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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漕情

纪信路是纪王的一条老街，店铺云集，叫
卖声夹杂着讨价还价声，一片熙熙攘攘的景
象。但沿着纪信路由西向东走150米左右，会
发现一处“违和”的存在，粉墙黛瓦，飞檐翘
角，青砖石巷。走 进一看，一幅巨大的太极图
映入眼帘，与门口的喧嚣相比，显然安静许多。
这里就是上海首批50个“市民休闲好去

处”之一———武悦堂。“我有一个武术梦，也是
我父母一生为之奋斗的梦想。”作为武悦堂的
主人，丁文军并不满足于“休闲好去处”这一
定位，而是将其视为武术梦开始的地方。“中
国武术有300多个拳种，120多个门派，我们
要做的是海派中国传统武术，既继承中国传
统，又海纳百川，形成一种武术新文化。”
武悦堂位于纪信路 141 号，建筑面积为

5000 平方米，是一个以传统武术培训、交流、
跆拳道、茶道、健康养生以及餐饮住宿在内的
综合性传统武术文化创意园区，也是青少年
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基地。

从厌恶到顿悟
未竟的武术梦

丁文军出生在武术世家，父母丁金友、李
福妹都是著名的武术家，他五六岁就开始习
武。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并不以此为荣，
相反对武术充满了厌恶，还曾很认真地告诉
双亲“永远不吃这碗饭”。练武的过程很痛
苦，看到他们因为超过体能极限而伤痕累累，
丁文军内心很抵触。
1987年，19岁的丁文军只身到日本东京

工业大学攻读建筑学。课余，他发现不少日本人
崇尚太极，还专门翻译中国的《简化太极拳》一
书，而这本书的封面就是他母亲李福妹的照片。
“他们从科学的角度解释太极拳，把它看成是经
络运动，气沉丹田，通过横隔膜开合来帮助五脏
六腑的挤压按摩运动，产生自身胶原蛋白，达到
身心健康年轻态！”凭着自己的基础，闲暇时间

他在日本教了3年太极拳。父母到日本教拳时，
他则作为翻译，边学边练。10年后，丁文军回到
上海，父亲希望他接过武术的接力棒，但他并没
有这个打算。父亲编了本太极健身手册———《传
统内家拳法》，作为太极拳的“永字八法”，而他
则笑话父亲“太容易学会没人会买”。不过，这并
不影响父亲对丁文军的教导。
父亲虽然没学过书法，但多年练武使得

用力水到渠成，几乎落笔成字。每年，父亲都
会写一幅字勉励他，提醒他，引导他。2013
年，父亲溘然长逝，留下未竟的武术梦。经过
这一变故，执拗的丁文军“动摇”了。“我想我
经商已经积累了不少钱，虽然不是大富翁，也
足够后半辈子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静下
心来接过武术的班？”丁文军顿悟道。

从世家到行家
执著的悟道者

一年后，丁文军决然中断所有生意，归零
重新开始，在华漕创办“金友武悦堂”，全身
心投入到武术的传承中。
“父亲生前就有建武术交流平台的想法，

并起名‘武悦堂’。他认为，练武的过程不应

该是痛苦的，而是令人愉悦的运动，习武、悟
道、悦心是他的理念，也是武悦堂的理念。”
渐渐地，丁文军对 武术，特别是太极拳的理
解有了自己的体悟。“太极拳能够调节人的
意念和情绪，是丹田的运动，而丹田是人的小
宇宙，也是生命的最后一张‘黄牌’。”丁文
军进一步解释说，“完全可以这样说，太极拳
是转动生命的运动，它是哲拳、智慧拳。”
在丁文军看来，武术是文化，是艺术，不仅

包括武艺，还包括伦理、哲学、修养等。而太极
拳是鲜有的不增加心跳的运动，它不该只是老
年人的运动，可以像瑜伽一样吸引更多年轻人
来参与，变成一种时尚运动、文化运动。
武悦堂有一个庄严肃穆的正堂，这里有

时举行拜师仪式，但并不经常。投入到武术中
的丁文军，蜕化了早期的执拗，变成了执著的
行家里手。招熟、懂劲、通神明，环顾武悦堂，
这 7个大字特别醒目，因为它是武悦堂武友
共同的理念。从外在的熟悉到内在的感悟，在
这里，大家把太极拳看成是循序渐进的运动，
以至于能够接力发力，最后与生命相通。
实际上，武悦堂还有一个名字———金友

武悦俱乐部。2015 年俱乐部成立后，原本分
散的师兄弟聚在一起，同行的名家名师也应

邀而来，通过这个平台，以武会友，百川论道，
颇有海派武术文化的氛围。武悦堂的定位是
武术交流平台，不包装自己，不排斥任何拳
种，也不提倡个人崇拜。
虽然师从父母学了不少功夫，但丁文军

坦言，自己还是刚刚入门，不及父亲的 1/10。
面对父母的期望———把武术世家的“世”拿
掉，变成武术家，他陷入了矛盾。在他眼里，武
术家不但要有一定的 技术水平，还要有修
为，能悟道，更重要的是对行业发展有贡献。
这是他对武术家的理解，也是他奋斗的目标。

