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实上，早在2008年，身为永春

白鹤拳第12代传人的周将哲就有以

影视弘扬中华优秀武术文化，打造永

春白鹤拳超级IP，衍生系列产业链的

想法，“众所周知，香港经营功夫片已

经许多年，‘咏春拳’、‘永春拳’在影

视行内已是声名显赫，李小龙、叶问

更是咏春拳翘楚。作为永春白鹤拳

发源地的福建永春，反倒鲜为人

知”。当年正在厦门经商的周将哲与

厦门永春商会的多位乡亲商讨了这

个想法，得到了多位旅厦乡贤的支

持，2012年他们发起成立了“厦门市

永春白鹤拳文化研究会”和“鹤武江

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拍电影的想

法越来越清晰。

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把创意融

入现实，把概念化作可能，主动“学

习”，带领鹤武江南以永春白鹤拳系

列电影为载体，撬动系列产业链，让

更多人见识中华传统武术的风采，共

同发扬光大中华武术文化。

谈起首次“触电”长相敦厚的周

将哲总是笑着说“我是永春人，为永

春做点事是应该的。”虽说第一次“触

电”，胜与负、输与赢，还在未知阶段，

“先做了再说，不能想太多，想太多就

做不成事了。”

如今在周将哲的带领下，鹤武江

南已经成长成一家集影视投资制作

与宣发为一体的新型影视公司加文

化交流的大型综合文化传播企业，旗

下拥有福建鹤武江南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厦门鹤武江南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厦门仙圣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等。

鹤武江南自成立以来便斥资数

千万元投资拍摄了《永春白鹤拳之

擎天画卷》、《女人的拳力》、《门路》、

《徒弟》等多部影视作品，其中电影

《永春白鹤拳之擎天画卷》开创了以

福建本土文化为内容的首部院线电

影，成为闽南本土影视文化标杆，成

功的树立永春白鹤拳和鹤武江南品

牌，电影获得 2015 海南（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电影节最佳动作片

奖。同时为培养厦门影视人才，联

合厦大艺术学院、厦大新闻传播学

院、厦大软件学院、厦大人文学院、

厦大嘉庚学院等单位共同拍摄的电

影《门路》在不同影视大赛中斩获了

多个电影大奖奖项，获得了社会各

界的一致好评！2015年11月21日，

海峡两岸大学生微电影大赛，电影

《门路》之《落雨》获最佳剪辑奖、电

影《门路》之《冬日摇篮》获最佳剧本

奖最佳微电影奖，12月12日，“中国

电影金樽奖——第二届华语视艺

节”，《门路》电影分获10项提名，最

终捧得3座“金樽奖”。 还有《喜聚

联盟》、《未来大作战》、《赢在未来》

等多部院线电影也在筹备中。同时

加大布局“永春白鹤拳”文化产业壮

大发展，在海内外设立多个永春白

鹤拳武术培训基地，在永春白鹤拳

发源地永春启动建设以“永春白鹤

拳”为主题的永春白鹤拳展馆，集

“永春白鹤拳文化创意衍生品展区、

永春白鹤拳影视展区、永春白鹤拳

历史展区”。以永春白鹤拳文化展

馆为载体，打造永春白鹤拳超级IP，

助推永春白鹤拳系列产业链，提高

永春白鹤拳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作为厦门市永春白鹤拳文化研

究会会长，周将哲带领研究会广泛联

络和团结海内外中华武术团体及研

究人士，共同挖掘和弘扬传统的中国

武术文化的同时，致力于以永春白鹤

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纽带，撬动海

内外武术文化系列产业链，并带领永

春白鹤拳学员参加第十届香港国际

武术节武术大赛、第一二三厦门国际

武术大赛等，从2012年至今总共获得

10金18银11铜的好成绩。

3 月 1 日由鹤武江南投拍的第

二部院线电影《徒弟》在马来西亚吉

隆坡正式宣布杀青，马来西亚国家

旅游文化部代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代表、华侨代

表等近百人出席本次杀青活动。

马来西亚国家旅游文化部副秘

书长拿督Yean Yok Heng以及马来

西亚国家旅游文化部中国事务官戴

子豪分别表示感谢制片方选择马来

西亚来拍戏，并期待《徒弟》的上映

及更深入的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文化处主任张杰

鑫出席了这次活动。

电影《徒弟》在马来西亚的杀

青，这距周将哲布局“海上丝路，文

化先行，以文化带动系列产业链”

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作为该片的出品方代表兼制片

人，周将哲表示：“我们首部院线电

影《永春白鹤拳之擎天画卷》在全国

院线及网络发行后也正式走向国际

市场，目前已经在香港、韩国、北美

等地区发行上映，最近也即将在中

国台湾地区及东南亚等地上映。”电

影《徒弟》以及《永春白鹤拳之擎天

画卷》都是缘起永春白鹤拳，永春白

鹤拳历史底蕴深厚，被称为中华武

坛瑰宝、南拳武术奇葩，流传至今数

百年间，已传播至世界五大洲50多

个国家和地区。1929年8月应爱国

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之邀，永春白

鹤拳师组成“永春白鹤拳闽南国术

团”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历

时一年，闽南国术团的出国表演开

创了中国民间武术团体出访海外的

先河，在南洋各地掀起了学习永春

白鹤拳等中华武术的热潮，古老的

民族瑰宝“永春白鹤拳”在爱国华侨

的推动下，成为联结海内外同胞的

纽带。

永春白鹤拳在马来西亚及东南

亚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发展，在华

人数百年来的南洋拓荒之旅中起到

了重要作用，在艰辛环境中防身健

体之外，又是乡情之寄托。武术精

神实为华人根脉，成为了无数远离

故土，客居异乡，艰难创业的中华儿

女灵魂寄托和民族的记忆。

尤其是到今天，很多华人后裔仍

在坚持练习传承，并不断有弟子返乡

访祖寻根，华人乡情、血缘牵绊，虽千

山万水、千秋万代，也难阻隔。

电影《徒弟》选择在永春白鹤拳

武术文化根基深厚的马来西亚采景

拍摄，融入马来西亚风土人情，展现

海外华人对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传承

的认同和重视，凝聚海内外华人的

乡愁，为电影增加了厚度。

同时以永春白鹤拳武术文化推

进中国与马来西亚国家民心相通，

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推进文明交流

与互鉴，促成与马来西亚的人文合

作，发扬中华传统武术文化，开拓马

来西亚及东南亚市场，为文化互融

互通互鉴做出贡献，也是1929年后

永春白鹤拳衍生的系列文化向海外

传播的又一个新起点。

把创意融入现实 将概念化作可能

杨国标 黄清耀

——记福建鹤武江南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将哲

有这样的一个

人，已过不惑

之年却不甘于平凡

与安稳，不畏市场艰

险披荆斩棘，永远心

怀梦想充满激情，把

创意融入现实，把概

念化作可能，面对困

难他从容笑过，遇到

起伏他波澜不惊，他

主动“学习”，带领企

业响应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以影视文

化为载体撬动系列

产业链。他就是福

建鹤武江南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将哲。

投拍电影传播武术精神

撬动武术文化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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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徒弟》杀青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