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协会2013年的工作，五位分管的
负 责 人 已 从 组 织 、 段 位 制 、 业 务 、 宣
传、财务五个方面，分别作了如实、详
情的报告。报告恰如其分，公开透明，
客观反映了协会工作的基本面貌。开局
之年，协会在上级体育部门、武术协会
组织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在广大
会员的共同努力下，重点工作是健全组
织，建立制度，制定规划，打实基础，
开展实实在在、富有成效的工作。可以
说是旗开得胜，初战告捷。

新 的 一 年 ， 将 是 培 训 之 年 ， 推 进
武术“六进”之年，加强段位制培训之
年。为此要求：

认 真 贯
彻 执 行 上 级
体 育 部 门 、
武 协 组 织 的
指 示 ， 努 力
促 进 会 员 武
德 、 武 学 、
武 技 全 面 提
高 。 将 武 术
“ 六 进 ” 工
作 、 段 位 制
培 训 工 作 作
为 推 动 全 民
健 身 活 动 的

主要内容；进一步加强协会管理，注重
协 会 领 导 班 子 、 骨 干 队 伍 自 身 素 质 建
设。继续做好副会长联系理事、训练点
工作，充分发挥副秘书长、常务理事、
理事的作用；

继续加强发展团体会员、个人会员
的工作，广泛团结热爱武术、热心武术
事业的人士，注重培养年轻、年少的人
才，使协会不断增添新鲜血液，发展壮
大，后继有人；

继续加强宣传工作，加强与萧山日
报、萧山广播电视台、萧山文化网等新
闻媒体的联系，努力办好萧山武术报、
萧山武术协会网站；

继 续 要
求各位理事践
行无私奉献，
任劳任怨；相
互交流，不争
高低；遵守规
则，公平公正
的 “ 约 法 三
章”，努力将
协会建设成为
一个高尚的组
织，为全民健
身运动作出积
极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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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武术协会召开年终总结大会

经会长提议，会长办公会议2014

年1月3日研究决定，增补下列同志为协

会领导成员： 

王金花为协会副会长； 

朱景华为协会副会长； 

杨贤兴为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

长。

                                               

