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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出生的束沁航，从上幼
儿园大班开始就跟着爷爷习拳。

“上小学的时候早上 7 点 40 到校，
我 6点起床，跟着爷爷锻炼 1小时，
再吃早饭去上学。”

2016 年，他自主创业开拳击
馆。尽管年龄不大，但已经是国家
裁判员和中国职业拳击裁判。

作为一名90后，他早就拥有自
己的拳击手套。随着年龄增长，换
大小与自己的手相配套的手套对
他来说是很正常的事。

他的拳馆里不仅有标准的拳
台、有各种训练设备，他还经常去
国外拜师取经，学习国外先进拳击
技术和理念。“放眼世界才能学到
更多的东西。”

多年坚持运动，养成了他自律
的习惯。成为教练后，他仍然每天
坚持打拳两小时，一周至少练 5

次。“作为一名拳击教练，自己的动
作不能有毛病。”

现在，喜欢拳击运动的人越来
越多。“拳击运动是手脑并重、全身
活动的运动项目。躲闪、击沙包等
拳击练习能让心脏、力量、手臂、腿
部等同时得到锻炼，击打也有助于
释放压力。”到他的拳馆里学拳的
人有男有女，还有“老外”。“各个年
龄段的都有，最小的4岁，年纪最大
的就是个64岁的‘老外’，来自俄罗
斯。”

说起爷爷，小束说，尽管爷爷
已经70多岁了，一手好拳仍然无人
能比。他说不仅自己打不过爷爷，

“前年我的小叔叔跟爷爷对打过一
次，被爷爷打翻在地，半天爬不起
来”。在小束心目中，爷爷不仅拳
术好，拳品好，“爷爷做人也是一流
的，重感情讲义气，一身正气”。

2018年 6月 16日晚，在北固山
下栈桥附近，束沁航救起一名落水
者。当天晚 11 点 15 分左右，束沁
航和朋友在滨水路散步。走到栈
桥附近时，忽然听到“扑通”一声，
随即听到有人喊“有人跳水了”。
他们沿着护栏寻找，发现落水者是
名女子。束沁航翻过护栏，一手抓
护栏一手伸向水面拽落水者。“我
拉到了人，和从远处赶来帮忙的人
一起将女孩救上岸。”

对于出手救人，小束说这是因
为他一直谨记爷爷的教导：“习武
除了强身健体，还要懂得仗义助
人。”他说自己一辈子要以爷爷为
榜样，把拳击事业传承下去，“通过
培训，普及和重点培养相结合，让
更多的人爱上拳击运动。”

（记者 马彦如）

走进位
于市区贺家
弄的一家拳
击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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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排大大
小小的拳击
手套，悬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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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才和孙子
束沁航祖孙
二人传承拳
击梦想的地
方。

30 多
年来，热爱
拳击运动的
束恒才一家
三代不仅自
家传承，还
倾力普及推
广 这 项 运
动。这也从
一个侧面反
映了体育运
动 不 断 普
及、市民体
质不断增强
的过程。

从自家传承到设馆普及推广

束恒才祖孙三代的拳击世界
祖父束恒才

43岁迷上“勇敢者的运动”
正在辅导学员的束恒才，一边

腾挪着交叉步，一边演示着出拳动
作。无论是说话还是出拳，干脆利
落。

出生于 1943 年的束恒才是我
国恢复拳击运动之后第一批裁判
员及教练员。爱上拳击运动，得从
30年前说起。

年轻时的老束就喜欢运动，练
过杠铃，玩过石锁，尤喜中国式摔
跤。那时条件艰苦，没有石锁，他
就找来 25公斤的砝码代替。没有
摔跤衣，就用帆布工作服代替。

43岁那年，拳击运动的大门才
向束恒才打开。1986年 3月，中国
正式恢复了拳击运动。有运动基
础和摔跤经验的老束被市体委送
到省里参加拳击裁判员和教练员
的培训，开始接受正规训练。他立

刻迷上了这项“勇敢者的运动”。
当时条件相当艰苦。上世纪

80年代，镇江连一副拳击手套都买
不到，只能用普通的棉手套代替。
老束说：“棉手套打人特别疼，我那
会儿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没有
手靶，就直接用手拳接拳。“头盔、
护齿、护档等保护性的器材一样都
没有。”

