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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意拳、小洪拳、太极拳，一举一动或铿锵有力或柔
中带刚；刀法、剑法、枪法、棍法，一招一式尽显英姿飒
爽。这本该是中国某家讲武堂日常训练的场景，却在南
非约翰内斯堡南郊的一座体育馆上演——这里正在举办
2019年南非武术邀请赛，南非社会各界“武林中人”在这
里齐聚一堂，各显神通，展现自己的高强武艺。

2019 年南非武术邀请赛由约翰内斯堡大学孔子学
院主办、南非华文教育基金会协办，参赛选手主要来自
南非武术协会、约堡孔子学院武术俱乐部、南非华文教
育基金会及热爱中国武术的南非社会人士。他们当中
既有高龄的老太太，也有年仅 8岁的小萝莉；既有金发碧
眼的白人，也有皮肤黝黑的黑人。不过，当他们穿上传
统武术服装走上赛场的那一刻，“习武之人”便成了他们
共同的标签。

65岁的泰瑞和太极拳结缘，始于2017年到中国参加
冬令营的时候。泰瑞在中国城市的公园里，看到同龄老
年人结伴打太极拳，一下子就被迷住了。当时，她觉得太
极拳很“神秘”。慢慢地她开始认识到，练习太极拳不仅
有助于强身健体，还能使人修身养性。本来就比较喜欢
集体运动的她，对太极拳结队锻炼的方式也深有好感。
于是，泰瑞便坚持练习，两年下来水平不断提高。泰瑞对
太极拳的投入和推崇也感染了身边的人。与泰瑞同住一
个社区的老年人纷纷希望跟着泰瑞学习，这让她感到很
高兴，因为“太极拳可以帮助我的朋友们延年益寿”。

年轻时学过拳法，现在每周六还坚持练习的奥沙利
文很欣慰地看到，11 岁的女儿尼雅和 8 岁的儿子索罗在
比赛现场发挥出色，沉着冷静地完成了各项规定动作。
奥沙利文介绍道，自己从来没有强求过孩子们也从事他
所喜爱的武术运动，只是简单地给他们作过入门介绍，没
想到女儿和儿子都很感兴趣，并且一路坚持学习下来。
奥沙利文觉得，这兴许能够说明，武术本身是充满魅力
的。练习武术需要百分之百的专注和投入，奥沙利文相

信，这对孩子们的性格养成非常有好处。
“武术和功夫当然是有区别的。功夫是一个人内在

的修行，武术却是可以通过练习不断精进的。”这是 47岁
的尤根思对“武术”“功夫”的解读。他身着一身黑色长
褂，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一脸斯文秀气，很难让人联想到
这就是南非武术协会主席。尤根思年轻时是拳击选手，
为了学习散打远赴中国，却意外接触并且迷上了少林武
术。尤根思是第一位将少林功夫引进南非并且大力推广
的，迄今已经有20多年。

尤根思相信，学习武术会让一个人发生许许多多的
变化。要想真正学好武术，是需要花时间、下力气的，但

的确有助于提升一个人的专注力。能够认认真真把武术
学好，以后做其他的事情自然也不会太差。不仅如此，武
术也能让人学会控制自己的身体和脾气，日久天长，自然
而然地在性情上会更加沉稳淡定。

尤根思认为，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具有吸引
力的一个元素。就他本人经历而言，也是从武术开始接
触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与哲学，“武术与阴阳理论是分不开
的”。在比赛现场，作为比赛裁判长的尤根思坐在主席台
上，用标准的抱拳礼迎来又送走每位选手。在尤根思看
来，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毕竟“在武术的世界里不
存在输家，每一个人都是赢家”。