协会办公室

经2014年1月3日会长办公会议研

究，决定从2014年起，由各副会长负责

分管训练点、团体会员单位的《萧山武

术》发行工作。由办公室通知各副会长

到办公室统一领取、发送 ，以使会员及

团体会员单位能及时看到报纸。

其他有关方面的发行工作由协会办

公室统一负责。

      协会办公室

增补协会领导成员 加强《萧山武术》发行工作会长许勇：协会年终总结报告（摘要）

▲大会向部分获得中段位习武人员颁发证书         杨贤兴摄

   1月26日，区武术协会在区文化

中心湘湖大讲堂召开2013年年终总结大

会。协会理事以上人员，赴建德、龙泉

参赛获奖人员，武术前辈等近200人参

加会议，会议由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夏

国荣主持。省武术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陈顺安、杭州市武术协会主席严国兴、

省武术协会办公室主任金磊、《钱塘武

学》杂志负责人赵裕庆、区武术协会名

誉会长汤秀庭、名誉副会长许申敏、区

体育局局长董茶仙、区武术协会会长许

勇等领导在主席台就坐。

会议第一个议程是：由协会名誉会

长汤秀庭将军按下按钮，区武术协会网

站正式开通。

会议第二个议程是：协会副会长周

水荣作2013年组织工作报告，顾问邱鲁

德作段位制工作报告 ，副会长龚月琴

作业务工作报告， 常务理事、副秘书

长傅华生作宣传工作报告，常务理事、

财务顾问沈锦江作财务工作报告，会长

许勇作总结报告。（ 详见发言摘要）

会议第三个议程是： 省武术协会

副主席兼秘书长阵顺安、杭州市武术协

会主席严国兴、区体育局局长董茶仙、

名誉副会长许申敏、名誉会长汤秀庭先

后讲话。领导们对协会在开局之年各方

面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指出： 协会要前进，要发展，必须要

有一个好的带头人，有一个好的领导班

子，有一支好的骨干队伍，有一个好的

工作制度和好的工作作风。并从协会建

设、武德、武学、武技等各个方面，向

协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会议第四个议程是： 由上级领导

向在2013年中取得中段位资格的会员颁

发证书，向部分训练点代表颁发会旗和

牌匾。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夏国荣作会

议小结。他要求各位参加会议的理事将

会议精神带回去，在各自的岗位上传达

好，贯彻好，落实好。力争在新的一年

里，使协会的建设和管理有规有矩，执

行制度和计划有始有终，领导成员之间

和会员之间有情有义，开展各项工作有

声有色。

傅华生

▲大会会场 杨贤兴摄

▲大会向部分训练点代表颁发会旗               杨贤兴摄



2013年，协会组织工作主要为以下

几个方面：

一是注重发展团体会员。到目前

止，共吸收团体会员21个，所缴纳的会

费和提供的资助费为协会增加了重要的

资金来源。基本达到一届二次理事会提

出的目标；

二是加强晨练点队伍建设。在机

关、镇乡、社区、学校建立新的活动

点，到目前止，已有晨练点66个；

三是积极吸收新会员，逐步壮大

会员队伍。目前，己在协会成立时1156

名的基

础上，

又发

展新会

员400

名，中

国武术

协会会

员188

名，总会员数达2250名（含段前级727

名）；

四是认真落实会长联系晨练点制

度。会长、副会长都能到分管的晨练点

走访、了解。特别是在盛夏季节“武术

走基层”活动中，各位副会长都能积极

参加。

在新的一年里， 继续吸收新的团

体会员，力争新增 10—20 个，要继续

扩展新的晨练点，布好新的网点；要继

续发展新的协会会员和中国武术协会会

员； 要继续落实会长联系理事和晨练点

工作制度，并在原来基础上进行适当调

整，力争有所创新。

2013年，协会段位制工作主要为：

组织： 调整充实段位制办公室领导

和工作班子成员，明确分工，落实职责。

宣传： 在大小会议上，开展对段位

制工作目的、作用、重要意义、具体要求

的讲解工作； 通过“武术走基层”等活

动，开展促进段位制的宣传教育工作。

培训： 从六月份开始，在各晨练

点、机关、学校举办1一3段位套路培训

40多次，培训人员1500人次；11月24一

26日，在淳安县举办的全国武术段位制

指导员、考评员培训班上，3人获得全国

武术段位制考评员资格。

考评：为配合全国百城段位制活

动， 8月23一25日，集中260人，举办中

国段位制规定套路初段位培训、考试，

其中杨式170人，陈式90人，有223人成

绩合格（其中杨式139人，陈式84人）。

加上武术进学校发展的段前级727人（其

中红山农场学校503人，汇宇小学136

