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马文 图/本报记者 杨光

一
心意六合拳是我国古老的三大内家拳

之一，即心意六合拳 （心意拳）、太极拳、
八卦掌。宋代名将岳飞被尊为心意六合拳
的创始人。心意六合，顾名思义，就是行
拳和击技时要重心意，求六合，即以心行
意、以意导气、以气运身；身一动要六
合，即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
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内外六
合要以心意指挥，以神气贯通。此拳练起
来，如猛虎下山，势如破竹，又如蛟龙出
海，游刃有余。心意六合拳在海内外久负
盛名，民间流传有“十年太极不出门，一
年心意打死人”的说法。

有传说认为，心意六合拳是岳飞在郾
城大捷中为大破敌兵所创。“岳家枪”杀得
金兵丢盔弃甲，但徒手相交时，岳家军不
免落了下风。于是，岳飞冥思苦想，将

“岳家枪”加以演变，脱枪为拳，拳术吸收
了“岳家枪”变幻莫测的特点，独创一套

“心到意到，意到气到，气到拳到”的拳
法，时称心意拳。因为是出于要在短时间
出效果、为搏击格斗而创，所以此拳动作
简单，易学易练，但又刚猛狠毒，奇快无
比，变化无穷。他将此拳用来训练“岳家
军”将佐，结果用在实战上，入侵的金兵
被打得闻风丧胆。岳飞被害后，心意拳随
之销声匿迹，习者皆隐于山林，鲜有所传。

后来，据说，明末清初山西人姬际
可，访名师于终南山，受到高人指点，得

《岳武穆拳谱》，磨炼数载，尽得其妙，并
将其发扬光大，形成独特的拳术，名为

“心意六合拳”。姬际可因为反清复明，被
清廷通缉，曾隐居于少林寺和深山老林十
年之久。后洛阳人马学礼在山中放羊歇
脚，忽见一老者身高六尺、长髯飘飘，目
朗神健，习练拳术，刚猛狠快，于是拜师
求学。老者见他体貌非凡，与之交谈能对
答如流，便决定收其为徒。马学礼学拳心
领神会，勤学苦练，尽得其妙。但老者隐
姓埋名，只对他说：“你要刻苦练功，十年
后可到少林寺去试功。”说完飘然而去，不
知所踪。马学礼苦练十年后遵师命到少林
寺试功，居然能打出山门，功夫果然了
得。少林主持见状笑曰：“你是何人，在哪
里学的功夫？”马学礼上前施礼并作了回
答。主持曰：“我与你师关系甚好，你师早
说十年后你会来试功，你功已成可以回去
发展。”马学礼谢过主持后，返回故里，又
传授给临颍繁城镇人马三元，马三元传孙
河传丁四传吕金梁传吕青魁，后又传至舞
阳北舞渡人吕瑞芳，吕瑞芳又传给李洳
波。李洳波已是第八代传承人，但仅有少
数人习练。之所以难以广为流传，是由于
此拳历代择徒慎严，有“宁可失传，不可
乱传”之说。有句打油诗说：“心意自古无
双传，无穷奥妙在期间，劝君莫传无义
汉，免灾少难保平安。”也有“精养灵根气
养神，元阳不变见天真，丹田练就无价
宝，万两黄金不予人”之说。

三十年前，我和李洳波是老邻居，只
知道他经常去河堤上锻炼。后来由于搬
迁，一别三十年，我只是偶尔想起打听一
下他的行踪，并没有再联系。一次，我偶
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他的文章，说他
是心意六合拳代表性传承人，我市的心意
六合拳能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为漯河增
光添彩，正是由于李洳波的持之以恒和积
极推广，心意六合拳在漯河也得到了很好
的发展，成为当地一张城市名片，漯河市
政府还建了心意六合拳广场，很多机关、
学校等都纷纷加入心意六合拳的习练中。

