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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好詠春的秘訣，葉準說有兩點，「一是要有耐心
和恆心，最起碼要十幾二十年，看旁邊那位弟子已經
學了四十九年。二是要放鬆地去學，學習過程要自己
跟自己減壓。」葉師傅說學好詠春如過好人生，對自
己的性格或者在社會做事都能做到一樣──就是很有
毅力，亦能夠透過詠春隨時為自己減壓。

授武不留一手有競爭有進步
父親是詠春大師葉問，葉準說有好，也有不好：好

的地方是學習機會比較多，遇上不懂的可以隨時問；
不好的是或多或少都會有點壓力，但慢慢就習慣了。
記者問他有否遺傳到詠春的天賦，他就笑言，「沒什
麼遺傳，最重要的是勤奮，自己多做多思考。」
今日，葉準師傅已經桃李滿天下，詠春也在廣泛的

影視作品傳播中發揚光大。說到與徒弟的關係，他又
笑言有苦也有甜。
甜，是師徒間一開始是陌生，由領他們進門，再看

着他們習武有所成，非常欣慰。
苦，是有些徒弟學有所成後，竟游說其他弟子另起

爐灶。
香港地「寸金寸土」，授武學費是詠春維持武館的

命脈，有學生學成後另起爐灶，變身「競爭者」，葉
師傅並沒耿耿於懷，秉承詠春精神，授武時絕不會留
一手，他心胸坦蕩地說：「我比他先學，應該跟他競
賽，自我要求進步。」

前半生聽理論後半生教徒弟
葉準早年在佛山文化館從事文化相關的工

作，1957年到南海文化館，組織文化活動。後
來內地大饑荒，就投奔爸爸，媽媽早就過世，幾
兄妹先後從佛山來到香港。在那個動盪的年代，
一家人離離合合。
未來港前，葉準沒想過會學功夫，「他（爸
爸）從來都沒叫我學功夫，要自己喜歡才學，他
不會逼迫我」。他剛到港，就到一家工廠做會計主
任，一幹就十幾年，做到退休。
前半生一直在聽爸爸講理論，想不到後半生以教詠

春為事業，葉準師傅說，「看到父親很多徒弟以教詠
春謀生，都過上很好的生活，反觀自己快四十歲還沒
成家，才發現教詠春是一條好出路」，於是，到將近
退休時，他也開始白天上班，晚上教功夫。
天命之年才「轉職」教詠春，開班授徒至今，葉準

笑言年紀大也無相干，「詠春以柔制剛，關鍵是懂得
卸力！」

葉問長子、年屆95歲的葉準經歷人生的高山低谷，從戰火

紛飛到大饑荒、「文革」，母親早逝，與父親經歷離離合

合，體驗過人生百態，酸甜苦辣。現在的他正享受人生最好

的年華，也活用詠春的無招勝有招，豁達、隨意，沒有條條

框框去規定自己如何養生。「昨晚我看足球比賽到三點

多。」葉準愛看足球，休息時間會攜老伴走遍香港山頭，也

不着急退休，能做一天是一天，至今一周還教八堂詠春課。

他是如此一位精神矍鑠，聲音洪亮的習武之人。

「很多門派的武術，由於場地問題，在香
港這片寸金寸土的地方，像洪拳都漸漸式微
了。但詠春由於場地要求不高，有一個樁就
可以練，加上近年來以葉問為主題的電影推
動宣傳，詠春能夠發揚光大。」葉準說。
「葉先生，今日我把名聲送給你，往後的
路，你是一步一擂台。希望你像我一樣，拼
一口氣，點一盞燈。要知道念念不忘，必有
回響。有燈就有人。」「如果人生有四季，
四十歲前，我的人生都是春天。做羹要講究
火候。火候不到，眾口難調，火候過了，事
情就焦。做人也是這樣。」一句句經典對白
猶如醍醐灌頂，把東方的武術精神呈現得淋
漓盡致，那是一種植入到骨子裏的哲學境
界。
近年葉準還參與製作電影《葉問前傳》，
飾演梁璧一角，與片中飾演葉問的杜宇航的
較量，絲毫不讓，表現眼明手快，把人物演
得活靈活現。「我打的就是詠春。」葉準在
影片中表演得收放自如，把大師的幽默和嚴
謹拿捏得十分精準，嘴角上揚，透着一絲驕
傲和自信，讓人不得不服，年事已高的他，
反應毫不遜色於年輕人。無招勝有招，詠春
講究的是靈活，葉準在片中也是本色演出，
觀眾連連叫好：「葉師傅真不愧是葉問後
人，真有型，氣場極大！」