人，技工学校87人）。 10 月11一13日，

组队赴龙泉市参加中国武术段位通段

赛，5人获得5段、14人获得4段技术成绩

认定证书。以上人员，均经报请省武术

协会审批确认。

在新的一年里，要进一步做好段位

制规定套路的培训考核工作，组织发展

基层段位制考试点，充分发挥工作积极

性，为

推动段

位制的

发展而

努力工

作。

2013年，协会业务工作主要为： 

参加各级武术比赛：7月13一14

日，协会组团参加在建德市举办的省武

术集体项目锦标赛，38名运动员分别参

加徒手和器械比赛，夺得三金一银一铜

的优秀成绩。10月11一13日，协会组队

参加在龙泉市举办的省武术锦标赛，夺

得金牌30枚、银牌13枚的优秀成绩，开

创了我区武术史上一次夺取金牌、银牌

数量之最。同期，组织20名运动员参加

杭州市社会保障局企

业退休职工太极拳集

体项目比赛，获得优

秀奖； 组织12名运动

员，参加杭州市健身

气功赛中的八段锦、

五禽戏、太极导引功

3项比赛，获得二等

奖； 参加区老年人太

极拳、太极剑比赛，参与比赛及秩序册

编排、场地落实、

裁判等工作，受到

领导好评；

组织各类武术

活动： 8月8日，全

国第五个全民健身

日，协会根据区体

育局指示，组织600

多人，分别参与太

极拳展示，太极剑、刀、扇展示及环湘 

湖健身走； 9月20日，协会组织22人，

参加杭州市反邪教协会组织的市民科学

健身展示活动，集体表演42式杨式太极

剑及36式太极刀、陈式单刀； 平时，各

晨练点在节假日参加所在单位、社区的

庆祝活动或自行组织活动。

在新的一年里，要加强业务训练

工作，积极创造条件，参加各项赛事

活动，为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和“武术六

进”工作作出贡献。

2013年，协会宣传工作主要为： 

照片：在萧山日报刊登协会活动情

况照片5次，8幅；在萧山个私经济报刊

登1次，1幅；在萧山武术报刊登164幅；

在协会网站及萧山文化网发布200多幅。 

电视： 在萧山电视台早、晚时段播

放6次。

网站： 从8月份开始，筹建萧山武

术协会网站，至2014年1月26日正式开

通；从10月份开始，将萧山武术报及照

片、资料，发往萧山文化网传播。

报纸： 出版萧山武术报7期，发表

各类文稿67篇。发送上级体育部门、武

术协会、领导部门、有关单位； 协会会

员、团体会员单位、老前辈及热心武术

人士； 来萧访问和参加会议的日本友

人、会议代表。

在新的一年中，宣传工作将继续贯

彻执行上级体育、武协组织的指示，开

展武德、武学、武技教育；深入各训练

点和广大会员，宣传其中的闪光点和新

人新事；同时、希望理事和广大会员积

极为萧山武术报和网站投稿，为推动全

民健身活动作出贡献。

2013年，协会财务工作主要为：

收入情况： 团体会员单位遵照协会

章程规定，积极缴纳会费，并提供资助

费； 个人会员均能自觉缴纳会费，并有

个人会员提供资助费； 各训练点负责人

认真负责做好会费收缴、登记、上缴工

作。从而使协会开展各项工作有了稳固

的资金保证。

支出情况： 协会本着合理使用资

金、节约办事、杜绝浪费的原则，做到

使用资金有计划、有控制、有检查，严

格执行财务制度和财务一支笔审批制

度。并在年终总结大会上，向全体理事

如实公布财务收支情况，增加财务工作

的透明度。     

在新的一年里，将严格执行财政部

《民间非营利性组织会计制度》，加强

会计核算、费用管理、资产管理和内部

审计工作。认真做好新年度团体会员和

个人会员会费收缴工作，为协会开展各

项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资金保证。

▲区体育局局长董茶仙女士讲话▲省武术协会副主席陈顺安先生讲话▲协会名誉会长汤秀庭将军讲话 ▲协会名誉副会长许申敏女士讲话

副会长周水荣：
协会组织工作报告（摘要）

顾问邱鲁德：
协会段位制工作报告（摘要）

副会长龚月琴： 协会业务工作报告（摘要）

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傅华生：
协会宣传工作报告（摘要）

常务理事、财务顾问沈锦江：
协会财务工作报告（摘要）

第二版

▲杭州市武术协会主席严国兴先生讲话

▲会长许勇先生讲话 ▲副会长兼秘书长夏国荣先生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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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陈式太极拳表演队在区第四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中大展风采

