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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意六合拳，又称心意拳、河南六合
拳。该拳由心生意，又由意转化为拳招，
是中国传统三大内家拳之一。2008 年，
在李洳波和弟子的共同努力下，心意六合
拳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李洳波为国家级心意六
合拳传承人。从而，心意六合拳与许慎文
化成为漯河“一文一武”两张城市名片。

当年日本专门组团慕名访问
1991 年，日本专门组团到我市学习

心意六合拳，由此武学大师李洳波也成
了当年的新闻人物，记者近日对他进行
了采访。然而，能采访到李洳波很不容
易，倒不是因为他摆架子，而是因为他一
年中有多半时间都奔波在国内外传拳或
应邀出席各种传统武术比赛担任仲裁等
职务。近段时间，他又下广东，到浙江，
去海南，上北京，为弘扬心意六合拳马不
停蹄。近日，刚刚参加 CCTV3“九九重
阳天 幸福在身边”大型综艺晚会归来的
李洳波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并得到了一
本他刚刚出版的武术权威专著《河南心
意六合拳》。

在和记者的交谈中，回忆起这件往
事，李洳波仍然记忆犹新。他告诉记者，
当时日本代表团一行十多人在我市生活
了半个多月，探访、考察、学习心意六合
拳，归国后仍然意犹未尽，随团而来的日
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全日本武术协会会长
松田隆智先生回国后在日本《武术》杂志
中提出“心意六合拳是中国武术之核心”
的观点。随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新加坡等国的代表团也先后多次慕名前
来我市学习心意六合拳。

心意拳的前世今生
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李洳波家里的

显著位置摆放着岳飞像。原来，宋代民族
英雄岳飞被尊为心意六合拳的祖师爷。
相传该拳为岳飞在漯河郾城一带为大破
金兵时所创。此拳刚猛狠毒，奇快无比。
意到拳到，变化无穷。用来训练将佐，如
虎添翼，金兵闻风丧胆。岳飞被害后，此
拳随之销声匿迹，鲜有所传。到了明末清
初，山西姬际可，访名师于陕西终南山，遇
异人指教，授予《岳武穆拳谱》朝夕研练，
尽得其妙，中年时期，因参加抗清复明，隐
居少林寺 10 年，传艺于河南洛阳马学
礼。马学礼又将心意拳传给马三元、张志
成、马兴等人。其中，马三元是漯河临颍
繁城镇人，该拳在漯河已传将近400年的
历史。

心意拳在海内外久负盛名。江湖上
有句话叫“太极刁、八卦滑，最毒莫过心意
把”，可见心意六合拳的厉害。所谓“心意
把”，指的是一个动作为一把，讲究身形六
势，共有十大真形、心意把、八字功、六合
枪、六合大枪、六合刀等套路。练时以意
行气，以气运身，劲力顺达，具有很好的养
生、健身、技击效果，名家辈出，年龄大多
在九十岁以上。民间有“十年太极不出
门，一年形意打死人”的说法，这里的“形
意”指的就是从心意六合拳派生出来的形
意拳。正是因为心意六合拳具有这一特
点，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严禁民间教习，也
使历代心意六合拳的传人在收徒传艺时
慎之又慎，故心意六合拳有“宁可失传，不
可乱传”之说。因此发展较慢，但也较好
地保持了心意拳原有的风貌。

被慧眼选中的武学奇才
在外人看来，李洳波三个字是武学大

师的名号，很难想象如今德高望重的武学
大师小时候也曾被人欺负。李洳波笑着
向记者回忆起自己年少时的趣事。“我是
许昌人，自小在漯河求学。在市三中求学
阶段，个子不高又很瘦，再加上是外地人，
经常被同学欺负，由于打不过人家，我只
能放学后飞快跑出校园先找个地方躲起
来，然后伺机找小个同学下手，各个击破
后，最后再挑战块头大的同学。很快，同
学们再也不敢欺负我了”。瘦小的身材使
他格外灵活，爆发力和协调性非常好。他
13岁那年，漯河市成立武术队，他竟意外
地被吕瑞芳大师慧眼识才挑中，并破例收
为门徒，习练查拳和形意拳，还关门偷偷
传授他心意六合拳。从而李洳波踏上了
一条武术之路。

