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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來自雲南大山

深處的「山娃」，參

加了3月 4日至 6日

的「傳承杯」第十四

屆香港國際武術節。

除斬獲 13金 15 銀 3

銅共 31 枚獎牌外，

美麗的「東方之珠」

令他們留下了深刻印

象，友善的香港市民

讓他們收穫了感動，

而與世界多個國家和

地區3,200餘名武林

高手同台競技，更令

他們自信滿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雲南瀘西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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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穫獎牌和感動 讚港人親切友善

走進距瀘西縣城10多公里，與一座村莊相鄰
的瀘西玄天文武學校，簡陋卻整潔的校園令人
耳目一新，琅琅書聲與響亮的呼號聲交織；學

生遇見老師或長者的鞠躬問好，令記
者頗有些應接不暇；開飯時的井然有

序，令記者彷彿置身軍
營；對施菜同學的鞠躬致
謝，以及小樹林中靜靜佇

立的24孝雕塑，彷彿在宣示着這所學
校的不同。
瀘西玄天文武學校的課程除習文練

武外，還注重傳統文化教育，注重學生的行為
舉止養成，以《弟子規》為課本開設孝道教育
課程。每年既有父親節又有母親節的5月，是
該校的感恩月，家長們被接到學校參加「感恩
雙親」活動，孩子們在匯報學習生活情況之

外，還為父母洗一次腳、梳一次頭、為父母過
一次生日，以回報父母的養育之恩。
「這不是作秀。」邢艷瓊說，孩子們養成了
良好的行為舉止，懂得了感謝父母養育之恩，
家長和社會十分認可。

習文練武
兼顧傳統教育

赴港參加國際武術賽事，令王小平
感慨萬千：此行不但驗證了自己的教
學方向正確與否，更重要的是讓這群
山娃走進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
在王小平看來，香港的繁華與現

代、多元與包容，為置身其中的孩子
們打開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同時，
能夠在香港國際武術節這樣的國際平
台展示自己，並摘金奪銀，更可增強
孩子的自信。「對這些打工者子弟、
從未出過遠門的山娃來說，尤其重
要！」
自幼母親亡故、父親又患上間隙性精神
病，令張良幼小的心靈留下了陰影，自卑、
內向的他不願與人交流，甚至怕與人接觸，
整天悶悶不樂。入校後的幾年中，老師有意
安排其進表演班，參加一些社會活動，在與

同學的配合中融入集體，在社會活動中展示
自己，他的性格漸漸發生了改變。
「最大的改變在香港參賽回來後。」邢艷

瓊說，張良獲得兩金一銀，讓自信回到了他
的臉上，人也變得開朗不少。王小平和邢艷
瓊相信，香港之行將影響這些孩子的一生。

展示自我樹信心 終身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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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香港國際武
術節，一直以來是
王小平的一個夢
想，「習武之人，
總希望與高手切
磋。」其實，從
2009年起，王小平
每年都能收到來自
主辦方的邀請函。
由收到邀請函時的
激動、興奮，到最
終未能成行的沮
喪、遺憾，那時是
王小平與同為該校
教師的妻子邢艷瓊
最煎熬的一段時間。
一直未能參加香港國際武術節的原因，是學校捉

襟見肘的經費。王小平創辦的瀘西玄天文武學校，
生源多為打工者子弟，每年每生5,000元人民幣的
收費，除學費外還要承擔學生的食宿、服裝等一應
費用，不少家庭困難的學生還減免了費用。
今年首次參加武術節，得益於瀘西縣文體局和

部分學生家長的支持，並擠出部分辦學經費。總
算完成了心願的王小平仍有遺憾，如果去年能參
加香港國際武術節，相信能取得較今年更好的成
績。王小平說，已經畢業的那批學生是自己一手
帶出來的，習武時間更長，基本功更扎實。
對於明年即將舉辦的同行杯十五屆香港國際武

術節，王小平仍充滿期待。因為王小平對自己帶
的學生很有信心，相信他們能有更好的表現。
「我唯獨對自己沒有信心。」 談及參賽所需經
費，王小平有些茫然。

參賽期間，為保證隊員營養，邢艷瓊也曾
到市場購買水果，見識了香港市場果蔬與瀘西
相比令人咋舌的價格，但邢艷瓊說自己「一直
處於感動中」。令邢艷瓊感動的，不僅是茶餐
廳老闆娘的格外關照，更是自己學生的懂事、
爭氣。
初到香港，孩子們對氣候、海拔、飲食有

種種不適應，疲憊、厭食分明寫在他們臉上，
但孩子們頗為懂事，大口大口地吃着自己不太
適應的餐食，還頻頻說「好吃」。
為調整飲食結構，邢艷瓊到市場購水果，

但看着高昂的價格，算算自己少得可憐的費
用，咬牙以20元港幣買回3個蘋果、兩個木
瓜，讓8個孩子分食。看着孩子們你推我讓，
並讓老師先吃，邢艷瓊止不住眼淚往下淌。
沒有多餘的經費，沒能帶孩子們比賽之餘

