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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见到庄长庚的时候，
他正和徒弟施培红在晋江市太
极拳协会门口练习推手。施培
红是现任晋江市太极拳协会会
长，她告诉我们，庄长庚每天都
会到协会来坐坐，有时候聊天，
有时候也指导大家练习。

虽然已经 91岁，但是庄长
庚耳聪目明，说话声音洪亮有
力。如今，他依然每天坚持练
习太极拳，并且锻炼身体。庄
长庚每天早上 5点起床，会先

练上一个小时的太极拳，然后
做做八段锦或者散散步。而后
会去就近的晨练点看看，或者
到协会坐坐。

记者发现，庄长庚随时随
地在锻炼。在和大家围坐在
一起喝茶聊天时，庄长庚的手
会不停地按摩着手指关节或
者按摩一下眼睛；站着的时
候，也会前后摆摆腿、踮踮脚；
行走的时候，双手还会摆动拍
打腹部和背部。“你别小看他

这个踮脚，这是八段锦的最后
一式，叫‘背后七颠百病消’。
这主要是通过提脚后跟、颠足
两个动作来锻炼的。”施培红
在旁边解释。

“锻炼是不分时间地点
的，只要想练，随时随地都可
以，一些动作很简单，但贵在
坚持，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
网。”庄长庚说，无论是习武还
是养生，都要持之以恒，这样
才能够见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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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长庚是土生土长的晋江青
阳街道人，过去在晋江电影放映队
工作。工作之余，庄长庚有一个爱
好，那就是习武。十几岁时，庄长
庚便接触到了武术，主要练习五祖
拳、八段锦。1959年，26岁的庄长
庚接触到太极拳后大为喜欢，便一
心练习太极拳。

“那时候，为了学习太极拳的
各种套路，经常到处去拜师学习。”
庄长庚印象最深的便是 1991年去
参加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举办的
太极拳、剑竞赛套路训练班，师从
李秉慈、张继修老师。1993、1994
年，他又多次到上海跟傅钟文大师
学练杨式太极拳、械、推手等，获得
傅钟文大师亲自临教并授结业证
书。“当时还有两个同好和我一起
去学，回来后，他们经常会到我家
中来一起切磋。”庄长庚的家中有
个不小的庭院，许多同好都会到其
家中一起练习，那里一度成为太极
拳爱好者的聚集地。

凭着对太极拳强烈的热爱，庄
长庚勤学苦练，一练便是 60多年。
他擅长传统杨式太极拳、剑、刀、推
手及陈、杨、昊、孙、东岳、42式太极
拳、剑等，在各式太极拳技术上都
有很深的造诣。2008年，庄长庚获
评中国武术六段；2012年，他又获
评中华民间传统武术八段。

练习太极拳60多年来，庄长庚
一直热心弘扬太极拳文化，积极传
授太极拳法。他先后担任泉州市
武术协会委员、泉州市太极拳协会
副会长、晋江市武术协会副会长及
晋江市太极拳协会第一至第五届
副会长、总教练等。

早在20世纪80年代，庄长
庚就积极参加泉州市太极拳运
动，参与泉州市太极拳协会的
创建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
他就在晋江积极发动组织太极
拳培训，是晋江市太极拳运动
的开拓者、引领人、导师。

1991年春，庄长庚与一些
太极拳爱好者在敏月公园大门
内教学 24式太极拳，吸引了许
多晨练者加入。当时，因为敏
月公园还未完工，晨练经常因
工地施工暂时转移到种子公司
晒场练拳。在两年时间里，庄
长庚在敏月公园不断开办太极
拳培训班，教学24式、42式、杨
40式、48式、85式太极拳和 32
式、42式太极剑，太极扇等，学
者达数百人，为成立晋江市太
极拳协会奠定基础。

1993年，庄长庚联合太极
拳爱好者创建了晋江市太极拳
协会，他谦让主位，任副会长兼
总教练。这一任就是五届，直
到第六届理事会，他才不再担
任副会长兼总教练，成为永远
名誉会长。去年，在晋江市太
极拳协会成立 30周年庆典上，
该会特别为他颁发了“杰出贡
献奖”牌匾，以致敬他为晋江市
太极拳运动所做的贡献。

为了弘扬太极拳文化，庄
长庚长年义务教授学员。2009
年之前，他在晋江市、大田县等
地举办各种太极拳、械训练班
60多期，教授学员千余人次。
担任教练组织学员代表晋江市
太极拳协会参加泉州市太极拳
比赛、福建省传统武术演武大
会、中国焦作第二届国际太极
拳年会、第四届全国武术之乡
武术比赛、第二届香港国际武
术节、“华亚杯”杨式太极拳西
安国际邀请赛、青岛“巴龙杯”

国际杨式太极拳
邀请赛、2012 年
台湾“妈祖杯”国
际武术大赛等，其
学生多人在武术
比赛中获得金牌、
银牌达600多枚。

也因此，庄长
庚获得了诸多荣
誉：1997 年被泉
州市评为“第一届
全民健身活动先
进个人”；2002年
被文化部文化艺
术人才中心等单
位主办的第九届
全国推新人大赛
授予“第九届全国
推新人大赛最佳
辅导奖”；2009年
泉州市太极拳协
会成立 30周年被
授予“奉献奖”；
2012 台湾“妈祖
杯”武术大赛组委
会授予“最佳武术
教练员奖”等。

作为晋江市
太极拳协会的总
教练，他多次组
织各种训练班，
推动成立了 20多个太极拳晨
练站，让晋江从城市到乡村，
都有了太极拳运动的身影。

“他都是义务教我们，有
时候还要自掏腰包带我们出
去学习。”弟子倪琼莲跟着庄
长庚学习太极拳 30 多年了，
她告诉我们，“师傅很热爱太
极拳，也热爱集体，每年都会
为协会捐资。2014年，协会办
公地点租借遇到困难。他四
处奔走为协会解决了办公场
所问题，还请其在香港的三子

捐助资金购置办公桌椅、橱柜
等，为协会提供良好的活动场
所。”

虽已至耄耋之年，仍不忘
弘扬太极拳初心，今年已 91高
龄的庄长庚还经常到市区多个
晨练站巡视，与学生切磋技艺，
指导其练拳。他也时常到镇、
区站参加太极拳集体活动，关
心镇、区站太极拳发展。“我们
在大剧院晨练站练习时，他经
常会过来指导我们。”庄长庚的
徒孙庄美丽说道。

本报讯 近日，安海镇老龄委联手安海公
安交警中队组织民警走进水后村老年人协会、
前湖村老年人协会、瑶前村老年人协会，开展

“关爱老年人 携手平安行”交通安全主题宣讲
活动。

据悉，活动通过现场答疑解惑、发放宣传资
料等方式，为三个村的老年人讲解了骑行电动车
时不佩戴头盔、逆向行驶、闯红灯、不按车道行驶
及酒后驾驶电动车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提
醒老年人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摒弃交通陋习，
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宣传民警还向老
年人讲解“被看见，才安全”的重要性，叮嘱大家
在日常步行时，尽量穿着鲜艳亮丽的衣物，以便
警示驾驶员注意避让；通过十字路口时，要走人
行横道或斑马线，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引
导大家养成文明出行好习惯。

资讯

安海老人学习
交通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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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笼》
作者：尤玉姬（女，1965年生）

剪纸作品：《快乐学习》
作者：苏白凌（女，1946年生）

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陈巧玲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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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初，庄长庚指导学
生练习太极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