葉問（1893年─1972年12月1日），
詠春發揚人。這位一代宗師出生於佛
山，師承陳華順及師伯梁璧，於1950
年代在香港發揚詠春拳，被譽為「打手
王」。最為大家熟知的，是武打巨星李
小龍拜他為師。
葉問於1949年從內地來到香港，是

第一個師傅以詠春派之名教授詠春拳
術。1968年，他成立詠春聯誼會（後
改稱詠春體育會）。於1970年代起，
葉問多名徒弟徒孫將詠春拳介紹到西
方，詠春拳從此一鳴驚人，在歐洲及
北美洲傳揚。
詠春拳以實際的拳術戰鬥理論為

主，以身體結構、關節活動及流體力
學開始研究改進，脫離了傳統的五行
八卦及象形神意等玄學、近似哲學性
的解釋。前輩們進而設計了一套由淺
入深的訓練系統，由第一套拳小念頭
的單純靜態氣功，及一攤三伏的手部
拉筋動作開始，直至意念反應全身總

體運動為止。詠春拳既可在擂台上比
賽，也可以是強身健體的運動。
香港警察學院及廉政公署訓練營的

常規武術訓練，以自衛術為主，均加
入詠春拳元素。此外，部分航空公司
培訓空中服務員時，亦會教授詠春
拳，作為旁身保安武術。

香港樹仁大學於4月6日舉辦了
《詠春的傳承與保育》講座，出席
講座者除了葉問的兒子，還有葉問
詠春六大系統的師傅，猶如武林大
會，大家就詠春在香港的傳承與保
育作交流，並深入討論，這也是六
大系統的師傅首次共聚一堂。
講者共有八位師傅，包括葉問的長
子葉準師傅、葉準徒弟彭耀鈞師傅、

葉問次子葉正師傅的代表及徒弟李煜
昌師傅等。師傅們分享各系統對葉問
詠春在香港的傳承發展，以及保育路
向的看法，並作深入討論。他們更
「同場加映」拳法示範，向出席者拆
解招式、講解體會和訴心聲。
「香港人習慣節奏快，學生普遍缺
乏耐心重複苦練同一招式，會迫不及待
要求學下一招。」李煜昌師傅慨嘆。

「給他（學生）三五年時間，如果
不行就真的是不行的啦。學功夫講求
頓悟，藏有大智慧。學了詠春不代表
你畢業，只是認識詠春而已。」駱勁
江師傅笑說。
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詠春博
大精深，通常要到達某個階段，師傅
才教第二招。習武，不能急，更勿心
浮氣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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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武之人有三個階段：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一代宗師》

發揚光大

《葉問》打入銀幕
詠春落地開花

▲授武不分老幼，葉準把詠春之道，一代又一代傳承
下去 詠春葉準學會Fb圖片

葉師傅高齡九十有五葉師傅高齡九十有五，，
每星期依然上班五天每星期依然上班五天，，
「「多多做一日就一日做一日就一日，，多點多點
傳承傳承，，好過在家悶好過在家悶。。」」每每
逢周四逢周四，，他都會偕太太行他都會偕太太行
山山，，香港大大小小的山香港大大小小的山，，
他倆都走遍他倆都走遍。。

曾參演曾參演《《葉問前傳葉問前傳》，》，
葉準更在第十三屆上海國葉準更在第十三屆上海國
際電影節拿到最佳男配際電影節拿到最佳男配
角角，，然而他卻沒興趣當然而他卻沒興趣當
「「明星明星」」，，有公司曾邀請有公司曾邀請
他再拍戲他再拍戲，，他也婉拒了他也婉拒了。。
來到耄耋之年來到耄耋之年，，葉準說非葉準說非
常注意控制情緒常注意控制情緒，，從不做從不做
讓自己生氣的事讓自己生氣的事。。

也許也許，，就是這種樂觀知就是這種樂觀知
天命天命，，不徐不疾不徐不疾，，葉師傅葉師傅
把詠春之道把詠春之道，，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
傳承下去傳承下去，，發揚光大發揚光大。。

長壽秘訣

多行山 不生氣

現代武林大會
探討傳承保育

走入大學

▲樹仁大學4月舉辦《詠春的傳承與保育》講座。圖為葉準示範詠春武術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搏擊健體俱可
警廉常規訓練

實戰理論

▲葉問於1950年代在香港發揚詠春
拳，武打巨星李小龍年輕時拜他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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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葉問為主題的電影推出，有助詠
春發揚光大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