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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庆祖籍浙江台州天台县，

这里武术文化深厚。王德庆从小是

村里有名的“捣蛋王”，经常捉弄别

的孩子，让老师和家长头疼不已。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电影《少

林寺》风靡全国，王德庆对这部电

影情有独钟，一连看了十几遍，片

中武艺超群的少林武僧成了让他

痴迷的偶像。他梦想能去少林寺

学武，有朝一日成为武林高手。

父母觉得对有些顽劣的王德

庆来说，去少林寺学武未尝不是个

好选择。9岁那年，父母带他去了河

南郑州嵩山少林寺，但那时少林寺

不收外来人员，他只好先进入登封

市少林鹅坡武术学校学武。

王德庆天赋不俗，练功勤奋，

13 岁入选校队，多次代表学校参

加全国武术赛事。16 岁时嵩山少

林寺武僧团组建，要从体校 800

多名学员里挑选 30 人左右，王德

庆成功入选，法号释行鸿。

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在少林

寺练武的艰辛是无法用语言形容

的。王德庆说：“无论寒风凛冽或

是烈日酷暑，我们伴着晨钟暮鼓，

日复一日地练武。高强度的训练

消耗大，那时候饭菜限量，总感觉

很饿。练不好或偷懒时，也会被师

傅拳脚‘收拾’。”

“回想那段岁月，没有强大的

意志力根本无法坚持。那段经历让

我练就一身精湛武艺，也磨炼了意

志、磨砺了心性，使我在以后的日

子里，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都能

以积极的心态应对。”王德庆说。

“早年间曾有位学生家长和

我说，他的孩子只学我的招式，

不要学我的文化。”王德庆说，

现在完全不同了，很多外国人

从学习中国功夫开始，渐渐喜

欢上中华文化。“如今我们不仅

传授各门派的中国功夫，也将

中国茶道、书法、舞龙舞狮等融

入日常训练，让功夫迷们齐聚

一堂交流学习。”

王德庆不仅向弟子们传授

武术招式套路，也向他们解释

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思

想。“比如在教推手的时候，我

会讲解其背后三层境界，一是

力量之境，通过互相推挽锻炼

技击力；二是化解之境，巧妙地

化解对方的力量，将其转化为

无形；三是和谐之境，这是推手

的最高境界，通过柔和的方式

将力量送回给对方，达到以柔

克刚、以和为贵的境界。”

武术也成了学员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王德庆有

一名叫沙尼的匈牙利弟子，从

小生活在孤儿院，曾经混迹街

头，他和王德庆学习多年武术后

成为一名武术教练，如今开了一

家大型武术俱乐部，还建立了舞

龙舞狮队。“现在我们举办活动时

他都会来支持，他常说是武术中

的智慧改变了他的人生。”

目前，禅武国际联盟有 10

余个协会和 60 多家武术俱乐部

分布在匈牙利各地，培养了 100

多位教练。如今学功夫的匈牙

利人越来越多，他们对功夫的

认知也不断加深，认识到功夫

不仅可以防身自卫还能养生修

德，在广场公园常常能看到当

地人在练太极拳，当地政要和

名流也热衷于这项柔和轻盈的

中国传统拳术。

在世界范围内，禅武国际联

盟已经在 21 个国家建立分支机

构，有近 10 万人在这里学习少

林功夫、现代竞技武术、太极、

散打等。2009 年还在广州设立

了广东禅武中心，举办中华传

统文化体验班、狮艺班、寻根之

旅春夏秋冬令营等活动，累计

有来自 65 个国家的上万名学员

参与活动。

王德庆说：“我们还会支持

匈牙利匈中双语学校的 20 多名

学生赴中国研学，这一项目已

经持续十几年。此外，我们还举

办了五届禅武国际传统功夫竞

技武术大赛，今年的大赛在匈

牙利举行，明年和后年的大赛

将分别在意大利和比利时举

行，大赛已成为全世界功夫爱

好者的盛会。”

他表示：“未来我们还计划举

办功夫文化周活动，同时改变比

赛模式，在赛场上设置一些有趣

的功夫比赛，提升比赛的乐趣；同

时也想打造一个团队，在海外进

行功夫的表演和展示，让禅武文

化在海外继续‘开枝散叶’。”

（吴侃 来源：中国侨网）

他让中华武术在海外“开枝散叶”
1999 年，嵩山少林寺第 32 代弟子、曾任少林武僧队队长的王德庆

来到匈牙利，20 多年来他扎根当地传武，担任匈牙利国家警察局特警

基地总教练，还将武术融入匈牙利警察训练教材。如今他创建的禅武国

际联盟，已经在海外培训超过十万名“洋弟子”。

从“捣蛋王”到少林武僧

外国人对武术的热情超乎想象

1991 年，王德庆接到任务，与

4 名师兄弟一起前往意大利教学

和演出，这是他第一次出国，也开

启了他对世界的全新认识。“记得

当时出国巡演的补贴是 500 元，

在当时不算小数目，我买了一套

西装、一双皮鞋和一个皮箱，都是

那个年代出国必备的行头。”

“在意大利，我发现当地人对

武术的热情超乎想象。此前他们

对武术的了解都来自影视剧，从

没亲眼见过真正的中国武术，与

少林武僧面对面让他们感到非常

新奇和兴奋。”王德庆说。

1994年武僧团启动欧洲巡演，

一家合作的欧洲文化公司为巡演

提供布景和灯光，花了 300 多万元

在舞台上还原了一座少林寺山门。

巡演一演就是三年，让欧洲民众

“触摸”到神秘的中国武术。

王德庆说：“那时演出场场爆

满，每场都有六七千名观众，结束

后掌声经久不息，热情的功夫迷把

门前堵得水泄不通，拿着鲜花等待

签名。我们每到一地都被簇拥，甚

至要从后门偷偷溜走。从小我除了练

功就是练功，哪见过这种场面，被他

们对武术的热情深深震撼了。”

