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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传承
融入生命里的功夫基因

马肖博的武术之路，源于父
亲对武术的热爱。年轻时，父亲
常被电视里的功夫节目和电影
吸引，尽管当时并不知道那就是

“功夫”，但心中已悄然种下武术
的种子。后来，父亲在希腊寻得
老师开始学习，可总觉得少了些
什么，便毅然决定前往中国，寻
找真正的武术之源。

1996年，马肖博父亲第一次
来到中国，在洛阳找到老师学习
了传统武术。2000年，他回到家
乡，创办了当地第一家武术培训
学校。此后，他每年都会回中国
潜心深造武术，再回希腊教学。

“他想把真正的武术带回希腊。”
马肖博说。

2001年，马肖博在浓厚的武
术氛围中出生了。“我不记得具
体什么时候开始学武术，但家人
说在我两三岁时，父亲就会带我
做基本功训练，比如拉伸、站桩
等。”马肖博笑着回忆道，还翻出
一段小时候的视频合集，“看，这
就是我小时候练武的样子。”

视频中的小马肖博已经在
一遍接一遍地练习武术动作，从
最开始练习鲤鱼打挺一次次失
败，到后来已经可以熟练地连续
完成多个后空翻，很难想象这是
一个外国小孩的童年日常。

这份热爱没有轰轰烈烈的
转折点，却在日复一日的训练
中悄然生根。小时候的马肖
博，在希腊参加了许多武术比
赛。凭借天赋和努力，常常斩
获第一名。

2023 年，马肖博迎来了一
场重要的比赛——在四川峨眉
山举行的第九届世界传统武
术锦标赛，共有 53 个国家和地
区的 6649 名运动员、教练员参
加 比 赛 ，竞 争 异 常 激 烈 。 最
终，马肖博凭借出色的发挥夺
得第一名。“这是我的第一个
世锦赛冠军，对我来说意义非
凡。”他说。

命运指引
上海，武术梦的起点
高中毕业后，在各类赛事取

得优异成绩的马肖博本可以免
试进入希腊的大学就读。“但希

腊没有武术专业，我觉得是命运
指引我来中国。”马肖博说。

2015年，马肖博曾随父亲及
父亲的学生来到上海体育大学
武术学院参观。走进中国武术
博物馆后，他们看到了中国武术
泰斗蔡龙云先生的事迹。蔡先
生是“中国武术泰斗”，曾在1949
年的全国武术比赛中获得冠军，
他的拳法“刚柔并济”，正是父亲
当年在洛阳所学的。

当时，他们的车正好停在武
术学院外面，马肖博看着四周，
心里感慨：“中国的大学都是这
样的吗？这简直太酷了！”他也
想来这里读书。后来，他成功申
请到了中国政府奖学金，顺利进
入上海体大武术学院学习。

“神奇的是，我后来的武术老
师就是蔡先生的学生。”被上海体
育大学武术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
体育专业录取后，他每天勤学苦
练，老师会帮他分析他的动作，纠
正他的“希腊式发力”——“你的
拳打得太猛，要像蔡先生那样，
刚中有柔”。

然而，开学后，因为语言不
通，马肖博在学习上遇到了不小

的困难，很多课程都用中文授
课，虽然他能理解老师的讲课内
容，但回答问题时常常力不从
心。不过，老师们很贴心，允许
他用英语作答，这让他轻松不
少。不管多难，他从没想过放
弃，没有缺席任何一堂课，最终
顺利完成了学业。

文化交融
成为武术交流的桥梁
从希腊到中国，跨越千山万

水，马肖博不仅学到了精湛的
武术技艺，还感受到了中国文
化的博大精深。他喜欢中国丰
富的地域文化，每个省份都有自
己的美食和方言，有自己独特的
魅力。此外，他还对中国礼仪文
化产生了浓厚兴趣。比如，同学
告诉他，敬酒时杯子要低于对
方以示尊敬。他觉得这种礼仪
很有意义，有时还会和朋友开
玩笑地模仿。

在中国的日子，马肖博感受
到了不一样的温暖。他说，“在
中国，你可以把包放在任何地
方，不用担心被偷，手机放那儿
一会儿回来还在。”即使在深夜，

上海的街头也很安全，“就算凌
晨1点走在路上，也不用担心。”
有趣的是，他把这些安全感也归
纳为中国的文化之一，他说这是
其他国家和地区没办法与之相
比的。

接受采访后的第二天，就是
马肖博的毕业典礼，即将毕业的
他对未来充满期待。他打算留
在上海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将来
毕业后致力于推广武术。“很多
人对武术的理解只停留在影视
作品里，我想让他们真正了解武
术的本质。”他还想让更多的希
腊年轻人有机会接触中国武
术。“武术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
一种文化，我希望它成为中外文
化交流的桥梁。”他说。

“来上海学武术不是终点，
而是起点，”他说，“我想一直走
下去。”

00后希腊小伙的“沪漂”武林志

留下来，做个功夫使者
在上海体育大学武术学院的一隅，阳光洒在红色的练功服上，一位身姿矫健的00后

留学生正全神贯注地打磨着武术动作。他叫马肖博，是今年毕业的本科生，家乡远在希
腊。此刻，他正沿着父亲走过的路，在上海追逐着属于自己的功夫梦。 青年报记者 刘秦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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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肖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