大脑支配下的意气运动；

身肢放长的弹性运动；

顺逆缠丝的螺旋运动；

立身中正、上下相随的虚实运动；

腰脊带头、内外相合的节节贯串运动；

连不断、滔滔不绝的一气呵成运动；

从柔到刚、从刚到柔的刚柔相济运动；

从慢到快、从快到慢的快慢相间运动。

摘自《陈式太极拳》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心静身正，以意运动；开合虚实，

呼吸自然；轻灵圆转，中气贯足；

缠绕运动，舒畅经络；上下相随，

内外相合；着着贯串，势势相承；

虚领顶劲，气沉丹田；含胸拔背，

沉肩坠肘；运柔成刚，刚柔相济；

先慢后快，快而复慢；窜奔跳跃，

忽上忽下；刚柔俱泯，一片神行；

培养本元，勤学苦练。

摘自《陈式太极拳》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陈
式
太
极
拳
八
大
特
点

陈
式
太
极
拳
的
要
领

协会陈式太极拳表演队在排练中

二——三版摄影  杨贤兴

2月13日晚，正值农历正月十二。

18名身穿白色太极服的区武术协会陈式

太极拳表演队队员登上区第四届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现大会舞台，向观众展现了

他们精心排练的陈式太极拳，引来了一

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此时此刻，台下

的观众不会知道，短短6分钟成功表演的

背后，凝聚着他们多少的努力和汗水！

这支表演队来自区武术协会南江

公园晨练点。他们年龄悬殊，最小的38

岁，最大的72岁；身份不同，有的是退

休老人，有的还在企业管理人员、法

官、律师、会计等岗位上打拚。他们之

间虽然拳龄有长短，功夫有高低，性格

有差异，但是，对陈式太极拳的热爱，

把他们紧密联结在了一起，在日复一日

的习武过程中，相识相知，学会了拳

艺，结下了友谊。

去年12月初，协会根据区体育局指

示，决定组队参加区第四届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现。虽然没有集体表演经验，但

是，为了扩大陈式太极拳这个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全区的影响，队员们毫不犹豫

地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大家以高涨的

热情，积极的态度，投入到紧张而又枯

燥的排练中。时值寒冷的冬季，但只要

队里一个电话，一条短信，队员们就会

克服天气、交通、工作等实际困难，放

弃春节走亲访友的机会，坚持参加集体

排练。协会领导经常在百忙中挤出时间

亲临排练现场指导，更是给队员们以极

大的精神鼓舞。在这个临时组成的集体

里，大家齐心协力，克服困难，不厌其

烦，力求精彩，哪怕反复更改动作、队

形，也没有人发半句牢骚。集体表演的

难度很大，难就难在动作整齐统一。为

了取得好的表演效果，队员们服从导演

安排，反复排练，有时练得汗流浃背，

也一个个乐此不疲。

展现那天，刚下过大雪不久，背

阴的地方还积着厚厚的白雪，朔风凛

冽，寒气逼人，对队员们是一个严峻的

考验。宽广的文化广场上，大家顶着刺

骨的寒风，身着单薄的演出服，个个精

神抖擞，热情高涨。下午，开始彩排，

许勇会长、夏国荣秘书长等领导亲临现

场，为大家助力鼓劲，其他教学点的拳

友们也主动赶来为大家当后勤。特别是

许会长从彩排到演出全程陪同，和大家

一起吃快餐，反复勉励大家克服不自信

的畏难情绪，以自然、放松的心态，发

挥正常的水平。

展现成功了，队员们兴高采烈地

聚集在一起，在为自己的付出和表演超

乎预期的成功而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深

深感悟到，这一次参加演出，还有许多

无形的收获，它已经超越单纯的肢体动

作，达到了一个认识自我，增强自信，

克己利人、和谐共生的崭新层面。

这样的武德，这样的精神内涵，正

是协会领导所一再倡导的，是每一个习

武之人应该大力弘扬的。因为，它能为

我们待人处事、开展各项工作积聚无穷

的正能量。

英 姿

▲展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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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桥 镇