关于传承和发扬的梦想
随着自身造诣的加深，李洳波越来

越觉得心意六合拳秘不外传的封闭保守
局面亟须打破。于是，他开始不辞辛苦

地奔走于全国各地武术界之间，最终赢
得了国内心意六合拳各支派传人的支
持。1999 年 12 月，在李洳波的召集下，
来自江西、江苏、安徽、北京和东北等地
的 50 多位心意六合拳不同师承分支的
传人，汇聚在漯河举行了全国第一届心
意六合拳研讨会，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家
的心意拳爱好者也闻讯疾赴盛会。各地
心意六合拳传承者一致认为，必须打破
封闭保守的局面，在重视武德，严格择徒
的原则下，大力宣传，使人们充分认识到
心意六合拳是我国传统武术文化中的一
块瑰宝。

2000年8月，在市体育局、武术协会的
大力支持下，全国首届心意六合拳交流大
会在漯河举行。会上，代表们观摩、互相切
磋，了解各地心意六合拳发展传播的情况，
使心意六合拳成为继太极拳、少林拳之后
河南的又一大名拳，形成了“全国心意拳看
河南，河南心意拳看漯河”的格局。

2002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开展了“中
华传统武术展现工程”活动，李洳波作为
全国心意六合拳的代表人物，应邀参加了
演练和讲解，心意把、四把捶、十大真形、
六合刀等心意六合拳内容被制作成一套
四碟影像资料在国内外公开发行。针对
心意六合拳长期处于封闭保守状态，许多
拳师都是言传身授，没有整理过系统拳谱
的实际情况，李洳波夜以继日，历时数月，
写出了长达24万字、图文并茂的《心意六
合拳》专著，被列入《国术丛书》在全国发
行，填补了心意六合拳没有文字资料的空
白。2006 年，弘扬心意六合拳文化的提
案被提交市“两会”并获得通过，使心意六
合拳和许慎文化成为漯河“一文一武”的
两张城市名片。

三十多年来，李洳波的足迹遍布河
北、安徽、四川、湖北、广东、广西、香港、澳
门等地，授徒数百人。李洳波的徒弟赵振
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凡入李师父门
下的徒弟，都要严格遵守《门规师训》，做
一个爱党爱国，孝敬父母，尊师重道；勤学
苦练，遵纪守法，见义勇为的优秀公民。

67岁的李洳波深知要想把心意六合
拳发扬光大，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他以身
作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不懈地努力
着，也要求徒弟们以此为己任。在市体育
局、市教育局的支持下，李洳波带领弟子
们大力开展“心意拳五进（进校园、进社
区、进机关、进农村，进部队）”活动。如
今，心意拳已进入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漯
河医专、漯河四高、向阳小学等十多所学
校，习练的师生已达万人，武术进校园已
蔚然成风。李洳波说，10月21日，漯河市
还将举办一次全国心意六合拳研讨交流
会，参会人员将会突破5000人。他深知，
弘扬心意六合拳文化这条路没有尽头，但
是只要始终在路上，心意六合拳的发扬光
大终将实现。

李洳波：呕心沥血传“心意”

人物小史

李洳波，著名武术家，武术八段，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心意六合拳传承
人，世界武术研究学会名誉会长、漯河市
武术协会主席、漯河市心意拳研究会永久
会长、国家一级武术裁判。

自幼拜河南心意拳大师吕瑞芳为师
学习心意拳，拜王培生为师习练吴式太极
拳。义务教拳30余年，弟子遍布全国各地
及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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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漯河，说起小商桥，几乎每一个人都能说出一些与之相关的故事。小商桥作为一个充满文化传承意味的建筑，已经成为
漯河人心中的一个坐标。

为更好地保存小商桥文化，1992年，我市成立了以古桥为依托的特色人文景观。2012年，小商桥景区正式成立，现为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小商桥现建有桥头博物馆和杨再兴陵园。

