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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周永祥调入高校，成为山师体育系的一
名教师。他恪守传授武艺原则，一直未变。条件最艰苦的时候，
他除了练武，还坚持编写参考资料、武术教材。他笔耕不辍，发
表论文、出版专著，一直整理挖掘传统武术，在武术教学、训
练、科研、竞赛和武术对外推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周永祥一生笔耕不止，从上世纪
60年代开始，除了多次参加全国高等
师范院校武术教材的编写和编审工作
之外，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还发
表了多篇论文，出版了两部专著，编
写了14册《武术参考资料》，整理挖
掘传统武术套路60余套。其中《中国
形意拳》《梅花螳螂拳》分别由南海
出版公司和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小
五手、连五掌、擒拿术、扑按、太乙
腿法、孙膑六十四手、孙膑九十六
手、埋伏拳等类别的武学文章先后在
国家级大型刊物《武林》《体育之
春》《体育世界》《精武》等刊物上
发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周永祥有一本功夫笔记——— 《技
击辑要》，对太极拳、孙膑拳、潭
腿、少林八式、查拳、炮拳、螳螂
拳、形意拳、短打、枪法、戚门十三
剑、五虎群羊棍以及一些运动药方等
进行了记录与总结。
  作为武术教育工作者，周永祥还
担任了许多武术比赛的裁判。如担任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的武术摔跤比赛
裁判、1964年全国十九单位武术暨射
箭锦标赛的武术裁判、1978年全国武
术比赛的裁判、1980年全国武术裁
判、1984年全国武术邀请赛裁判、1986
年鲁屏杯全国武术比赛仲裁等等，为
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周永祥经常告诫学生：武术裁判
在执裁时，必须做到严肃、认真、公
正、准确，不能偏向任何一方，即使
在比赛之前就对运动员的实力有所了
解，或在比赛中局势比较明显的情况
下，也绝不能在心中对比赛的结果下
定论。因为在比赛结束前，谁都不知
道结果会是怎样，这就是比赛的魅力
所在。如果提前在心中下了结论，在
比赛成绩的打分过程中，势必影响给
出的分值，影响运动员的真实成绩。
这些是每个裁判应该谨记的。
  1999年，周永祥退休13年后被国
家体委授予武术八段称号，他曾任全
国武术协会委员、山东省武术协会名
誉主席、济南市武术协会主席、全国
高等学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
  周永祥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从
事武术事业60多年，为中国武术的发
展呕心沥血，是武术普及和武术走进
高校的主要奠基人，在武术教学、训
练、科研、竞赛和武术对外推广方面
都做了大量工作，为发扬中华武术
作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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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耕不辍著述颇丰

整理挖掘传统武术

  1959年，周永祥调入刚刚成立
的山东体育学院工作，开启了自己
武术教育的新生活。1962年，他由
山东体育学院转至山东师范学院体
育系任教。
  除了自身精研武艺外，周永祥
还将所学武艺传于后学者，并恪守
传武之道。周永祥的儿子周国干回
忆，他和母亲刚到青岛时，一家人
租住在青岛海泊路23号一间只有18
平方米的房子里，这么小的空间里
住着一家五口，周永祥硬是隔出近

三分之二的空间，用于练拳、教
拳、推手等活动。练拳时，周永祥
打趣说“拳打卧牛之地”。周永祥
每天早上带着儿子出去义务教拳，
最初在观象山南麓一块场地，后来
搬到浙江路一个华侨的私人网球
场。那时，来习武的少则十几人，
多则五六十人甚至上百人，刀、
枪、剑、棍满场飞舞，还有扔沙袋
的，不少人在一旁观看。
  虽然当时家里很穷，全靠周永
祥在印刷厂三块大洋的工资和妻子

为人浆洗缝补衣服所得为生，但周
永祥仍坚持教拳不收费。实际上，
那时早就有拳师教场子收钱的，而
他却说“收钱就变味了”。由此可
见，周永祥对自古流传下来的传授
武艺原则的恪守，从其青年时期一
直到终老，从未改变。
  周永祥视武术为生命，经常四
处寻师访友博采众长，深思精研，
苦学不辍。他虽是国术馆毕业出身
的“学院派”，但其一身功夫可以
说艺兼众门。

  从事教师行业之后，周永祥更
加严以律己，低调为人，廉洁从
事，甚至苛刻到不近人情的程度，
在为人师表方面，称得上楷模。
  1961年周国干去青岛结婚，父
亲周永祥说学校在办训练班，不能
请假。这对新婚夫妇从青岛回来看
他时，恰好在学校的五排房门口碰
到他，他却说：“我要上课！”就
直奔操场去了。真可谓公而不顾
私，害得周国干跟妻子好一番解
释，最后说：“他就是这样的人。”
  在山师五排房住的那段日子是
周永祥生活最艰苦的时候，周国干
每次去济南看他，他不是在屋里练

拳，就是趴在土造的幻灯上画
动画图，有时还让周国干
帮忙。周永祥吃饭总是

就着咸菜吃面条，面条不够时就多
放水，泡馒头。一个月下来，儿子
拿过来的豆瓣酱还有一多半，问他
时他却说：“吃两口就够了。”正
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周永祥编写了
许多武术参考资料、武术教材。
  周国干说，父亲对武术由热爱
转变到痴迷，苦练、收集、传
授……武术成了他一生的事业，成
了他的生活，甚至成了他一生的
“唯一”。
  那时的周永祥不仅带体育系的
学生，而且对于其他系喜爱武术的
学生，也毫无保留，耐心辅导。山
师外语系65级的张双印从1965年就
跟随周永祥习练少林拳械。1975年
后到青岛工作，又跟随周永福练习
太极拳、六合八法等。前前后后历

经50余载。他说，两位恩师一生耿
直忠厚、仁义待人，不媚上不欺
生，不妄言他人他事，高风亮节，
令人敬仰。恩师德高艺精，从无门
户偏见，他们常说：“功夫有高
低，但拳没好坏之分。”青岛很多
武师都愿向周永祥讨教太极拳推手
之奥秒。
  周永祥调入山东师范学院正想
大展身手之际，“文化大革命”开
始了。1966年至1972年，山师体育
系被迫停止招生，但周永祥并没有
放下心爱的武术事业。1970年，周
永祥60岁，但学校并没有让其退
休，直到1986年才让他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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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祥在认真备课。周永祥编写的部分武术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