于是，为他欣喜并高兴的我，千方百
计打听到他的联系方式和住址，满怀兴趣
地拜访了他，但见到他确实不容易。几十
年来，他走南闯北，授徒数百人，学员数
万人，经常与人切磋，一年倒有半年不在
家。他家的布置虽然简朴，但习武之风甚
浓，只见屋里端端正正设有心意六合拳的
祖师爷岳飞的挂像，墙上挂着各地武术大
师为他题的词，如少林方丈题的“少林法
脉 武穆遗风”，武当山内家祖庭洞天真人
题的“武林神勇”，武术届领导题匾和各地
的感谢匾，还有他在各地的表演照片等。

二
1949年9月10日，襄城县颍桥乡西大

路李村，李洳波出生，父母亲含辛茹苦地
把他拉扯到三岁，但李洳波的身材依然比
同龄孩子矮小，在村里玩耍时，常常受其
他孩子的欺负。七岁那年，李洳波该上小
学了，父亲在襄城县烟厂工作，为了照顾
他上学，母亲也从农村搬到城里西街一间

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居住。李洳波在附近的
月牙池小学上学，总有些顽皮孩子欺负他
个子小，这时的李洳波虽然身材瘦小，但
格外灵活，爆发力和协调性非常好，和大
孩子动起手来，竟然不落下风。

读三年级时的一次放学路上，李洳波
路过一家院子，听见里面传出叮叮当当的
铁器撞击声，他很好奇，就爬到矮墙上
看。他看到院子里有的人拿着长矛大刀在
练武，有的人在表演拳术，非常热闹。他
看得入了迷，以致回家晚了，还挨了顿
打。但每逢那里练武时，他都忍不住继续
偷偷观看。回家后，还按他们的架势比画
起来。

李洳波 13 岁时，漯河市成立武术队，
回族拳师吕瑞芳发现这个矮个子孩子喜爱
武术，有一股子不服输的顽强精神，而且
为人忠厚，谦虚好学，于是打破只在回族
中传授心意六合拳的行规，挑中了他这个
汉族小伙子，并破例收他为入门弟子，习
练查拳和形意拳，还关门偷偷传授他心意
六合拳。李洳波又先后拜太极拳大家王培
生、李廷芳为师学习吴式太极拳，以便和
心意六合拳相得益彰，取长补短。从此，
李洳波踏上了一条习武之路，无论春夏秋
冬，他都废寝忘食、闻鸡起舞、持之以恒。

每天早晨四点钟，都可以看到沙河畔
的一片水杉林里，李洳波身着白色练功服
在聚精会神地练习心意六合拳的身影。

三
李洳波说：“练功的目的，应该是强身

健体，修身养性，保健养身，自卫防袭，
必要时为保家卫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他不仅自己勤学苦练，十几年来，李
洳波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授徒数百人，
凡入他门下的徒弟，都要起誓遵守“忠于
祖国，热爱人民；孝敬父母，尊敬老师；
勤学苦练，不图虚名；博采众长，融会贯
通；文明礼貌，诚恳待人；遵纪守法，见
义勇为”的门规师训。

李洳波不仅传授心意六合拳拳法，更
传授心意六合拳的文化精神。他认为中国
传统武术文化博大精深，充分体现了天人
合一、阴阳平衡互易、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的中华民族古典传统的哲学思想，是中华
民族最具生命力、最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
的瑰宝之一。深得心意六合拳精髓的李洳
波时常教导弟子们，学了功夫不要到处炫
耀，更不能乱欺负人；学拳是为了健身与
防身、保家卫国的，不到万不得已，千万
不要用来打人，不要以为自己学了拳就了
不起，切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要具备
得和平之理，会和平之情，顺其自然，能
屈能伸、能弱能强、能进能退、能柔能刚
的心胸。

