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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们”屡战屡败乐此不疲

跨界对决，商演的水有多深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靳宇豪 刘伟

走下神坛的传武

这已经不是传统武术第一次
因“大师”惨败而遭受质疑了。早
在2017年，“太极传人”雷雷约架
MMA选手徐晓东，成为开启传
武擂台跨界的第一人。雷雷对传
统武术，尤其是自己修习的太极
充满自信，对现代搏击颇为不屑，
自称能轻松破解MMA中公认无
解的技术“裸绞”。

比赛结果早已人尽皆知，徐
晓东仅用3秒钟就解决了战斗。此
事一出，反响强烈。不少人将此解
读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太极拳，在
实战中面对现代格斗术毫无招架
之力。雷雷事件让传武掉价，也让
一些人看到了商机：武术与搏击
的跨界对决所产生的流量及其带
来的收益，要远比常规商业武术
比赛多得多。

很快，自称身兼咏春、太极两
派弟子身份的郑家宽与跆拳道选
手张龙展开对决；号称咏春拳“大
师”的余昌华和业余拳击手熊呈
呈展开了对垒……跨界对决越来
越多，但大多都是以传武惨败草
草收场。然而似乎越是这样的结
果，越能博得大众的关注，圈里圈
外，大家乐此不疲。

“大家对常规的武术比赛出
现了审美疲劳，赛事主办方为了
让比赛博出彩、博出位只能另辟
蹊径，选择了这种跨界对决的方
式，看的人多了才有钱赚。”马、王
对决的当值裁判、具有丰富执裁
经历的庞皓天表示。

变了味的武术商演

资料显示，过去十年，国内武
术商业化发展迅速，近两年，由于
资本逐渐回归理性，无利可图之
下，商业武术比赛越来越少。

“从2009年到2015年国内赛
事还是比较多的，很多企业也愿
意赞助。但是近几年来，随着经济
形势的变化，大众购买门票意愿
不强，赛事越来越难盈利，比赛越
来越少。”据马、王对决的主办方
演武堂负责人王建刚介绍。

武术商演在这种大背景下开
始变了味儿。很快，那些博出位的
跨界对决应运而生。“商业武术比
赛对于中国传统武术的传承、创
新具有积极的一面，但无论传承
还是创新都应该有原则。习武之
人先习德，并且要以德为主，放在
过去，传统武术是重义轻利、谈钱
色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市
场经济下，商业比赛赚钱是可取
的，但很多的商业武术比赛主要
为了创收，并不是真正地发展传
统武术。为了宣传比赛、吸引大众
的眼球，胡乱地吹嘘比赛，把武术
界搞得乌烟瘴气，把武术当作一
种赚钱的工具，实际上是把传统
武术给糟蹋了。”李成银教授表
示。

“还是要做正规比赛，可能有
不同的人参与，但是外行人组织
跨界比赛尽量不做，那不是常态
行为，专业方面的事情能做好就
不错了，弄些花哨吸引眼球的武
术比赛不是长久之计，对中国传
统武术的发展不是好事。”有着十
年武术商演从业经历的王建刚，
同李成银教授持相似观点。

这些年，在各类武术商业比赛中，打着传统武术旗号的“大师”屡次上演跨界对决，挑动
着大众兴奋的神经，收割了一大批流量，但大多数都以惨败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是“大
师”不自量力，还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武术商演，水又有多深？

2017年，徐晓冬约战马保国，现场不少人围观，但被警方叫停。 IC photo供图

短期赚了流量，对传武发展不利
“武术大师”在公开对决中

纷纷倒下，颠覆了国人对传武
固有的印象。然而，武术大师
们，能代表中国传统武术吗？

“马保国和王庆民练的都是
武术项目，但不是同一类别。马
保国的拳术属于套路表演性质
的，它是一种由实战萌发的武术
套路，是模仿实战的一种形式，
更多的是强调强身健体和艺术
表现，不是专门拿来实战用的。”
武术九段、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
成银坦言，“王庆民的搏击术实

际上归类在散打里面，具有实战
性质。从比赛的视频画面来看，
很显然，马保国对于实战不是很
精通，虽然他是浑元形意太极拳
的掌门，但他可能仅仅在相关理
论研究和健身方面有自己的特
长，实战还是不一样，他距离实
战还有很大的差距。”

谈到跨界对决，李成银教授
补充道，“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
武术的功能发生了变化，部分功
能转变为健身、养生，形成具有
艺术表演性质的武术套路，而一

些实战技术精华被提炼出来形
成武术散打，将两种武术形式放
在一起做比较，本身就是不对等
的。这对中国传统武术未来的发
展也是不利的。”

换言之，跨界对决的两个
门类不对等，它短期内吸引了
大众眼球，博取了流量，却是以
牺牲中国传统武术良性发展，
砸招牌为代价来赚钱的，是无
法长久维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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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专家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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