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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青甫（2012年夏）

2009年王青甫、赵会珍夫妇在承德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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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青甫拳影

王青甫刀影 赵会珍拳影

赵会珍拳影王青甫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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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李从从拳姿                                               弟子曹彦华剑姿

弟子白海霞拳姿                                                 弟子丁锦霞拳姿

弟子刘春蕾拳姿                                             弟子谷计恩拳姿

弟子聂志勇刀姿                                              弟子刘永强拳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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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参加中国邯郸“世纪杯”第十一届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荣获集体
项目第二名和个人多项金奖。赛后师生合影留念

聂志勇、陈康、刘永强分别荣获陈式竞赛套路金、银、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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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沧州国际武术节比赛现场 2010年沧州国际武术节获奖后合影

2010年代表河北省一队参加第八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节，荣获集体项目第

一名和个人多项金奖（第八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节，是当今国际武术界档次最

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武术顶级比赛盛会，全国各省市和世界44个国家的武术精

英参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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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6日在敬业集团收徒仪式后合影。前排从左至右：姜桂增（原市
委组织部副部长）、张益民（原市武协主席）、赵会珍、王青甫、李赶坡（敬
业集团董事长）

2012年7月15日王青甫、赵会珍收徒仪式后合影留念。前排从左至右：姜桂
增（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发旺（石市政协副主席）、赵会珍、王青甫、
刘鸿雁（原省武协主席）、胡耀辉（谷养道董事长）





2010年在中国沧州国际武术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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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序·太极人生

我们二人出生在武术之乡——河北沧州，自幼习武，中年之

后又习练太极拳，寒来暑往，坚持不懈，练拳、教拳、研拳成为我

们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几十年来，我们同诸弟子同学共武，相互切

磋，技艺不断增进，成绩不断取得，同时对太极拳的拳理、拳法乃

至太极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也不断加深，并逐渐有了一些体悟。

1

太极拳属于内家拳，是中华武术优秀拳种。习练太极拳首先要

懂得拳理拳法。

在太极拳发展历程中，受门派之争、思想保守、不肯轻易传人

的风气影响和“言传口授”的局限，很多宝贵的技艺失传，流传下

来的典籍也难免有误。因此，今天我们习练太极拳，要以一种科学

的精神、开放的态度，在科学昌明的平台上来研修。

习练太极拳以拳理为依据，以拳法为准绳，以技击为灵魂，

以健身为目的。我们尊重古人，但不迷信古人，在科学发达、高度

文明的今天，我们不能一成不变地继承，更不能照搬硬套，必须在

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在继承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古为今用。习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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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要不唯人，不唯书，以健康的心态，通过持之以恒的刻苦修

炼，努力探讨太极拳的真谛。太极拳不是简单的肢体运动，不明拳

理拳法，那叫瞎比划。只有明太极拳之理，懂太极拳之法，知太极

拳之意，用太极拳之德，运太极拳之劲，才能真正领悟到太极拳的

真谛。

天下太极拳是一家。目前社会上流行的陈式、杨式、吴式、武

式、孙式等太极拳虽然形式不同，风格不一，但是在理论上却是相同

的。大家都应该摈弃门户之见，切实加强交流、切磋与合作，相互包

容，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为弘扬国粹，传承健康文化，

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2

太极拳不仅是最科学的健身方式之一，更是一种修为。习练太

极拳不仅要练，更要体悟其丰厚的文化内涵。

太极拳蕴含着中国古代哲学、中医学、兵法学、美学、力学、

心理学、气功等多门学科的基本文化内涵。学太极拳不仅可以强身

健体，还会在无形中受到传统文化的感染和熏陶，从一招一式中体

会阴阳太极之理，品味养生处事之道，在体松心静中享受太极拳的

美好意境。

太极拳乃性命之学，兼备文武之道。它不是简单的肢体运动。

杨澄甫大师说：“太极拳者，内家拳术之一也。”它是“以易理为

本，其言心气功夫”。“心”“气”才是太极拳的核心。古人曰：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只有尽心追求太极拳真谛者，才能懂

得太极拳之妙也”。但“心”“气”都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它不

是直观的，是抽象的，学的人需要“悟”，只有领悟到了，才能感

觉到它的存在。所以说太极拳是一种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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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讲太极拳是一种修为，是指它身心并练，内外双修，是一门

科学运动。太极拳讲的是：“先在心、后在身：以心行气，以气运

身。”太极拳要求“在动中求静，在静中求动”。在松静中渐入佳

境，体悟人生。阴阳需要平衡，处事需要圆满，人生需要和谐。老

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才

是“道”的最高境界。太极人生即健康人生、快乐人生，高高兴兴

过一生，健健康康过一生，才是最终目的。

3

太极拳的生命在于创新和发展。太极拳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

产，首先应继承，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继承不是目的，是

为了发展。作为武术，太极拳过去是以技击为用，今天则是以健身

养生为主，这也是太极拳能够普及推广的根本原因。太极拳要发

展，就必须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对传统的太极拳，既要倍加珍

惜、尊重和爱护，又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充实，不断完善，

使其沿着正确、科学的方向发展。创新才能发展，太极拳只有创新

才有生命力。

当然，创新不能脱离原来的基础，不能偏离武术这个核心。为

强调观赏性，片面追求花样，把武术变成“舞术”或健身操；为追

求养生，一味强调慢软，致使太极拳神运不足；为追求技击，强调

劲力而过于刚硬如此等等，都是失去了创新应有的意义。创新是要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为适应当今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的需要，要输

入正能量，注入新鲜的血液，使之耳目一新；是古为今用，让古老

的中华文化弘扬光大，走向世界，让全人类共享太极拳的健康运动

之妙。

具体说，创新应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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