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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王青甫、赵会珍夫妇在子龙大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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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王青甫与学生在世纪公园

2012年王青甫、赵会珍与学生在东环公园



历

史

与

辉

煌

3

2007年王青甫、赵会珍与学生们一起在世纪公园晨练

2007年王青甫、赵会珍与学生们一起在世纪公园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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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聂志勇拳姿                                             弟子聂志勇剑姿

弟子白海霞拳姿                                      弟子白海霞刀姿

弟子刘永强拳姿                                      弟子刘永强剑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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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青甫太极拳培训学校参加中国承德第三届全国旅游城市太极拳
（体彩杯）邀请赛，荣获集体项目第一名和个人多项金奖，赛后合影留念

2005年在山西绵山参赛获奖归来留影（后排从左：李淑梅、荣庆敏、王
青甫、严荣芹、梁荷荫；前排从左：徐素平、康铁英、赵会珍、耿曼尼、古
计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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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 1990年与马虹、陈正雷、朱天才等在陈家沟合影留念（前排从左：王青

甫、陈正雷、朱天才、马虹、石岳、张同海；后排从左：王健农、聂新栋、万
明群等）

1990年参加河北省沧州“农机杯”武术比赛后在沧州铁狮子前留影（前
排从左：温连锁、沈安、丁新民、赵会珍；后排从左：石建义、张益民、王青
甫、闫波、聂新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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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参加河北省武术文化研究会武术交流获奖后，与副省长王幼辉、省
武协主席刘鸿雁等合影留念

2005年王青甫与杨振铎
老师在山西介休绵山合影

2005年王青甫与马海龙老师在
山西介休绵山合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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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武协原主席刘鸿雁为王青甫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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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甘做太极探路人

我们只是太极拳普通的习练者和传承（播）者。虽然自幼热爱武

术，研习太极拳几十年，教授学生数千人，但面对这一博大精深、学

无止境的文化瑰宝，仍不敢言懂拳，只能说有所体悟，积累了一些粗

浅经验与认识而已。

太极拳是武术中的一个拳种，它属于内家拳，习练太极拳必须以

拳理为依据，以拳法为准绳，不唯书、不唯人、不唯上；习练太极拳

必须崇尚武德，要以强身健体、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以武会友，和

谐相处；太极拳有门派之分，但切不可有门派之见；天下太极拳是一

家，要以海纳百川的气度，相互欣赏，相互借鉴，博采众家之长，共

同切磋提高。太极拳是一个传统拳种，同任何事物一样，其生命在于

不断地发展和创新，要师承传统，又不断创新，切不可拘泥于古人。

但同时，太极拳也是文化，蕴含着中国古典哲学、伦理学、美

学、中医学、兵法学、力学等国学的精华。学练太极拳不仅可以强身

健体，还可从一招一式中体会阴阳太极之理，品味养生处世之道，在

心静体松中享受太极拳的美好意境，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作为一个

太极拳习练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传承、传播太极健康文化。

在今天而言，太极拳更直接的是一种最佳的科学健身运动。运动

是为了健康，所谓健康，是指身心两方面。健为壮，是体，是外表的

健壮；康为安，在内，为内壮，指心神安康。所以说心康体健。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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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不是简单的肢体运动，如杨澄甫大师所说“乃心气功夫”。它先在

心，后在身，以心领气，以气运身。身心并练，内外双修。它在静中

求动，动中求静，是人体内在的气血贯通运动。这种运动只有在身松

意静的情况下，才能收效。特别是在喧闹浮躁充满竞争压力的今天，

太极拳当仁不让地被国内外公认为是最好的健身运动之一。

用有限的语言去描绘似乎无尽的道理，是一切著述所面临的

困境。对博大精深的太极拳而言，我们的点滴体会更是挂一漏万，

似乎只有用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才能表明说不尽的困顿和无

奈。但毕竟要说，就像盲人探路的竹竿，竹竿不是路，但没有竹

竿，就无法探知。我们把自己的点滴经验权作探知太极拳的竹竿，

帮助人们探求太极拳的真谛。

基于此，我们在习练和传授弟子的同时，挤出时间研读了大量有

关太极拳方面的古籍和名家文论，对太极文化进行了深入思考，结合

研习实践，陆续撰写和发表了一些文章，有的还获得一定的反响。此

次编辑出版的《太极论道》，就是将过去的文稿进行筛选整理，并附

部分名家经典拳论和民间流传拳论，把我们对太极拳的理解和认识进

行系统总结，目的是为学练者尤其是初学者，更好地学习和掌握太极

拳的基本知识及领悟拳理拳法提供帮助，也为普及推广太极拳作点贡

献，还为今后完善创新留些借鉴的资料。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的不足乃至错误之处，望各位同仁不吝赐

教。我们权当这是一块粗糙的砖，期盼能引出各方美玉来。

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振华、岩波、尚武等同志的大力协

助，在此一并致谢。

王青甫  赵会珍

2010年3月于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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