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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勤練功
空置課室變拳館

身 為
詠 春 迷 的

彭耀鈞校長，經常在家中
「打套拳練下」 。在他的推
動下，明愛莊月明中學將一
間空置課室改造成詠春拳
館，並計劃未來應用在學生
的體育課程中，加深了解中
華武術。

走入這間拳館，葉港超
和李煜昌都倍感熟悉。無論
是牌匾、木人樁，抑或是掛
在牆上的 「問公」 相片，甚
至是白綠相間的復古格仔地
板，都讓他們感覺回到從前
的傳統拳館。李煜昌笑說：
「呢個feel，正！」 彭耀鈞
亦提及，熟人開館都會送
禮，而鏡子是六、七十年代
普遍的賀禮。該校的拳館內

有兩面鏡子，上方寫着 「詠
春體育會主席李煜昌敬
賀」 ，彭耀鈞開玩笑說：
「鼎鼎大名的主席都送個鏡
來，我們豈不是很有面
子。」

擬體育課加入詠春
此外，彭耀鈞還提

到，未來計劃在體育課程
和中華文化活動內加入詠
春元素。在體育課裏，他
打算安排一節課讓學生去
認識拳館，了解拳館內的
每件物品及文化背景，當
學生對詠春建立初步認識
後，再教他們打拳。彭耀
鈞表示，不希望學生 「齋
打」 ，而是感受到中華武
術文化，例如尊師重道。

發揚光大

大中小學生
齊設計虛擬拳館

中華武
術與體育文

化傳播項目，現階段主要在中
小學開展推廣活動，但香港樹
仁大學的本科生亦有機會參與
項目。李家文希望結合項目給
予大學生更多實踐機會，例如
招募媒體設計與虛擬實境科技
課程的學生去幫助中小學生設
計、構建出他們心目中的 「虛
擬拳館」 。

在與中小學生的交流
中，李家文多次提起駱耀拳
館的故事。駱耀是葉問徒
弟，一直在上海街經營拳
館，後來因病逝世，其長子
駱勁江承繼了拳館。但由於
場地是租用，駱勁江近期被
要求在兩個月內搬走。回望
這個已經成為了家的拳館，
駱勁江最終只帶走了兩樣東
西──雪櫃和木人樁。李家
文以這個故事作引子，引導
學生構思他們經營的拳館，
並謹慎揀選兩樣代表物品。

明愛莊月明中學有一位女學
生，曾去過詠春體育會，所
以提出了很多主意，例如在
虛擬拳館放置一個葉問銅
像。這位女生，讓李家文印
象深刻。

舉辦攝影展分享學生成果
李家文提到，今年9

月，她將會招募一些自願參
加項目的仁大本科生去幫助
中小學生設計虛擬拳館。過
程中，仁大學生並不是聽命
令做事，而是要在聽取中小
學生的想法後加以思考，結
合詠春文化去構建拳館。

明年1月，李家文團隊
還計劃舉辦一個體育文化傳
播攝影展，將學生的作品包
括拍攝照片、社交媒體帖文
以及虛擬拳館等向大眾展
示。她希望這個展覽可以在
推動中華文化、國民教育方
面，給本港的學校一些新的
啟發。

集思廣益

透過今次項
目，明愛莊月明

中學的學生也愛上詠春。蘇雅琳
同學向大公報記者表示，之前對
中華武術的印象是老土、古板，
「只是男仔玩的東西」 。但了解
過後，認為女仔也可學詠春。她
直指最喜歡拍攝環節，因為師傅
的動作 「好型」 。她還建議師傅
們多在Instagram、小紅書等社
交平台發布教學影片， 「這些都
是年輕人常玩的App」 。

培養維護社會治安意識
明愛莊月明中學校長彭耀鈞

也是詠春 「發燒友」 。作為葉問
長子葉準師傅的入室弟子，已學
詠春二十幾年。他認為詠春是一
門具備多元特質與好處的學問，
不僅可以融入到體育科，還可以
融入到其他科目當中。 「學功夫
從來都是為了保家衛國、鋤強扶
弱，而不是去認叻。」 他更認為

學習詠春有助學生培養維護社會
治安與國家安全的意識。

彭耀鈞強調，詠春並非 「死
記硬背」 ，而是在基於原則的自
由發揮。 「詠春的應用意識較
重，不是出A招就可以用B招破
解，是需要隨時解難，所以很適
合新世代的教育。」 彭耀鈞續
指，小時候見到李小龍的中國功
夫好厲害，自己都會有份自豪
感，讓學生認識到中華武術的魅
力，亦有助推動國民教育。

女仔也可學詠春

▲葉港超和李煜昌師傅進行 「黐手」 示範，學生們在旁拍攝學習。

打破框框

▲詠春體育會研發的5G詠春系統可以遙距教學。

▲兩位詠春師傅到校，向明愛莊月明中學的學生教授詠春。

▲李家文希望改變外
界對詠春的刻板印
象。

▲彭耀鈞校長計劃將
詠春融入學生的教學
課程中。

▲蘇雅琳同學參加活
動後，認為女仔也可
以學詠春。

▲李煜昌師傅示範使用木人樁練習詠春拳，他認為科技可以成為傳播詠春文化的橋樑。▲葉港超師傅使用附感應器的木人樁向學生示範。這套系統可在網絡另一端實時觀察學員動作是否正確。