虎爪山，又称

傅家山，欧罗

湾山。山上树

木葱郁，秀竹

青 翠 ， 风 景

十 分 秀 丽 。

山顶，有一座

始建于宋代的

古刹罗峰寺。

从山脚到罗峰

寺100余米，

815步台阶。

一般人一口气登上山顶，也难免气喘

吁吁。但一位耄耋老人一登就是15个年

头。这位老人，就是年已9旬的武术健将

韩长兴老师。

韩老师出生在义桥镇河西村一个贫

苦农民家庭。年轻时，正值抗日战争时

期，曾多次被侵华日军士兵残酷欧打，

有几次差点丢掉性命。至今，头部还有

伤疤，并留下双耳失聪等后遗症。1987

年，已经62岁的韩老师在杭州印刷厂工

作期间，患上胆结石、痛风等多种疾

病，身体十分虚弱。在朋友启发下，前

往杭州城隍山武术教练站学习杨式太极

拳，从此走上武术健身的道路。通过长

期坚持练习，熟练掌握了太极拳、剑、

刀等多种武术技艺。在身体上，有的疾

病彻底消失了，有的逐渐减轻了，比过

去结实、硬朗了许多，韩老师深深尝到

了武术健身的甜头。

1999年，74岁的韩老师看上虎爪山

这块风水宝地，每天登上山顶，在罗峰

寺前练习武

艺。周边的

居民被他的

武艺和精神

感染，纷纷

加入练武行

列，成了他

的学生。就

这样，10多

年来，韩老

师 除 大 雨

大 雪 外 ，

几乎天天登

上山顶，教学生们练习武艺。每天早上

5点半到7点半，先后有3批人上山练武。

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还有一批。有人

说韩老师的学生有100多，有人说有好几

百，具体有多少，韩老师自己也说不清

楚。至今，每天尚有三、四十名学生跟

着他练武。韩老师教武十分认真，也十

分耐心，真心诚意地对待学生们，恨不

得将自己的武艺全部传授给大家。他还

带着学生们，先后13次参加区老年人运

动会，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韩老师的学生们通过长期坚持练

武，身体状况普遍比以前大有改进。学

生吴小娣35岁前，曾患有胃病、咳血、

乏力等多种症状，自从跟韩老师练武12

年来，感觉到一

身轻松，人也精

神了很多。好多

学生参加镇政府

组织的登寺塢岭

山顶活动，500

多米高的山，一

般人要1个多小

时才能登上，可

他们18一21分钟

就能到达，多次

获 得 奖 状 和 奖

金 。 他 们 不 无

感慨地说：“这都是跟着韩老师坚持长

期练武的结果。”并表示，还要继续坚

持练下去。

据韩老师的好友黄亦康介绍：去年

10月23日（ 农历九月十九日），罗峰寺

做法事，韩老师自告奋勇义务为寺里挑

水。每担水100多斤，要从山北一个叫田

螺汪的小水潭去挑，需登53级台阶，韩

老师一连挑了3担，众人见了，无不“啧

啧”称奇。如今，韩老师依然每天早上

5点多钟醒来，做一阵按摩活动后起床，

骑着28吋剑牌自行车，精神抖擞、风风

火火地奔波在河西村与虎爪山之间。

韩老师本是一位平凡的老人，没

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

但通过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练武，坚持传

播武术健身的理念，坚持教授武术，以

自己的行动和形象，成了义桥镇众所周

知、众所敬仰、众所学习效仿的健康老

人。

这真是：一生坎坷路匆匆，晚年习

武显奇功。教武育人美名扬：虎爪山上

不老松。

                          傅华生  干仲仪 

记90高龄的武术健将韩长兴老师

虎 爪 山 上 不 老 松

▲韩长兴老师在练习太极拳 摄影杨贤兴

▲韩长兴老师在带领学生们练习太极拳 摄影杨贤兴

▲90高龄的韩长兴老师能举起28吋

剑牌自行车           摄影杨贤兴

     “松”字诀。松是练太极拳之

首要。松是松开，把骨架松开；松是松

长，把筋腱松长；松是松展，把肌肉松

展放开。在练太极拳走架时，三分意念

用在外面身形体态拳架上，七分意念

专注于体内骨筋肉。“意气君来骨肉

臣”，循序渐进地从点到线、从线到

面、从面到体，全方位把人体各部位都

松开，使身体各部位都位都放松到正常

健康的功能形态。形不正则气不顺，气

不顺则无力。大部分人都不认真关心

自己的身体，日久天长，骨缝变狹窄，

筋腱缩短，肌肉形成板块肩周炎、颈椎

病、腰椎间盘突出等运动糸统疾病就会