谈起心意六合拳的健身功用，李洳波
说：“心意拳动作简单，没有整套的套路，
都是单式练习，每一个动作为一把，不论
年龄老幼、场地大小都可盘练。不论练功
还是健身，今天学一个动作，今天就可以
练习。年轻人练拳，可快如闪电，动如炮
崩，活动量很大；老年人健身可慢如抽
丝，细心品味，但皆要求以心行气，以气
运身，意念支配动作，周身协调配合，修
身养性，专心练拳而忘掉一切私心杂念。”
正是李洳波持之以恒的宣传和教学，心意
六合拳在漯河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李洳波深知，要想把心意六合拳发扬
光大，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年已古稀的他
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不懈地努
力着，也要求徒弟们以此为己任。在市
委、市政府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李洳波
带领弟子们大力开展“心意拳六进 （进校
园、进社区、进机关、进农村、进部队、
进公安） ”活动，习练的人员已达数万
人。李洳波深知，弘扬心意六合拳文化这
条路没有尽头，但是只要始终在路上，心
意六合拳文化就能发扬光大。

2008年，在李洳波和弟子的共同努力
下，心意六合拳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李洳波也被
授予国家级心意六合拳代表性传承人。

四
1991年，日本心意六合拳爱好者专门

组团赴漯河访问吕瑞芳大师，到我市学习
心意六合拳。当时日本代表团一行十多人
在中国学习了半个多月，探访、考察、学

习心意六合拳，归国后仍意犹未尽，随团
而来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全日本武术
协会会长松田隆智先生回国后，在日本

《武术》杂志发表了学习的全过程，并在杂
志封面写出“心意六合拳是中国武术之核
心”的字样。杂志封面就是吕瑞芳大师的
照片。随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新加坡等国的代表团也多次慕名前来漯河
市学习心意六合拳。随着自身造诣的不断
加深，李洳波越来越觉得心意六合拳秘不
外传的封闭保守局面亟须打破。于是，他
继吕瑞芳老师之后，开始不辞辛苦地奔走
于全国各地武术界，最终取得了国内心意
六合拳各支派传人的支持。

1999年12月，在李洳波的召集下，来
自江西、江苏、安徽、北京等的50多位心
意六合拳不同师承分支的传人，汇聚漯
河，举行了全国第一届心意六合拳研讨
会，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家的心意拳爱好
者也闻讯赶赴盛会。各地心意六合拳传承
者一致认为，必须打破封闭保守的局面，
在重视武德、严格择徒的原则下，大力宣
传，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心意六合拳是我国
传统武术文化中的一块瑰宝，必须发扬光
大。

2000 年 8 月，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
下，在市体育局、武术协会的大力筹备
下，全国首届心意六合拳交流大会在漯河
举行。会上，代表们互相观摩、互相切
磋，了解各地心意六合拳发展传播的情
况。这次会议使心意六合拳成为继太极
拳、少林拳之后河南的又一大名拳，形成
了“全国心意拳看河南，河南心意拳看漯
河”的格局。

2002年，人民体育出版社举办了“中
华传统武术展现工程”活动，李洳波作为
心意六合拳的代表人物，应邀参加了演练
和讲解，心意把、四把捶、十大真形、六
合刀等心意六合拳内容被制作成一套四碟
影像资料在国内外公开发行。为了更好地
传承心意六合拳，李洳波殚精竭虑，写出
了两本图文并茂的心意六合拳专著，一本
是24万字的《心意六合拳》，一本是36万
字的《河南心意六合拳》，两书被列入《国
术丛书》在全国发行，填补了心意六合拳
没有文字资料的空白。此书系统地对心意
把、四把捶、十大真形、六合刀等心意六
合拳主要内容做了介绍。他写此书的目
的，是考虑到心意六合拳长期处于封闭保
守状态，许多拳师都是言传身授，没有整
理过系统拳谱的实际情况，于是夜以继
日，历时数月而写成。

2002年和2004年，相继成功地在漯河
举行了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心意六合拳交
流大会，彻底打破了心意拳 400 年来很少
交流的封闭局面。

2010年，漯河市政府特意在风景秀丽
的沙澧河风景区提供了广阔的训练场地，
李洳波师徒及心意六合拳爱好者从泰山拉
回一块巨大的泰山石，在此树立起“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心意六合拳”的标志。

2016 年 10 月 21 日至 23 日，2016 年首
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心意六合拳展演
大会在漯河市第四高级中学成功举办，与
会武术名家还就心意六合拳今后如何发展
充分进行了交流。