从武悦堂到产业园
武术的全民化

谈到落户华漕，丁文军有一番自己的考
虑。他说，华漕堪称武术小镇，村村都有太极
拳队伍，能一下子召集 1000 多人参加武术活
动。武悦堂开张第一年，就开展了“大师零距
离”等活动，聘请教练下社区辅导群众练太极
拳，进行各式各样的武术交流活动。
“我们还推出了武术进校园活动，到今

年，华漕镇体制内的学校已经全覆盖，今后将
根据情况推广到其他街镇。”丁文军希望，更
多的年轻人参与到太极等武术运动。
未来，武术将其变成中国人的全民运动。

推广武术文化的同时，武悦堂也在创新。2014
年，他们开始研发青少年推手运动，2016 年
起逐步在青少年中推广。据介绍，青少年推手
运动提倡无伤害文明格斗，融合了伏羲太极
和少林梅花桩两大武术精华，和传统武术相
比，少了些枯燥，多了些趣味。目前，武悦堂已
经多次组织小范围内的比赛。
2019 年武术世锦赛已明确落地闵行，这

对武悦堂是个难得的机遇。丁文军说，今年 1
月至 10月，武悦堂每月都会举办大型文化活
动，为武术世锦赛预热，赛前一周，还将举办
国际传统武术论坛，包装推广武术文化。

试问这般水岸休闲去哪里寻觅？或许再
过不久，在苏州河生态廊道（闵行段）就能
找到。苏州河生态廊道是市级重点生态廊道
之一，贯穿闵行、长宁、青浦等多个区域。其
中，苏州河生态廊道（闵行段）东起北翟路
许浦村，西至赵家村，途经华漕镇 7 个行政
村，呈锯齿状分布，全长约 10.8 公里。
据了解，苏州河生态廊道（闵行段）共

分三期建设，2016 年 7 月启动至 2020 年完
工。启动至今，已经陆续建成许浦村段、赵家
村段等标志性路段。目前，一期工程正进入
最后的收尾冲刺阶段，整条苏州河生态廊道
（闵行段）一期即将惊艳亮相。

苏州河生态廊道（闵行段）整体布局为
“一带三片”。其中，“一带”指的是结合现
代路网横向贯通一条滨河紫堤绿道，沿路整
合林地空间并串联各个区域地块。“三片”
指的是三大板块，依托城市界面及规划道路

将带状空间纵向划分为“自然休闲段、生态
绿廊段、郊野保育段”。
整条苏州河生态廊道（闵行段）由一条

紫堤绿廊贯穿。据《紫堤村志》载，现廊道南
侧诸翟镇原名白鹤村，明、清白鹤村沿堤多紫
藤，又称紫薇村、紫堤村，后更名诸翟镇，目前
镇内仍有紫堤路、紫堤小区等。设计建造时考
虑结合本土文化，紫堤绿廊便由此应运而生。
在紫堤绿廊两侧，种植紫荆、紫薇等紫色系植
物，打造郊野自然森林风貌，进一步形成整体
风貌统一，局部变化丰富的生态森林水岸。
在纪东村段，紫堤绿廊贯穿在森林田地

中，路面已被铺上了红色沥青和芝麻黑大理
石，慢跑、竞走两相宜。为了防止下雨、下雪天
导致道路积水，紫堤绿廊两侧还加装了排水
系统。借助原有的林地资源，苏州河生态廊道
（闵行段）对片区内的林地进行集中新增、移
除、改造或保留。遵循生态优先、因地制宜、实

地树种、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树种选择上，
林地主要种植水杉、香樟、枫杨、日本晚樱、紫
玉兰等品种，形成纵向由低到高，横向波浪起
伏的宜林自然林，营造花红柳绿、树木叶落的
景观效果。林地种满了品种丰富的植物，等到
天气稍暖，这里将呈现姹紫嫣红、花团锦簇的
景象。纪东村段的生态湿地，为鸟类创造了一
片自然宜居的生活环境。
为提高苏州河防洪效果，确保市民安

全，闵行还在苏州河沿岸加固改造防汛墙
10.9 公里 （其中苏州河防汛墙约 9.78 公
里，支河防汛墙约 1.12 公里），分两期工程
进行。目前，一期防汛墙改造主体结构工程
已经完成，另外，赵家西泾桥、姚敦港桥、南
巷港桥等支河桥梁也都已经完成新建。
苏州河的美不仅体现在生态廊道上，水

质也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去年，闵行就开
始对苏州河实施第四期水环境综合整治。根

据《闵行区苏州河（四期）支流水环境综合
整治实施方案》，整治内容包括水系沟通、
河道整治、生态修复、市政雨污水管道改造、
雨污水设施提标改造、排涝泵闸改造、防汛
设施改造、五违四必整治、水环境监测以及
加强长效监管等 11 个方面。

全民健身动起来 华漕再添休闲新去处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 华漕爱好运动，

喜欢散步、健身、跳舞、武术的市民注意了，今后可以到这两个地方来锻
炼了，一个古色古香，一个亲近自然，总能满足你的需求。

武悦堂 武术梦开始的地方

紫堤绿廊 水岸休闲新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