即使条件如此，通过刻苦训
练，束恒才的拳击技术大有长进，
达到专业水平。只是，超龄的他已
不能站上拳台比赛。但是，他成了
一名拳击教练员。

“当时镇江搞拳击培训的普及
班，来报名的人多得运动场都站不
下。”白天，他带领大家在老体育馆
边上的露天溜冰场训练，晚上则在
体育场里竹棚搭成的排球房训练。

江苏省首届拳击冠军锦标赛
在徐州举办，束恒才作为主裁判清
楚地记得当时激烈的竞争场面。

“所有的位子坐满了人，走道、过道
都站满了人，双方运动员激烈搏击
后，呐喊声、加油声、敲锣声太响，
我连三分钟计时都没听到，看到裁
判席上打手势，才赶紧喊停。”由他
执教的以武警战士为主要队员的
镇江市拳击队，在首届省拳击锦标
赛中获团体总分第三名。到第二
届第三届时，则荣获团体总分第一
名的好成绩。

执教十多年，他为镇江培养了
一大批拳击运动爱好者和运动员。

“杨明华，两次获51公斤江苏省拳击
锦标赛冠军。孙正松，获60公斤江
苏省拳击锦标赛冠军。沈文东，获
67公斤江苏省拳击锦标赛冠军。”

习拳多年，造就了束恒才果
敢、正直的性格。10 多年前，他在
小区遇到一名小偷，立刻上前制
止。“小偷很有力气，但我一个反关
节擒拿就将他拿下了。这事之后，
小区大半年没再闹过小偷。”

今年三月，老束跟朋友去香港
旅游，在一家购物店，保安拦着不
让他们出门。老束上前对保安说，

“我们参加的是零购物团，你没有
权利限制我们的自由。如果发生
暴力冲突，你要负责。”看到他如此
强硬，保安乖乖地把门打开了。

古稀之年的老束依旧保持着
一颗对拳击热爱的心，孜孜不倦教
导后辈。他认为，充满阳刚之气的
拳击运动不仅是“力量”的比拼，更
是“智慧”的较量，展现的是永不服
输的精神。

父亲束斌

把拳击运动带到部队
相比父亲束恒才，在市公安局

工作的束斌要显得沉稳许多。
1965年出生的束斌，自小跟父

亲习武。高中毕业后参加空军，服
役16年。

初中时，束斌最大的梦想就是
有一副自己的拳击手套。他记

得，父亲的第一副拳击手套是特地
到上海买的，“一副手套 30.8元，他
那时工资只有 40多元。”这副在当
年堪称“奢侈品”的拳击套被老束
当成宝贝。“睡觉时我父亲都把它
放在枕头边。”束斌只能趁父亲不
在时偷偷戴上过把瘾。可惜，宝贝
利用率太高，手套很快打散。“父亲
缝缝补补接着用，直到彻底打烂。”

到部队后，束斌每次回家探
亲，父子俩常常过招交流。束斌还
把拳击运动带到部队。“很多战友
在当时都没接触过拳击运动，他们
见了都特别喜欢。”这些战友在退

伍回家时又多了一项体育技
能。

对于从小锻炼给自己带
来的帮助，束斌深有体会：“参
加空军入伍时的体检就比普通

征兵体检要求严格，在部队也必须
要有良好的体质才能更好地训
练。”他认为，“锻炼让人有顽强的
意志，有再大的困难也不怕，都能
克服。”

转业后，他先后在派出所、刑
警队工作，体能同样重要。“处理紧
急情况，抓捕犯罪嫌疑人时都能派
上用场。”他说，“只要我出手，一般
犯罪嫌疑人都没机会反抗。”

十多年前，他所在的派出所得
到情报，京畿路一条巷子里有贩毒
交易。束斌跟同事赶到现场，贩毒
人员发现苗头不对拔腿就跑。束
斌一个箭步追过去，还有几米远的
时候飞身扑上，将对方扑倒在地。

“当时他手上拿着几包毒品，正准
备扔掉，毁灭证据。”

多年来，束斌养成锻炼的好习

惯，每周都要运动几次。他说，“曲
不离口，拳不离手”，没事时他常会
找个空地把基本拳法步法练一练。

对儿子束沁航创业开拳击馆，
束斌表示十分支持，“拳击是父亲
热爱一生的事业，我希望能在我儿
子的手上传承下去。”

儿子束沁航

创业开办拳击馆的9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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