2018 年 10 月 26 日至 28 日，河南省武
术协会在漯河市举办了“2018·漯河”心
意六合拳大赛。

2019年8月10日至11日，应马来西亚
吉隆坡武术总会邀请，李洳波率领漯河市
武术协会组队参加第五届马来西亚国际武
术节，这是漯河市武术协会首次以武协的
名义单独组队走出国门，漯河市武协有12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获得五金五银四铜的
好成绩。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漯河市文化名片之一的心意六合拳也
亮相赛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心意六
合拳传承人李洳波在赛场对心意六合拳进
行了精彩展示，受到观众瞩目。同时，李
洳波也积极参加竞技比赛，并获得金牌。
同年，李洳波也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全
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

目前，心意六合拳在全球范围内得到
广泛传播，已成为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漯河市是心意六合拳的发祥地，
此拳又是漯河市唯一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因此要进一步挖掘它、爱护
它、发扬它，使这张城市名片熠熠生辉。

心意六合 源远流长

■特约撰稿人 邢德安
认识赵根蒂，缘于三年前的一

次下乡采风活动，由于彼此还不是
太熟悉，一路上也没过多的交谈。
不过，从他那不多的话语里听得出
来，他是一位文学造诣颇深，且思
维敏捷、情感细腻的人。之后，随
着交往机会的增多，我更加证实了
这一点。因为勤奋，他不断有佳作
见诸报端。我们都是文学爱好者，
又同在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读书会
微信群里，所以，读他的作品也慢
慢多起来，其文风诗韵渐渐融入我
的心间。

赵根蒂自 1998 年起，开始在
《漯河日报》 文艺副刊上发表作
品，那时主要写散文，后来又开始
诗歌创作。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
他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不浮夸
奢华，不趋炎附势，不追求高大
上，总是从身边最普通的那些日常
琐碎着手，总是从那些最普通、最
平凡的人和事写起，于小处见大。

很多时候，在别人看来不过是
生活中一件平平淡淡的小事物，但
在他诗中，却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与
扩展。那些深邃的哲思和感悟，就
在这些土得掉渣、不值一提的事物
上一挥而就。

在 《清晨起来洗杯子》 一诗
中：“夜还在窗外没醒/茶栅上一只
茶壶、两只茶盅/有点像咱俩静静
地坐着/从昨宵一直聊到天明/还有
些普洱/微微的红在杯底/是一些没
尽兴的话语/尚在燃烧……”寥寥
数语，一幅恋恋不舍、深夜品茗的
画面就生动地浮现，次日洗杯时，
却又由杯底普洱的残红联想起老友
的深情厚谊。

《蒲公英》一诗，是他晨练回
来穿过早市时，看到街边有人在卖
蒲公英，不由想起自己患咽炎时，
常喝母亲挖的蒲公英泡的茶水而康

复的细节，怀念母亲的同时，也得
出“尘世躁浮、风邪气浊/也许正
需几棵蒲公英/清热解毒、消炎去
火”的生活结论。

诗歌《小城风景》中：“环卫
工人们聚到一起来/蹲坐成橘红的

‘一’字……他们坐在街边/给这个
热闹的小城/浓墨重彩地画了一
笔。”他没有用“城市美容师”和

“靓丽的风景线”这些惯用词语来
形容城市环卫工的辛苦劳作，而是
用“蹲坐成橘红的‘一’字”、吃
早餐”给小城“浓墨重彩地画了一
笔”，就道出了环卫工们每天吃着
简单的早餐，不怕脏苦累、无怨无
悔的奉献精神。

散文《心怀锦绣》通过一些看
似普通的仙人类植物绽放的美丽花
朵，赞颂了那些在平凡工作岗位上
的老师和其他劳动者，随遇而安，
努力工作，不求闻达，“只要在阳
光下努力的生长，时光终会给它们
一件最美的衣裳”。

散文《白鞋之悟》，是他通过
白鞋的穿与洗，用一些方法来保证
白鞋不致发黄的一件生活小事，揭
示出如何保持人品温润高洁的哲
理。《板凳人生》 是他在晨练时，
看到一位朋友随身携带了一把小板
凳，就想到了人生的奔波劳累中，
要且走且休且欣赏一路的风光，方
可体味美好生活的真谛。