后来武僧团在东南亚的演出

也引起轰动。“在马来西亚槟城的一

场演出让我至今印象深刻，那天能

容纳2万多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演

出中突然下起暴雨，我们在湿滑的

梅花桩上表演，观众无一人离席，站

在雨中看完了演出。”王德庆说。

王德庆曾经到韩国参加了一

档综艺节目录制，原本只是武术教

学和演示，结果导演为了节目效果

临时要求增加实战环节。王德庆的

对手是一名年轻的跆拳道冠军，对

战中他很快发现对方的弱点在脚

下，根基不牢固，两个回合的进攻

就让对方几乎无力招架，王德庆点

到为止，避免打伤对手。直至今日

这段视频仍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成

了武术与跆拳道实战的经典案例。

扎根匈牙利传武

1999 年，王德庆离开了少林

寺，他曾在西班牙和加拿大传武，

后来到了匈牙利。

“来匈牙利之前，我甚至没听

匈牙利警局的华人“总教头”

有一天，武馆里来了一位特

殊的学生———匈牙利国家警察

局特警队队长西蒙·佐丹，他跟

着王德庆练习之后被武术折

服，表示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

格斗术，他询问王德庆能否去

警队教学，帮助警察提高身体

素质和格斗技能。

“一开始我也在犹豫，但西

蒙·佐丹的一句话让我做了决定，

他说特警队一直练的都是日本的

空手道和韩国的跆拳道。我想让

他们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于

是答应了他的邀请。”王德庆说。

当王德庆第一次在警察训

练中心教课时，有近百位警察

坐在台下，很多人不服王德庆。

为了迅速打破局面，他先表演

了一段拳脚，接着邀请一位比

自己身材魁梧的特警队员切

磋，几个招式下来就把对方撂

倒，武术的力量、速度和技巧让

警察们深深信服。

2003 年至 2012 年，王德庆

担任匈牙利国家警察局特警基

地总教练，同时任匈牙利总统

卫队搏击教官。王德庆还受匈

牙利警察总署委托，编写了一

部警察教材，将禅武和警察日

常训练联系起来，此后每个匈

牙利警察都会练习中国武术。

他的经历被匈牙利人写成了一

本畅销书《英雄和纯洁》。

以武术之名连接东西

说过这个国家，到了之后我被

当地的功夫迷触动。他们跟着

我要拜师，等在我身边双手合

十，几个小时都不动，我感受到

他们对学武的强烈渴望，于是

决定留下来传武一年，没想到

这一待就是 20 多年。”王德庆

说。

在匈牙利扎根后，王德庆发

现当地有很多武馆，质量参差

不齐，其中不乏一些武术爱好

者只到中国学两三个月武术就

回来教学。有的武馆担心王德

庆抢占学员和市场，直接上门

向他挑战。

“不用我亲自出手，基本上

我的学生就能将对方制服，这

样的事发生了很多次，后来我

把匈牙利所有功夫师父召集起

来开了一场武林大会，希望传

授他们正宗的少林功夫，由他

们再传授弟子，最终平息了这

场风波。”王德庆说。

2003 年王德庆建立了禅武

国际联盟，并在市中心附近买

下一块地建了禅武文化中心，

更系统地教学中国武术，在当

地掀起了一股功夫热潮。

匈牙利的“洋弟子”们性格

比较自由散漫、不受拘束，为了

让他们专注练武，王德庆定下

了一些规矩。“比如我提出‘五

敬’，要尊敬老师、尊敬师兄弟、

尊敬场地、尊敬僧服和尊敬食

物。弟子们逐渐收敛起随性的

态度，变得更自律。”

不同年龄段的学员们在匈牙利禅武文化中心练武。（受访者供图）

巴拿马城的中国印记

王德庆在少林寺。（受访者供图）

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海滨，

有一处卖珍珠项链、银制戒指和

手工编织品摊位的老板娘名叫罗

莎，她不仅爱看中国剧，还去过中

国。

今年夏天，罗莎与儿子第一

次来到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不

同规格的珍珠、休闲服饰、山地车

……罗莎的手机相册中保存着商

贸城内各类商品的图片。她已经

开始计划明年去参加中国进出口

商品交易会，希望把中国精致又

实惠的小商品进口到巴拿马。

穿梭于巴拿马城老城区古建

筑群中，醒目的中文标识与红灯

笼不时映入眼帘。自 170 年前第

一批华人来巴修建巴拿马两洋铁

路起，华人为巴拿马的发展以及

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

献。

2021 年 11 月，中国农历新年

成为巴拿马全国性节日，春节庆

祝活动也被纳入巴拿马国际旅游

推介计划。

在华人聚居区，奶茶店、粤菜

馆、火锅店、美容店、超市等一应

俱全，不仅便利了当地华人生活，

也为巴拿马人了解中国提供了更

多窗口。

来自中国江门的郑老板出国

前是厨师，到巴拿马后与妻子经

营一家粤菜馆，在当地小有名气。

熙熙攘攘的顾客中不乏巴拿马本

地常客，他们打电话订餐，下班后

取餐与家人共享。

张雁迴 43 年前跟随父母从

中国香港来到巴拿马。此后，他攻

读了多个与广告营销和市场管理

相关的专业，并开创了自己的事

业，为中巴企业合作提供咨询、推

广等服务。

“在早期来巴的华人中，很多

是为了生计而来，今天人们则是

看到了中巴友谊带来的发展机

遇，在这里大展宏图、创造未来。”

张雁迴说。

（孟宜霏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