当中国武术遇上南非弟子
蔡 淳

前些年，在北京等地出现了像北京人艺实验剧场、繁

星艺术村一样的小剧场，专门表演小剧场话剧，令人耳目

一新。在韩国首尔大学路一带，也有大量的小剧场。它

们规模不大，演员不多，布景简单，但却能常年吸引大量

观众前来观看。有的精品剧目，能一直被观众热捧数年，

经久不衰。

大学路一带的文化氛围已有数十年的积淀。几十年

前，韩国著名设计师在那里设计建成了韩国文化艺术振

兴院和美术馆等多个建筑，此后小剧场等各种文化设施

以此为中心逐渐展开，越建越多，大学路一带逐渐成为首

尔的知名艺术空间。到1985年，大学路被正式指定为文

化艺术街区，成为韩国文化产业的地标之一。

时至今日，大学路附近的小剧场已显得有些陈旧，甚

至很多小剧场都位于某个不起眼小楼里的某一层或地下

室。这些小楼被风吹雨打出各种污渍，建筑外墙上的砖有

些已经残缺不全。不经常来的观众如果不仔细找，还真的

很难找到剧场的位置。剧场内的布景和道具谈不上精致，

但设施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出戏大概会有四五位

演员表演，演员除了兼职主持人，往往还需要一饰多角。

然而，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剧院，常年人气不减。

大学路的小剧场以喜剧演出居多，为平时工作、学

习压力较大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放声大笑、放松自我

的场所。虽说是喜剧，但剧中并无低级趣味，而是纯粹

通过创作打磨，让演员通过搞笑的语言和夸张的动作

博得观众喝彩。另外，这些小剧场话剧在表演形式上

也普遍采用了灵活创新的方式，以求让观众零距离体

验话剧的魅力。

笔者也慕名而至，亲身体验了一把。临开演前，在主

持人正与观众热场互动时，一位迟到的“观众”突然急匆

匆进场坐下，于是主持人开始调侃他为什么迟到了。这

位观众则歉疚地回答说因为和女朋友吵了架所以来晚

了。当主持人追问女朋友怎么没一起进来时，这位“观

众”则称刚刚分手了。一种尴尬的氛围瞬间弥漫了整个

剧场。主持人为了缓和气氛邀请他上场与自己一起互

动，观众也纷纷同情地一起鼓掌鼓励他。这位“观众”最

后“极不情愿”地上了台，但突然表情一变，开始了他的表

演，话剧正式开始了……原来，他正是当天的演员之一。

观众恍然大悟之后，觉得又惊讶又好笑。

前两年，有一部热播韩剧叫做《请回答 1988》，剧中

搞笑戏份占据绝大比重，但在搞笑的同时又刻画了不同

人物的酸甜苦辣，令观众产生共鸣。大学路的小剧场话

剧也有些类似，它们也刻画了小人物生活中宝贵的亲情、

友情和爱情，且与喜剧戏份衔接得非常自然，让观众在开

怀大笑之后，又往往内心一振，被人间的温情所感动。例

如，《屋塔房猫咪》一剧，通过嬉笑的方式，刻画了年轻人

来首尔打拼时，遭遇黑中介坑害被迫合租的故事，“首漂”