散文《空姐不空》一文中，一
改大家对美丽空姐的世俗观念，通
过飞机上空姐辛苦而热情周到的服
务，使读者明白，其实漂亮的空姐
也只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劳动者。

有些事，有些人，虽然那么平
凡，却更真实，更贴近生活，更能
引起读者共鸣，更能深入人心。他
的诗与散文大多都是如此得来，日
常生活场景中的细小情节，底层草
根普通而平凡的生活与工作片断，
蕴含着发人深省的生活哲理。

他写得最多的题材是大自然。
万水千山、一枝一叶总关情，他本
人也特别喜欢山水花草，常感觉每
一株花草都如一类人、一种品格，
映照出世人真实的生活。

春来时，“我就在窗外轻喊紫
玉兰/来时，一定要花枝招展/别辜
负了/我痴心一片”。夏到来，他心
里的话被“高高挂起的红色小喇
叭/迎着风、唱出来”。秋风里，

“这落日余晖里宁静美好的五角金
星/其实并不在意/还能不能结上几
只南瓜”。冬日里还是一场大雪更
美，“太阳熄了光阴/天空呼呼啦
啦/拉一层厚厚的棉被盖上/世界就
安静了/醒来后/人间起死回生/从
零开始/人之初/性本善”。

他说散文与诗歌相比，他更喜
欢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生活中的细小片断，散文写来需较

多篇幅，但诗歌用寥寥数语即可表
达。他常在生活中截取一个小画
面，蕴酿成一首诗，让人读后觉得
心里有，却没想到原来哲理就在这
细小而简单的生活里。比如 《高
枕》：“睡觉时/我要垫一个高些的
枕头/才觉得舒服/才没有了那种一
头栽下去的感觉/其实我也不知道/
这是不是就叫高枕无忧/我只是想
在尘世行走/总忍不住低头哈腰/那
么在梦里/就昂首挺胸活着吧。”活
在世俗，我们难免为了生活摧眉折
腰，不得开心颜，在梦里，我们都
希望自己能昂首挺胸地活着，他写
出了大多数人内心的真实渴望。

他把写作看成生活的一部分，
有感而发，记日记一样写下来，最
不擅长命题作文。他投稿和发表过
的作品，在他写过的文字中只占很
少一部分。他以独自开在阳台上的

《韭菜莲》自喻：“要放假了/这一
周/它只能默默无闻/独自芬芳了/
不过/我知道/它才不会在乎自己的
美丽/有没人喝彩/是发表在田野/
还是窗台。”

他的QQ空间名字就叫“心情
日记”，在签名档里他写道：“我只
是用分行的形式来记录我的平凡生
活，是不是诗，且不管它。”他更
多的分行文字只是一种生活的记
录，是日常生活的实际写照，吃喝
拉撒、油盐酱醋、街头巷尾、家长
里短、风花雪月、学习工作、旅行
参观等。他写完的文字，常会在文
后附上几句当时的心情和背景，他
说等老了后，翻看一下写过的这些
文字，就等于回忆了这短暂的一
生，或美好幸福，或辛酸忧愁，都
如电影一样历历在目，这样的人
生，应该也是自己比较满足的一辈
子了。

他的作品很少有那种说教式的
泛泛之谈，更多是类似于口语化的
文字，却表达出了超出口语的内
涵，是一种更接地气的正能量的传
达。也许可以用“话糙理不糙”来
形容他的诗歌，用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生活中的风花雪月，也正是这
算不上高大上的作品，才更真实表
达了他的创作态度和对生活的热
爱。

“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
活。”赵根蒂道法自然的心情日记
正是契合了这一法则，看似不经意
间信手拈来，其实那都是生活中努
力开出的美丽花朵。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这个源头就是生活，生
活就像是他笔下的马齿苋花：每天
只需记着/请它们喝一碗清水/即使
不给一点肥腥/它们也会仰起粉颈/
一捧五颜六色的小脸/对着我笑啊
笑啊/每一枝、每一天、都开一朵/
晨起暮落，每天如是……