产生。“松”的技术，就是用意念指挥

骨、筋、肉，使其回到健康功能状态的

最佳有效技术，一用就灵 。

“轻”字诀。要想松得好，必须从

“轻”入手，轻到“一羽不能加 ，蝇

虫不能落”，这样才能把职业力、习惯

力全部弃掉。轻中含一个“慢”字，慢

才能调动、喚醒人体沉睡细胞、愚钝细

胞。

“柔”字诀。练太极拳时，该松

的部位松，该紧的部位紧，同时练习，

效益殊胜。“松”、“紧”两字诀修炼

时要用柔力。“柔”字诀讲的是柔力，

钢丝绳、鞭子产生的力就是柔力。人体

是一个柔性体，产生的力也是柔力，用

好柔力才能掌握人体本性，进入人体本

质，才合乎人体之道 。练习柔力时，形

体走螺旋、波浪式轨迹，不要将柔力理

解为不用力。柔力也有大小之别。练柔

力先从小柔力练，用“轻”、 “慢”技

术把柔力的本质寻找出来，然后从小到

大把柔力逐步开发出来。

“活”字诀。“活”是活力的意

思。人体的关节本来都是“活”的，为

什么会“僵”呢？原因很简单，人们并

没有按人体结构的本能去活动，而只是

简单进行职业活动 、生活活动，这些活

动对保持健康来说远远不夠。练习太极

拳 的 目 的 ，

就 是 利 用 太

极拳技术 ，

把 人 体 健 康

功 能 全 方 位

开 发 出 来 。

先 要 用 “ 其

根 在 脚 发 于

腿 ， 主 宰 于

腰 ， 形 于 手

指 ” 、 “ 节

节 贯 穿 ” 、

“一动无有不

动”之拳理。把膝、股、肩等滚动交结

之关节、脊椎等坎旮交结之关节进一歩

松开，使全身活出弹簧力来。继而祛除

疾病，使人体进入健康状态，并往潜能

状态方向上开发。

“意”字诀。意，是人的意念、

意识或想法。“慧能无技俩，不断百思

想”，是禅宗六祖对“意”的感悟。

“达摩克利斯西来无一字，全凭心意下

功夫”，讲的就是怎样认识意念、应用

意念之法。“识”是知识，要应用正确

的意念，“意”是命令，想求健康，

“意”就命令你行健康之道。种瓜得

瓜，种豆得豆，意识对我们在修炼过程

中起的特殊作用，就特别重要了。

“气”字诀。气人人都有，人生三

宝精、气、神。气是人体的本能属性。

太极拳是内炼一口气，外练筋骨皮。

掌握了气能的运动，更有利于自身的

健康，太极拳是一门炼气的修炼技术，

“ 行 气 如

九 曲 珠 ， 无

往 不 利 ” 。

（ 周 身 大 用

论 ） 讲 ：

“ 要 遍 体 气

流 行 ， 一 定

继 续 不 能

仃 。 ” 这 些

气 的 修 炼 技

术 ， 强 调 了

练 太 极 拳 走

架时气的运动

状态，炼气、认识“和气”，对开发人

体生命潜能就非常重要了。

“形”字诀。“形”讲的是形态。

太极拳的健康形态口诀是：眉开眼笑展

慧中，口含玉液长寿功，虚领顶劲神贯

顶，宽胸实腹松胯功，膝似弹簧脚踩

绵。这些是我练习太极拳的感受，在健

身实践中很管用，体态也越练越美。

“力”字诀。太极拳是练内劲的

功夫，也就是练“意、气、形、神、

力、法的总和的功夫。有气才有力，气

炼成、形练正，练内劲才能得正劲。根

据外力来源，太极拳设计了”绷、捊、

挤、按、釆、捌、肘、靠、开、合、

提、沉、走、发、化、引”等各种内

劲。练习太极內劲，要从意念开始练

习，先去掉拙力，建立新的”意、气、

形、神、力、法”整体劲力体糸，然后

从小劲练到大劲。无劲是不能抗敌的。

“法”字诀。太极拳是内学，是

生“慧”的技术。太极拳的运动方法是

伤力、不伤气、不伤人的一种最好的合

乎人体生命健康程序的运动方法，特别

是太极拳的”意念造形”、 “精神假

借”、 “劲力相争”等“法”，更是妙

不可言。

“神”字诀。天有三宝日月星，

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

“神”是人体生命高层功能现象，是人

的无价之宝。劲练得再好，也只能产生

六分力，而神能产生十分之力。要想神

归其位得到安宁、快乐吉祥，只有用无

中生有之法，在平淡、甚至不如意的现

实中找寻快乐才能获得。抓住时机练

神，则事半功倍。

太极拳好，能登大雅之堂。太极拳

美，其理论更美。太极拳妙，能治疗顽

疾，使我们获得健康，强身健体，开发

人体潜能、使人童颜长寿。

       （作者系协会常务理事）

太极拳练习“十字诀”
承福祥

▲承福祥老师在练习太极拳          承福祥提供

武术研究

人物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