯卧撑……这些光

是听着都让人惊讶的“武术绝活”，并非

只存在于武侠小说里。在咱厝，有这样

一位“武林高手”，他每天早上都会在八

仙山公园将这些“绝活”练习一番，常常

引得附近锻炼的人忘记了锻炼，围观喝

彩 。 他 叫 庄 地

权，人们惊叹于

他的身手不凡，

却 不 知 道 他 已

是 一 位 73 岁 的

老者。

在晋江梅岭街道桂华苑小区的晋江市晋台传统
武术交流协会练功场，我们见到了庄地权。眼前的庄
地权身着白色背心，双目炯炯有神，他中等身高、身材
健硕、腰杆笔直，手臂上肌肉透出的力量让人惊叹。

庄地权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绝活：单顶百会倒立举哑
铃、五棍夹身悬空千斤顶。只见他用百会穴顶在一根铁
柱上，然后双手撑住地面，双脚一蹬，便轻松地倒立于铁
柱上。铁柱的直径只有两厘米左右，待调整好身体与地
面垂直后，他便拿起一旁的哑铃做起倒举运动。

“一下、两下、三下……”随着庄地权手上哑铃的
起落，我们看得紧张万分，都为老人家捏了一把汗，但
表演结束落地下来的庄地权却觉得这十几下不算什
么，他低头让我们看头顶的百会穴，只见头顶中间的
百会穴已凹下一个深深的窝，“这个凹下的窝要十几
分钟后才会恢复到平常的样子。”

“今天表演的两个绝活都属于摩方居上金刚功，
刚才做的是单顶百会倒立举哑铃，这个动作需要二三
十年才能练成。”从十几岁起，庄地权便每天练习单顶
百会半小时左右，每次做两三组，一组倒立起来都有
一二十分钟。对于普通人来说，倒立一二十分钟本就
是难事，再加上还是倒立在直径只有一两厘米的铁柱
上，这就难上加难了。但对于庄地权来说，这还不够，
他倒立的时候还要双手举哑铃，举上七八十下才算完
成当天的练习。

“倒立拿东西这个动作是很不容易的。这两个哑
铃有26斤，一个13斤重。像我们正常站立的时候拿1
斤的力，倒立拿起来就等于四斤的力，26斤就相当于
倒立时有100多斤。”庄地权说，练习单顶百会倒立举
哑铃时，他是一下一下慢慢练起来的，“先练倒立，然
后再练习举哑铃，几岁就举几下，这样练习的时候就
会有个目标。”

而五棍夹身悬空千斤顶更不简单，表演时需要五
个人分别拿棍子戳住庄地权，其中两根棍子分别戳在
左右胸部，两根棍子分别戳在左右腹部，一根棍子戳
在胃部，然后五人同时发力将庄地权顶起来。“这个叫
作千斤顶，力发千钧，这种要练很多年，二三十年慢慢
磨炼才能达到这样的功力。”庄地权说，刚开始练习这
个功法的时候，他就把一根棍顶在墙上，然后自己戳、
自己撞击，或者拿铁、哑铃全身拍打，练到后来有功力
了，到了一定境界后就慢慢增加夹棍，从一根到两根，
慢慢三根、四根、五根地增加。“这个练习不好练，两根
以上就必须有人帮忙。”庄地权说，现在每次练习都要
叫上徒弟、朋友一人顶一根棍才能完成得了。

“他的这两个绝活，在武术界是很少见的，我们到
各地去交流时，连武术界同好都要竖拇指赞叹。”晋台
传统武术交流协会会长陈振南说道。

“我从 13 岁就开始练
拳习武，至今练武已经有六
十年了。”庄地权带我们来
到他的工作室，向我们讲述
他与武术的故事。这个工
作室位于桂华苑小区，就在
练功场对面。一走进工作
室，就看到墙上挂满了各种
荣誉和证书：在 2013年厦
门国际武术大赛上，他表演

“五祖内功”获得金奖；在
2014年第三届厦门国际武
术大赛上，他表演头顶百会
穴荣获金奖；被授予“国际
武术六段武师”称号……他
还是中国武术协会顾问、泉
州市武术协会第四届委员、
晋江市晋台传统武术交流
协会顾问等。

“那时很早就出来讨生
活，在学校门口摆摊卖东西，
学生放学后，我就收摊去练
习。”庄地权说，因为从小热
爱武术，他把时间都用于练
习上。对于自己的习武经
历，他倒背如流：1963年，他
拜戴碧安为师，习练罗汉拳；
1964年，他拜程文祥为师，

习练太祖拳；1966年，他拜
章云柳为师，习练气功、罗盘
手和各项拳技……他铭记
每位恩师的名字和教导，驰
而不息，久久为功。经过长
年累月的勤学苦练，庄地权
练就一身真功夫，并在实践
中独创了几门硬功夫，除了
单顶百会倒立举哑铃、五棍
夹身悬空千斤顶这两个绝
活，他还可以手托40斤实心
钢球转着玩、背上驮个成年
人做俯卧撑……

从 13岁开始练武到现
在，庄地权每天都要练习，
从不间断。天气晴好，他就
会到户外去练习；遇到刮风
下雨，他便在室内练习。“你
别看我现在在和你们讲话，
其实我也在练习着。”庄地
权说，他时刻都在练习提
气，“练习是无处不在的，你
们看看我和你们讲话的时
候，胸腔这里是不是也是用
力的?”众人伸手去触碰，果
然，庄地权讲话时，整个胸
腔和腹部肌肉都是坚硬的
发力状态。

露“绝活”惊艳众人 习武60年 每天不间断

传承发扬传统武术

才艺秀场

书法、绘画、摄影、诗词、剪纸……如果
你喜欢这些、擅长这些，那么，这里便是你
展示的舞台。“才艺秀场”作为展示老年朋
友才艺作品的平台，长期面向全市老年朋
友征集优秀作品。

剪纸作品：《中秋佳节》
作者：苏白凌（女，1946年生）

剪纸作品：《祖国万岁》
作者：吴文霜（女，1960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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