遊覽迪士尼和海洋公園，也成了邢艷瓊的遺
憾。「他們都還是孩子，何嘗不想走進迪士尼
與小熊維尼親近？」而海洋世界對於山娃來
說，更是充滿誘惑。

■孩子們走進香港，滿眼皆
新奇。 本報雲南傳真

■孩子們賽前進行交流。 本報雲南傳真

來自雲南瀘西玄天文武學校的8名少年，在
校長王小平、領隊邢艷瓊的帶領下來到香

港參賽，這是他們首次走出大山，在國際性武林
競技場挑戰如雲高手。第一次乘飛機、第一次到
香港、第一次走上國際賽場、第一次登上國際賽
事領獎台，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或將影響他們
的一生。

住高層不習慣 搭電梯流冷汗
賽事於荃灣的香港如心海景酒店展覽館舉行，

當得知主辦方將他們安排下榻於41層高的房間
時，領隊邢艷瓊很是有些忐忑。擔心最大僅16
歲、最小不過14歲的8名山娃，不能盡快適應如
此的高度，邢艷瓊找到主辦方提出更換房間的請
求。令其沒有想到的是，工作人員很樂意幫忙，
將他們的房間由41層下調至19層，這令邢艷瓊
有些驚喜。
儘管樓層下調了22層，但每天在19層的駐地
與5層的賽場之間穿梭，乘坐電梯也是對這群山
娃的「折磨」：上上下下間，居然會感到心悸、
噁心，以致冷汗直流，像是「霜打的茄子」。
「只要走入電梯，這群孩子就你看着我，我看着
你，緊張寫在臉上。」王小平描述當時的情景
說。
當記者問及對香港的印象時，這群山娃一下活

躍了起來： 「樓上種樹」、「高樓間有走道相
連」，七嘴八舌間透出新奇。而令女生王志紅印
象深刻的，是香港的衛生和港人的彬彬有禮。王
志紅向記者描述說，在港期間，從未見到任何地
方遺留下垃圾，酒店的服務員阿姨每每見到自
己，都會微笑問好，讓自己感到親切的同時也感
到了差距。

餐廳鞠躬致謝 老闆格外關照
邢艷瓊擔心孩子們飯量大、飲食不適應，便選

擇了距酒店不遠的一間茶餐廳，每天在此買飯食
送到駐地。
抵港後的第一餐，邢艷瓊帶兩名女生到茶餐廳

買飯，了解到配有兩個菜的簡餐價格為34元港
幣；次日，抽不開身的邢艷瓊讓兩名女生獨自去
買飯，沒想到買回來的卻是3個菜的飯食，並每
份僅收28元港幣。這讓邢艷瓊與王小平有些不
安，擔心算錯了賬、少付了款。邢艷瓊與兩名女
生一起來到茶餐廳，問及價格，老闆娘說並非算
錯了賬，是看到這些學生「好」，主動以學生餐
的價格優惠。
其實，邢艷瓊注意到了茶餐廳水牌上的價
格，即使是學生餐，標示的也是30元港幣，且
同樣是兩個菜。細問之下，兩名女生雙手接過
飯盒、鞠躬致謝的舉動，令老闆娘感動之餘，

也對他們格外照顧，不但提供了優惠價格，還
額外為她們加了一個菜。在香港的那幾天，邢
艷瓊與她的隊員們一直享受着這樣的待遇。
「其實，我們的學生日常舉止，一直是這樣的
啊！」邢艷瓊自豪地說。

英文交流遇阻 暗下決心學習
6日午飯後，賽事主辦方邀請香港影星元秋、

李隆基與運動員見面。遺憾的是，待許潤一他們
從駐地來到賽場時，李隆基剛好離開，只見到其
背影。好在元秋還在現場，但希望與其合影、求
簽名的運動員已排成了長長的隊伍。許潤一與吳
星燚急忙排隊，情急中卻沒帶相機，又匆匆返回
向校長借來手機、要來筆記本重新排隊，待剛剛
排隊到前面時，元秋卻因有事離開了現場。最
終，沒能合影，也沒得到簽名，這令他們感到有
些遺憾。雖然回到雲南已半個月，但許潤一與吳
星燚在港「追星」的往事，仍為同學們茶餘飯後
所津津樂道。
讓許潤一遺憾的，還有自己蹩腳的英語。此前

並未見過幾次外國人的許潤一，賽期一直有與國
外運動員溝通交流的願望，但幾次嘗試用英語與
他們交流，都未得到回應。許潤一將此歸結為自
己的英語會話水平太差，這對他觸動很大，他暗
暗下定決心，回來後要好好學習英語。

■學生們在學校練武時生
龍活虎。 記者丁樹勇攝

■學校注重孩子日常行為舉止培養。 記者丁樹勇攝

■■孩子們在瀘西玄孩子們在瀘西玄
天文武學校門前合天文武學校門前合
影影。。 記者丁樹勇記者丁樹勇攝攝

■比賽尚未結束時，邢艷瓊就已按捺不住激
動的心情。 本報雲南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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