1991 年 7 月 16 日《漯河日
报》前身《漯河报》头版刊发文
章，对省委省政府漯河工业生产
现场经验交流会开幕进行报
道。时任副省长刘源主持会议，
时任省长李长春出席大会。我
市在会上做了经验汇报。

自 1986 年至 1991 年，漯河
市委、市政府从漯河工业基础薄
弱的实际出发，一方面外引内
联，创办新企业；另一方面依托
现有企业，不断壮大实力，滚动
发展，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提
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不断深化企
业改革，探索农产区发展工业的
路子。经过五年艰苦努力，使工
业有了较明显的进步。

30年后的今天，我市工业不
仅有一批骨干企业做支撑、做引
领，更有一批中小企业扎根漯
河、创新发展、加快成长，不断做
大做强。近年来，我市采取得力
举措，促进工业经济发展转型升

级，为更多的企业实现腾飞搭建
了舞台、创造了机遇。

2016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
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的开局之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
的攻坚之年，做大做强工业，大
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市委、
市政府的重点战略部署。培育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装备制造
等新兴产业，加快东兴电商产业
园、吉顺电子工业园、曙光健士
医疗器械、漯河大健康产业园、
舞阳医药化工园、临颍智能装备
产业园、经济技术开发区装备
产业园等项目建设。加快传统
产业优化升级。依托双汇、旺
旺、嘉吉、可口可乐等知名品
牌，提升发展食品产业。开工
建设上好佳休闲食品产业园等
项目，加快旺仔牛奶、雅客休闲
食品工业园、三剑客乳制品工
业园、天冠嘉吉产业园等项目
建设。2016 年，全市规模以上
食品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将力争
达到1800亿元。

支持盐化工业精深开发，加
快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
引导造纸、冶金、纺织、制革制鞋
等传统产业加快技术改造，降低
企业成本，增强发展活力。壮大
骨干企业群体。全面完成工业
1351工程目标任务，培育年销售
收入超5亿元、税收超千万元的
龙头企业 30 家，新增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50家。加快企业上市
步伐，力争新增上市和挂牌企业
10家以上。大力扶持小微企业，
推动企业创新管理、提质增效。
加大危困企业帮扶力度。对产
品有市场、发展有潜力而一时存
在困难的企业，政府将积极施策
帮助。

1991 年 9 月 21 至 24 日，许慎与“说文
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漯河市举行。来自日
本、韩国、马来西亚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

“说文学”研究者参加了研讨会。

《说文解字》和“说文学”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东汉经学
家、文字学家许慎编著的文字工具书，成书

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到安帝建光元
年 （121年），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
典。全书共分540个部首，收字9353个，另
有“重文”（即异体字） 1163 个，说解共用
133441 字，原书分为目录一篇和正文 14 篇。
原书现已失落，但其中大量内容被汉朝以后
的其他书籍引用，并有北宋徐铉於雍熙三年
（986 年） 校订完成的版本 （称为“大徐
本”） 流传至今。宋以后的“说文学”研究
著作多以此为蓝本，例如清朝的段玉裁注释

本。《说文解字》是科学文字学和文献语言学
的奠基之作，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

《说文解字》 之名包括两层意思：一是
“说文”，一是“解字”，“文”与“字”不是
同一概念，“字”是后起的，秦代以前；文字
只称“文”或“书”，不叫“字”。“文”和

“字”反映了汉字发展的两个阶段，即图画符
号阶段和标音符号阶段。古文字学家称独体
的字为“文”，称合体的字为“字”，独体的

“文”因为不能再分解，故说明之，即“说
文”之义；合体的“字”由两三个不同的

“文”构成，故剖解之，即“解字”之义，上
述两层意思合在一起，可作《说文解字》之
名的含义。

许慎是博学之士，著有 《五经异义》、
《淮南鸿烈解诂》等，但今已散佚，只有《说
文解字》一书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
各国各界学者打开上古文明宝库的宝贵金钥
匙。

许慎精神和“说文学”

1991 年 9 月举行的许慎与“说文学”国
际学术研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说
文学”为主题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
共收到论文96篇，讨论问题涉及许慎故里考
辨、《说文解字》的学术价值、“说文学”的
研究方法、《说文解字》与汉字学、《说文解
字》 的条例、《说文解字》 的版本及校勘、