的辛酸、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变化，让人动容。喜剧化演绎

的生活不易、主人公积极的生活态度，又向人们传达了正

能量，鼓舞着前来观剧的青年观众。

有趣的是，大学路小剧场也与中国结下了缘分。前

不久，一部名为《恋爱吧！人类》的话剧被搬上了北京的

舞台。此剧是在《屋塔房猫咪》基础上，加入了中国社会

元素，由中国演员表演的北京版中韩“混血”剧作，不仅让

中国观众看到了具有异域风情的话剧，也促进了中韩两

国在小剧场话剧方面的交流。

足球被视为全世界范围

内最受欢迎的一项体育运

动。得益于此，在欧洲的许

多城市，在广播电视报纸杂

志上，在互联网终端上，在大

街小巷的户外广告牌上，都

可以看到足球运动员及其所

属俱乐部的广告。如今的欧

洲顶级足球俱乐部，已不再

是传统意义上的足球俱乐

部，而是借鉴娱乐公司的发

展模式，逐渐转变成为闻名

遐迩的国际品牌。

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之一毕马威最新发布的

《2019 年欧洲冠军报告》显

示，基于不断扩张的商业活

动，尽管员工成本不断增

加，欧洲顶级足球俱乐部的

营 业 收 入 依 然 在 不 断 增

长。毕马威对8家冠军俱乐

部的营收情况分析发现，有

6 家俱乐部在 2017/2018 赛

季 的 营 业 收 入 呈 上 升 趋

势。其中，巴塞罗那、拜仁

慕尼黑、曼城、巴黎圣日耳

曼4家俱乐部的收入都超过

了5亿欧元。

一般而言，足球俱乐部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三方

面，一是比赛门票收入，二是广播电视和网络转播收

入，三是商业广告收入。商业广告是大部分欧洲冠军

队营业额最大的收入来源，拜仁慕尼黑去年的商业广

告收入最为可观，达到了3.16亿欧元，贡献了该俱乐部

总营收的一半以上，占比为 53%。巴黎圣日耳曼足球

俱乐部去年总营收为5.42亿欧元，商业广告收入占比

更是高达58%。

为增加广告收入，各家足球俱乐部各显神通。球

衣、体育场广告都是各俱乐部广开财源的“摇钱树”。皇

家马德里签约阿联酋航空，每年净挣赞助费7000万欧

元，超越了雪佛兰给曼联每年6200万欧元、乐天给巴萨

每年5500万欧元的赞助费。此外，皇马从体育服装品

牌阿迪达斯那里获得的赞助费每年约为1亿欧元，与耐

克给巴萨的赞助费相仿。据统计，世界排名前10位的

足球俱乐部，其球衣、球场以及运动服饰方面的赞助收

入总价值可以达到13.5亿美元。还有一些俱乐部正在

将袖标位置也转换成赞助帮助球队，阿森纳和切尔西近

期把袖标赞助卖出了好价钱，两家俱乐部分别可以因此

得到每年1000万英镑、1300万英镑的收益。

与大部分俱乐部营收增加同步的是各俱乐部成本

支出居高不下，主要开支是球员费用与日俱增。巴西

前锋内马尔从巴塞罗那转会到巴黎圣日耳曼的费用为

2.22亿欧元，从而带来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巴塞罗那

收购登贝莱和库蒂尼奥作为替补,以致两家俱乐部费

用都出现了增长。2017/2018赛季，巴塞罗那的员工费

用为5.62亿欧元，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则达到了

3.32亿欧元，增长了20%。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实际资产方面，运动员无

疑是足球俱乐部的核心资产。顶级球员转会消息一直

是各国媒体的头条新闻，各俱乐部也会想尽一切办法

留住最好的球员。基于毕马威专有的估值工具，目前

内马尔仍是最有价值的足球运动员(2.29亿欧元),其次

是姆巴佩(2.15亿欧元)和梅西(2.03亿欧元)。

有两家权威机构对全球主要足球俱乐部的品牌价

值作出了评估。英国品牌评估机构Brand Finance和

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 2018 年足坛俱乐部品牌价值

前三名排名一致，均为曼联、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

福布斯公布的足球俱乐部价值显示，巴塞罗那足球俱

乐部品牌价值高达40.6亿美元。

一家俱乐部，圈粉2亿多，市值超10亿欧元，品牌

价值40多亿美元。这足以使其笑傲江湖，在全球商界

占据重要一席，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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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小剧场人气旺
白云飞

日本人也爱“锦鲤”
苏海河

上图 日本河流田野上的鲤鱼旗风景。

下图 日本厨师在讲解鲤鱼餐的烹饪技巧。

苏海河摄

图为荷兰阿贾克斯足球俱乐部陈列馆展示的球衣

球鞋。 徐惠喜摄

参赛选手表演棍法。 郑彤彤摄

日本人喜欢养鲤鱼，
宠物中有一种叫锦鲤鱼，
养鱼师傅根据不同配料把
鱼饲养成五颜六色，甚是
美观。据说价格不菲，每

年全国评比大会上获奖的锦鲤鱼，可以换一台高级小轿
车。每年5月5日前后，有男孩儿的家庭会在院子里旗杆
上挂出鲤鱼旗，家里有几个儿子旗杆上就挂着几条鲤鱼，
据说这个习俗起源于中国文化中鲤鱼跳龙门之意，祝愿孩
子们茁壮成长。鲤鱼旗成了日本春天里的另一道风景线，
一些河流、田野上成百上千只鲤鱼旗迎风招展，颇为壮观。

日本是海洋国家，日本人喜欢吃海鱼，似乎食物链中
并不存在鲤鱼这种淡水鱼。但是，笔者不久前在日本东
北地区采访时，却发现日本人也有吃鲤鱼的习惯。因为
鲤鱼食性广泛，抗病能力强，容易饲养，所以远离海岸的
长野、群马、山梨等县，鲤鱼也是宴会桌上的一道名菜。

郡山市鲤鱼产量居日本首位。自2015年开始，该市
把鲤鱼餐饮作为当地的品牌产业发展。以鲤鱼为主题的
乡土料理餐馆从3家发展到40多家，除了向附近各县提
供鲜活鲤鱼外，真空包装的鲤鱼食品也销往日本各地。
熊田水产是当地较大的鲤鱼养殖企业，拥有 14 个养鱼
池，年产量 500 多吨，占到全市产量的近一半。有 50 年
养鱼经验的熊田纯幸社长向笔者透露了其产业发展的窍
门。他说，养鱼池的水源是山上流下的活水，水中富含矿
物质。饲料经过科学配方，养殖的鲤鱼肉质中维生素B1
含量大大提高。如今，鲤鱼成为营养丰富、滋养补体的健
康食品。该养殖场的饲料都经过蒸熟处理，使鱼对饲料
吸收率从60%提高至70%以上。在降低成本的同时，鱼
的生长速度也有所增加，平均一年半就可以长到 2.5 公
斤左右。特别是鲤鱼在出售前，该公司会将鲤鱼从鱼塘
转移至地下水清洁池中净化 3 周时间。期间不喂饵料，
虽然鱼的体重会下降 10%左右，但鱼肉中的杂味、腥味
完全消失，产品档次明显提高。

笔者在温泉旅馆的百年老店“四季彩一力”餐厅品
尝到了当地的鲤鱼料理。厨师长斋藤晴男说，鲤鱼料
理味道绵甜，深受客人欢迎。鲤鱼生鱼片，用 70摄氏度

温水汆过，颜色淡粉透亮，蘸上酱油味道更鲜美。用鲤
鱼肉烹炸的天妇罗外焦里嫩，味道鲜美。盖碗中的炖
鲤鱼甘甜醇厚，更是别有一番风味。连日餐以海带、贝
类标配起锅的大酱汤中也吃到了鲤鱼肉。最令人难以
置信的是，每道菜中的鱼肉无论块头大小，都完整无
刺，足见厨师的功夫精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