從詠春的虛擬境界、傳承與保育，再到中華武術與體育文化傳播
等，李家文已開展多個詠春研究項目。自小 「男仔頭」 的她，早就對詠
春產生興趣，十年前更拜葉問徒孫楊永勣為師，到當時位於佐敦的拳館
學習詠春。李家文憶述： 「第一次去到拳館才發現，無人會在意你是教
授或者是貨車司機，大家上課都不會戴手錶或戒指。」 她很喜歡這種拳
館文化，因為大家都懂得尊師重道，關係亦簡單到就像一家人，十分難
得。

學生認真拍照深入研究動作
2021年，在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下，李家文帶領團隊製作了一款

以人工智能技術追蹤及分析動作的 「虛擬詠春學習系統」 （下稱：AI詠
春）。透過這個系統，學生們不僅能了解到詠春的流播，亦可以學習到
詠春的基礎套路 「小念頭」 。李家文介紹，AI詠春可以對學生的表現評
分，提升對詠春的學習興趣。她還表示，目前正在進行的中華武術與體
育文化傳播項目亦會引入AI詠春，讓中小學生在體驗營活動中學習打
拳。

中華武術與體育文化傳播項目，主要探討中華武術在香港及世界所
面臨的機遇及體育文化傳播的發展方向，研究已踏入第二年。該項目除
結合文獻資料研究中華武術的傳播演變模式，亦透過開展多元化的活動
在校園推廣中華武術。明愛莊月明中學便是這個項目的協作學校之一。

近期，李家文團隊到該校開展 「專業攝影師與武術家到校指導計
劃」 ，透過詠春照片拍攝教學讓學生增加對中華武術的了解和興趣，葉
港超師傅和李煜昌師傅到場進行動作展示。李家文提到， 「其實六歲的
細路仔都識得用相機影相」 ，但拍攝不同主題的照片有不同的講究，例
如構圖、色調等。她續指，拍攝師傅打詠春拳的照片亦有門路，譬如師
傅沒有打完這一招就不可以拍攝。因為這種照片若是 「出咗街」 ，師傅
就可能被質疑 「點解會打成咁」 。李煜昌認為這是關乎尊重的問題，因
為 「被你拍攝的人，你應該問問他的意見」 。

活動當日，李煜昌帶來詠春體育會在通訊事務管理局資助下研發的
5G詠春系統。透過攝像頭、木人樁感應器等部件，師傅可以在網絡的另
一端實時觀察徒弟的動作是否正確，例如有無 「轉馬」 、 「埋踭」 ，力
度大還是小。李煜昌坦言，雖然詠春最好都是面對面交流、手把手教
導，但這套系統可以突破地域限制，起到輔助作用，讓更多同門 「繼續
燃燒嗰團火」 。

葉港超：新包裝讓更多人接受
在場的葉港超透露，自己最初對新形式很抗拒，但直至與李家文團

隊合作，見到很多學生玩AI詠春時，態度有了大轉變。葉港超認為，詠
春文化最重要是傳承。 「希望將以前的東西一路落去，用不同的包裝讓
不同的人接受。」 加入新科技元素，可以在這個 「太精彩」 的世代提升
年輕人對詠春的興趣。

葉港超認為，傳承詠春文化應要 「播多些種子，唔好理結果先」 。
與李家文團隊合作過程中，最驚喜的是見到同學們的變化。 「有些同學
一開始問的問題都是圍繞葉問電影，或是否可以一個打十個之類。」 但
真正了解詠春文化後，他們會主動問如何發力，如何達到師傅的程度
等，這讓葉港超意識到親身播下一粒種子的重要性。

據了解，李家文團隊會透過構建數碼檔案資料庫、出版書籍及開辦
攝影展覽、體育文化傳播工作坊等形式來呈現研究成果。團隊於本月亦
舉辦為期4日的體驗營活動，主要面向協作學校的學生，同時開放部分
名額給公眾。李家文透露，報名情況火爆，已有十多間學校報名，有些
學校還直接 「包場」 ，參與學生人數預計超過一千名。

「葉問系列」 電影近年熱播，令
全球掀起功夫熱潮。除了透過商業電
影帶動，香港學界近年亦有團隊以另
一種方式推動詠春文化，邀請葉問詠
春後人以新科技把中華武術帶入校
園，提升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興趣。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專業應用副教授
李家文博士10年前與詠春結緣，拜師楊永勣師傅門下。她近
年圍繞詠春進行研究，與葉問長孫葉港超師傅、葉問次子葉
正入室弟子兼詠春體育會主席李煜昌師傅等人合作，透過人
工智能（AI）、VR等科技，讓中華武術
呈現新的活力。

李家文表示，希望透過一系列活動
改變年輕人對中華武術的刻板印象，起
碼 「不會覺得好老土」 ，期望他們可以
當成一種 「基礎知識」 去了解。

大公報記者 廖敏烔（文） 麥潤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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