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是在不断发展的，这种“气”会带来很多机会、很

多新的想法，也能带动我，更吸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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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扬上海这种吸引人的“气”
【文/蔡娴 图/施培琦、受访者提供】

生活周刊×王玫瑰

10 众城之城，创意未来

近年来，上海不断在实行更加积极、开放、有效

的海外人才政策，这也吸引了一大批外籍人士来沪

工作和生活。2018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

在沪就业、创业的外国人达到21.5万人，位居全国

第一。英国人王玫瑰就是其中一员，她和那些痴迷

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友人一样，热爱上海、扎根上

海、服务上海。2019年，这位“新上海人”开启了在

上海的第19个年头。越来越多像王玫瑰这样的外

国友人在上海找到归属感，并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

王玫瑰从小练习芭蕾舞和体操，她热爱运动，

但也因此受了腰伤，为了使腰伤早日康复开始学习

太极。对于这门东方武术，王玫瑰并不感觉陌生，

她不仅非常感兴趣，也学得很快。

也正是因为太极，王玫瑰与美籍太极老师雷·

尼森相识相恋。1992年，夫妇俩在英国开办了一

所太极学校——东方太极拳与内家拳研究会。主

要目的是帮助当地人复健、增加对中华武术的认知

和热爱。他们还曾策划过一个叫作“中国武术大师

到英国”的交流项目，邀请世界各地高水准的武术

大师到英国多个城市传授武术知识。

夫妇俩对太极非常热爱，总在不断寻求自我提

升，于是两人在2000年来到了上海，先后跟从杨氏

太极拳和吴氏太极拳传人继续学习。不幸的是，王

玫瑰的丈夫在三年后去世，但她并没有选择离开，

“他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学习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

武术知识，并传播给更多人，使他们都能从独特的

中华文化瑰宝中获益”。她把对丈夫的怀念化为精

神动力，创办了“中英双龙会文化艺术中心”。

“我们的目的是成为一个文化交流和咨询的组

织，为喜欢中国文化和武术的外国爱好者和学习者

提供各方面的服务，也希望能帮助上海的外国人，

使他们能尽快适应新环境而不必担心文化交流和

生活方面的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双龙会”不

Q:不论是在学校里教授英语还是面向社会教授太

极，作为老师你秉持着怎样的一种理念？

A：我觉得自己像是有一颗“父母心”，希望学生超

过自己。我觉得师生之间的传授和学习过程，是武学中

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就像一个家族的长辈，希望年轻一

代能够继承老一辈的经验和智慧，帮助年轻人过上更好

的生活。在武术圈里，师父对自己的徒弟也有同样的期

许。

我的恩师董斌大师，待我视如己出。他对我的关

心和照顾远远超出了传授太极功夫的范畴。他时常会

为我的日常生活和今后的前途而操心。受恩师的影

响，我也把我的学生和徒弟当作自己的孩子，在指导他

们太极的同时，也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健康。我认为，师

生关系应该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准则：尊重、爱、信任、沟

通以及上进心。

Q:你是如何从自己学习太极转变到去传播太极文

化的？

A：文化是一种教育交往的方法，我希望让更多的

人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太极、中医等。我觉得文

化是宝贝，应该让更多的人来欣赏。我们“双龙会”有

自己的网站、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平台，会持续发布相关

信息，平时经常会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我也会为国外的

杂志和出版社撰写文章，来传播太极和文化。

Q:上海致力于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你个人觉

得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克服哪些难题？

A：随着上海的发展越来越国际化，也有越来越多

的外国人希望能够长期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今年，我

也有幸代表外国朋友参加了“2018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上海委员会工作简报会”，和国际专家们一起

对国际居民面临的各类问题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反馈

意见。

对青年的建议

英国有一句话叫“Love the neighbour”，意思

是“爱邻如爱己”，希望城市在发展得越来越好的同

时，人们也能保持对他人的爱心。在不断追求创新

和发展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传统文化和礼仪，这是

中国的根，希望一直能被延续下去。

对未来的设想

外国人比较熟悉的是瑜伽、瑞典按摩等，他们

不太了解中医推拿等相关的中式养生术，我希望能

建立平台来推广和传播这方面的知识和资讯。除

了自己要继续学习中医方面的知识之外，我也希望

能精进自己的中文水平，在能说的同时也要会写，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我也很喜欢书

法，想多花点时间来练习。

未来说

断发展壮大，不但联合上海外籍人士协会在复兴公

园合作举办晨间太极学习班，义务教授太极拳，还

在各大城市公园义务为中外人士提供太极拳体验

和教学活动，推进太极拳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

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王玫瑰和师兄王明波

也积极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他们开办的太极培训项

目更是面向全球，还向世界顶尖企业高管讲授中国

文化、易经哲学思想以及中医理论，推动太极文化

的国际化、社区化、企业化。

王玫瑰最初对上海的印象始于一部上世纪三

十年代的老电影《上海快车》，影片中的上海已经发

展得很好，让她觉得上海既优雅又富有文化气息。

真正来到上海之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她很快就

入乡随俗，觉得这里的文化和自己的想法是相通

的，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属感。王玫瑰觉得，上海

有一种吸引她的“气”，让她觉得自在放松、志同道

合。为了交流太极，她曾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但

从没有这种感觉，“上海是在不断发展的，这种‘气’

会带来很多机会、很多新的想法，也能带动我，更吸

引我”。

18年在上海生活，让王玫瑰深深融入了这座

城市。在她看来，上海是一座蕴藏着巨大能量的城

市，这里的人充满自信、独具魅力。

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始于太极，专于太极，却

不限于太极。她不断了解武术、茶艺、书画、京剧等

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认识中国朋友，了解中国人的

日常生活。在教授太极拳之余，她常常自筹经费组

织各项文化交流活动，例如“双龙文化大师节”文化

表演活动，不仅有太极、气功、形意等武术表演，还

有昆曲、京剧、乐器、书法、外国歌舞等文艺演出。

她自己也是京剧迷，曾在一次文化交流活动中手举

长柄扇、佩戴沉重的头饰进行表演。

正因为对中外文化的独特见解，王玫瑰不断通

过举办各种文化、体育、健康、社交和教育活动，致

力于在上海搭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也乐于通过

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外友谊。

王玫瑰（Rose Oliver） 来自英国，上海大学外语学院外籍

教师，上海理工大学英国文化交流中心主任。作为著名的国际太极文化交流

使者，她在上海创办了“中英双龙会文化艺术中心”，长期致力于在中国搭建

当地和国际社会之间的桥梁，促进跨文化交流和友谊。2010年，作为连接中

英文化缔结两国友谊的使者，王玫瑰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授予大英帝国员佐

勋章（MBE）；2013年，又被上海市政府授予“白玉兰纪念奖”；2017年，荣获

首届“中华武魂传播使者”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