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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武林志”
□刘全军

我年少时熟读《水浒传》《三侠五义》之
类的侠义历史小说，对侠客高超的武艺和流
芳的侠气格外倾慕，以为“文武不殊途”，学
会武就能像李白一样“托身白刃里，杀人红
尘中”，潇洒而又豪气地把江湖情怀演义成
人生梦幻。加之受电影《少林寺》的影响，满
世界掀起了武术热，就连我的家乡瓦房店这
个偏远小镇整日里都流唱着这部电影的主
题曲，满街的少年几乎人手一棍，见面就打
成一团。为了避免在日常的打斗中不吃亏，
争当“头领”，我也四处打听拜师学艺，开始
了我的“武林志”梦想生活抱负之涯。

小镇真正懂武术的只有一位姓梁的中
年人会耍几套拳路，被人尊称为“梁师父”。
传言他少年离家到河南，跟随一个戏班子跑
江湖，人到中年悄然回到家乡，孤身一人，少
与人往来。有人看见他每天早上在宝塔湾
里练功，便被传得神秘高隐，欲投他门下拜
师学艺的人络绎不绝。他越是孤独冷僻，越
被人高看传扬。

他只收了两个徒弟，其中一个是我的表
兄，住在我家对门，20岁出头的年纪，是粮管
所的职工。粮管所有宽敞的院坝，到了晚上
是不允许外人随便进出的。他们每天晚上
就在那个院子里练武，哼哼哈咿，很是起
劲。我们几个伙伴常在门外从缝隙里往里
面窥探，虽然看不出啥门道，却眼羡得不得
了。一年后，梁师父突然消失在小镇人们的
视线里，表兄摇身一变成了师父，成了小镇
青少年追捧的“武林高手”，经常在街头表演
武术套路，有时也与外来单挑的社会浪仔过
招比试，引来众人围观。出尽了风头过后，
他开始敞开收徒，只要谁喊他一声“师父”，
他就爽快答应，走到哪里，都有粉丝前呼后
拥，俨然明星出场一样。

我因为与他关系亲近，最早投在他门
下，成了大师兄，渐渐也开始飘飘然了。既
然是大张旗鼓地练武，就要像模像样才行。
每天晚上跟着他到学校的操场练习，从步
型、压腿等基本功练起，然后开始学拳术套
路。我那时幼稚地以为，只要会几招拳术套
路，就可以像电影和电视剧中人物打斗场面
一样，一招一式就能把对手搞定。其实不
然，每次遇见年长一点的或是壮实一些的青

年人调谑，便大喝一声亮出招式，结果往往
都是让人揍得鼻青脸肿，大败而逃。被人打
败又不甘心，便愤怒地暗下决心，一定要练
出一身真功夫，不再被人暴打。连自己都保
护不了，怎么去保护别人？连小镇都走不出
去，怎么仗剑走天涯？

初中毕业那一年，面临中考，学习压力
大，父母管束得严厉，再也不敢跟表兄学武
了。小镇上所有的父母都清醒地认为，练武
是不能当饭吃的，打打闹闹迟早要惹出祸
来。我也把主要心思放在学习上，闲了的时
候依然还是跑出去跟几个要好伙伴在一起
练习基本功，就当是强身健体。

有天晚上，我们在操场练习的时候，来
了一个青年汉子也在练拳。他的动作精练，
刚劲有力，对我们具有超强的吸引力。小镇
上的人基本都认得，知道他姓张，当兵转业
回家乡不久。他在部队当什么兵种我们不
清楚，问他也不吐露，但他会打拳就让人格
外信服了。他爽快地答应教我们“军体拳”，
很郑重地嘱咐我们，练习这种拳术，只能适
用于增强体质和防身自卫，且不可与人打架
斗狠。“军体拳”的套路易学易懂，活动量大，
让人精神振奋，非常符合我们这伙初生牛犊
的心愿，因为我们有基本功，很快就学会
了。他不允许我们喊他“师父”，一直称呼

“张哥”，除了晚上在一起练拳，平日里也不
与我们接触。一个月以后，他就不再带我们
练习，再后来他参加了工作，与我们也没了
往来，但我们在心底一直是尊他为师的。

考上高中后，我离家到30里外的高桥中
学读书。学生来自县内的各地，担心遭受欺
负，生源地学生分别抱成一团，三五成群，互
相戒备，平日里进出教室和宿舍，同学之间
交往也只限于老乡，一旦起纠纷，双方群起
而攻之，极不利于学校的安定和班级的团
结。那时候虽然没有校园欺凌一说，但校内
校外尚武之风盛行，好像人人都陷入江湖，
缺乏安全感，做梦都梦见被人追打。我喜欢
独处，课外大多时间都钻进学校图书室，如
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书刊。整个高一学期，除
了在教室上课，就是泡在图书室读书，人也
显得呆气，加上营养不良，人枯瘦如柴，越发
内向了。一日到食堂排队打饭，几个蛮横学

生在我前面插队，我嘀咕了一声，就惹来谩
骂。见对方人多势众，我只好忍气吞声，免
得吃眼前亏。受了欺负，我才知道自己也是
练过武的，才知道有个强壮的身体自保该是
多么的重要，于是便不再去图书室，起早贪
黑地练武术，尽快恢复体魄，不再受人欺负。

学校的操场很大，我坚持早晚练习，除
非遇到恶劣天气从不间断。我以为早晚人
少，其实锻炼的人不少，也有习武的人在施
展拳脚，挥舞着棍棒，不时传出“嗬哈”声。
时间一长，大家由不认识到认识，慢慢地就
伙在一起了，没有人约定，早晚时间一到，先
后都去了操场会集。他们大都没有经过扎
实的基本功训练，所学的武术套路途径各
异，有的是从《武林》杂志上看图识字“拿来”
的，有的是偷师学艺得来的，像我这样一招
一式能像样打一套拳法的人在他们眼里就
是稀奇的了。我也有意建立一个“朋友圈”，
就热心快肠地教他们，开始是几个人，后来
发展到十几人，成为校园最大的群。我们从
不以强凌弱，但也不容许别人的冒犯，就连
镇子上的“痞子”也主动跟我们套近乎，不敢
到校园来惹事。遇上学校举办大型活动，我
们登台亮相表演武术，成为活动最大的看
点。步入校园“武林”后，除了上课，还找了一
本《气功》杂志的合订本，照本宣科偷偷练起
气功，妄图练出一身上乘武功，来一场荡气回
肠的“英雄传奇”。结果是气功没练成，还在
一次“单手劈砖”的逞能表演中伤了手掌，不
仅失了颜面，还让自己受痛，真是懊悔不已，
发誓再也不练气功了。临近毕业冲刺高考的
那段时间，紧张的学习击碎了我们的武术情
怀，尽管大家都缺乏信心和底气，但还是竭尽
全力一搏，操场上再也不见“武林风”……

光阴如逝水，岁月催人老，当年的“武
林”梦中人如今都已进入知天命的年纪，在
岁月流逝和沉淀中走过人生风景。现在回
想起年少时的习武情景依然跃动在心间，一
点也不觉得幼稚轻狂，一点也不觉得迷惑茫
然。相反，正是年少时追逐的“武林志”梦
想，赋予了我强健的体魄、坚韧的意志和宽
容的品质，让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从容不
迫地安然前行，用最多的梦想坦然面对未
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