生活如花 一天一朵
——赵根蒂文学作品印象

秋的画展

宽阔的公路两边
满是摊晒的玉米
艳阳下放射着金色的光芒
热情而温暖
那些黄澄澄的种子
被推摊成或长或方或圆的形状
远远望去，分明就是
一幅幅灿烂的画图
它们被成千上万双老茧的手
辛苦而精心地裁剪
装裱成横幅、斗方、团扇、中堂
然后，再挂满大地这面巨墙
举办一场
丰收的画展

秋雨

秋日的这场雨
缠缠绵绵，连日不开
馥郁的桂花
香气冲淡了一些
小溪满地，涓涓而歌
那歌声里
也融进了桂的芬芳
我轻轻蹲下来
掬水弄花
那香气四溅开来
拂了一身还满

卧铺

抬头不过二尺
就是天
挺不起身，直不起腰
躺在开往成都的卧铺上
没有五花大绑
和镣铐加身
我就囚在
这慢悠悠的小号里
耳畔铁蹄嗒嗒
轰隆隆践踏着岁月
押解我一个
盗窃浮生清闲的人
流放于天府之国

慢车

偷得浮生几日闲
我要逃去成都销赃
屁股下这头慢牛
丝毫不懂我的仓皇
大小地头儿都停下来，撒一堆
再慢慢悠悠，吃进一丛丛新的过客
然后再吭哧吭哧，闲庭信步
唉！它的悠闲、家财万贯
我只能顺便，窃上1000公里

看世界醒来

早上5点就醒了
车窗外轰隆隆游荡着
黑洞洞的旅程
渐渐有灯光高高低低闪烁
那是醒来的镇子和村庄
那提着灯笼浮着的萤火

是汽车在黑暗里来来往往
一些高楼的棱角犹抱琵琶
那白色的应该是池塘的水
影影绰绰站着的
应该是丛生的树
低于车窗的是房顶
接下来是田野、池塘、公路、黄草
依次水落石出
整个世界都渐在窗外，一帧一帧
真相大白
我的世界在远方
应该也是如此
一点一点亮了起来吧

归

车窗外
时而是小麦青青
时而是荒草萧索
时而是绿水碧峰
时而是高楼大厦
时而是残垣断壁
它们随列车
时快时慢地一闪而逝
对我来说 这都是新鲜的
而终点那座城
又将是我一成不变的
围墙了

赵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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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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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寻珍街巷寻珍

赵根蒂，1973年2月出生
于舞阳县莲花镇，就职于舞
阳县供销社，工作之余，最
喜舞文弄墨，有诗歌、散文
作品发表于《河南诗人》《河
南经济报》《零度诗刊》《中
国诗歌报》《漯河日报》 等，
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
特约撰稿人。喜欢在日常生
活中找到简约的诗意，以朴
实而普通的、近似于口语化
的 文 字 ， 描 述 这 美 好 的 世
界，不晦涩、求真切，一如
本人一样，简单而淡泊。

作者简介

漯河市第八届运动会暨全民健
身大会即将开幕，心意六合拳被列
为机关企事业组的比赛项目，这对
广泛宣传推广心意六合拳起到了积
极作用，也让心意六合拳传承人和
爱好者欢欣鼓舞。

近日，我市73岁的文学爱好者
马文深入基层，多次走访心意六合
拳的传承人和爱好者，收集整理资
料，围绕心意六合拳的发展及传承
等撰写此文。

为让心意六合拳更加深入人
心、发扬光大并做好传承，本报予
以刊登，敬请关注。

《水韵沙澧》文艺副刊是
漯河文艺爱好者的一个精神家
园。本刊的宗旨是一如既往地
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
美的精神食粮，为传播先进文
化不遗余力，并在这个过程中
推出更多的新人新作，为我市
的文化建设备足后劲。因此，
我们将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
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对水平
较高的作品将集束刊发；也会
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题材的
专版，甚至会推出个人专版，
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敬
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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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2018年举办的河南省第二届心意六合拳大赛中，李洳波登台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