《说文解字》中的个别字考证等七个方面。与
会者一致认为，对《说文解字》学术价值的
认识，是此次会议的共同收获，对“说文
学”研究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许慎与“说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
市举行，开幕式由许慎研究会会长、河南大

学副教授董希谦教授主持。许慎研究会首席
顾问、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
祖谟教授致开幕词。

周祖谟教授在开幕词中说到，许慎是世
界文化史上的杰出名人，所著的 《说文解
字》把篆文、籀文、古文作了总体全面的分
析，创立了以偏旁为部首的编排文字的方
法，立五百四十部，据形系连，杂而不越，
致然有序。每字都分析其结构，并加诠释。
既寻案本义，又博采古训，且旁及方言，诚
为传世不朽之作，后代字书都取为楷式。传
至清代，《说文》之学盛极一时，与之相关的
重要著作在百种以上，成为一代显学。随之
而兴的是古文字学和训诂学。

周祖谟还说，随着中国文明的历史在世
界上的广泛传播，《说文》也被外国学者所重
视，并有专门著作出版。足见“说文学”作
为一门学问已有国际性的意义。

时任南开大学教授向光忠在此次学术研
讨会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他说，对

《说文》 的研究被称之为“说文学”或“许
学”，清朝时期的“说文学”研究虽取得了累
累硕果，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科学化。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在继承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用新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使

“说文学”向更高、更深层次推进了一步。

永不止步的“说文学”研究

2005年，我市举行首届许慎文化国际研
讨会。此后每五年一届，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三届。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台湾等多
个国家和地区研究汉字和中国文化的百余名
专家、许氏宗亲齐聚一堂，探讨许慎文化和
汉字文化的研究、传承和发展。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热”在世
界各地不断升温。从2004年首个孔子学院在
韩国成立至今，已有465所孔子学院及713个
中小学孔子课堂遍布世界五大洲。

世界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的创作者
许慎虽被世人尊称为“文宗字祖”，但其在全
球的知名度却远不及孔子。全国人大常委会
原副委员长、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表示，作
为一位历史文化名人，许慎属于漯河，属于
中国，也属于世界。

中国文字学会会长黄德宽表示，在国
外，许学研究遍及欧、亚、美、澳四大洲，
一些国家还专门成立有许学研究组织。随着
中外文化交流及世界范围内汉字文化热的不
断升温，许慎文化研究也迎来良好发展机遇。

美国杨百翰大学文学院教授韩大伟建
议，许慎文化应当与少林文化、少林功夫结
合一起，向全球推广也许会事半功倍。

鉴于漯河是许慎出生、治学和终老之
地，2015年11月，中国文字学会和中国训诂
学研究会将“中国汉字文化名城”的牌匾授
予漯河市。同时，由漯河籍人士李凌云捐赠
的高 6.5 米，重 18 吨的许慎金丝楠木像也入
驻许慎文化园六书广场。

说文传千年 字祖在漯河

1991 年 4 月 15 日，团中央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
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自
1990年9月以来邓小平、江泽民
和李鹏同志为“希望工程”的
题词。并宣布从当日起在全国

实施“希望工程——百万爱心
行动”计划，旨在动员更多的
人参与“希望工程”，尽快使我
国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享有受
教育的基本权利。中国第一所
希望小学是安徽金寨希望小学。

希望工程

学子们在许慎文化园内举行“魁星点斗”仪式。 本报记者 杨光 摄

河南省杂文家参观许慎文化园。 本报记者 杨光 摄

许慎墓。 本报记者 杨光 摄

一、1991年2月，漯河市电视台承办市首届春晚。
二、1991年，漯河市特殊教育学校创建。
三、1991年，日本组团到漯河学习心意六合拳。
四、1991年7月16日至19日，河南省委、省政府工业生产

现场经验交流会在漯河市召开。
五、1991年9月21日～24日，“许慎与说文学国际学术研

讨会”在漯河市召开。

1991年大事记

漯河工业：腾飞的第二产业

当年热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