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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拳法再版（增订） 说明

武术是中华武术特有而宝贵的一项传统武术遗产，前国家体委为

了更好地继承发展我国的武术事业，从一九八三年以来在全国开展了

规模空前的挖掘整理工作，取得了丰盛成果。 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发

现了一批湮没已久的古拳谱、古拳经以及独特的功法技艺等方面的珍

贵资料。 进一步研究整理这些宝贵的资料，使之在我国武术“走向世

界”的新形势下发挥积极作用，就成为当今全国关心武术事业人们的

一项非常紧迫、非常重要的光荣责任了。《傅山拳法》的整理出版就是

我们在这一巨大工程中略尽绵薄的一次尝试。

山西武术源远流长，拳种流派十分丰富，高师武士代有名人，在全

国占有重要地位。 经过近三年的挖掘整理工作，基本上摸清了全省武

术的拳种、分布及一般的源流历史。 在全省六十五个拳种中，有的已濒

临绝传，《傅山拳法》就是其中之一。

《傅山拳法》的发现过程，内文已有一般叙述。 自从一九八四年我

们得知《傅拳图》手抄本是傅山所传后，就引起了我们探讨的兴趣。 因

为众所周知，傅山先生是我国十七世纪著名的、卓越成效的思想家、诗

人、学者、爱国主义义士，其金石、书画、医学、文学等方面的著述、作品

已成为我国的宝贵文化遗产，这方面的情况，有正史可考，论著记载颇

多。 但是傅山不仅精文而且善武的情况，却是鲜为人知，这就向我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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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为此，我们及时走访太原傅学研究方面的名

学者，查阅了傅山的遗著及他人关于傅山的传记、论文等有关资料；对

《傅拳图》进行了专家鉴定。 初步确认是傅山所传。 对此我们为在武术

挖掘整理工作获得重要发现而振奋，进一步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和继续

研究的信心。

这个古拳谱，参加了一九八四年、一九八六年在承德、北京举行的

全国武术挖掘整理成果展览。 虽然有很多全国武术界的名家学者参加

了鉴评，但很少有人识别其真伪和价值，可见这项拳艺是很古老而又

稀有的。 可喜的是，有北京原铁道兵法院的一位离休老干部李思元同

志，北京市第二清洁车辆厂的程怀玉同志，在展览期间看到了《傅拳

图》手抄本后，非常惊喜，如获至宝，高兴地对我们说：“找到了傅山所

传的子午太极拳、绵山太极拳的老拳谱了。 ”并简要地向我们介绍了傅

拳的沿革经历和现况。 这一重要情况不但进一步证明了《傅拳图》确系

傅山所传，而且得知至今尚有人在传练，并未完全绝传。 对我们研究傅

拳提供了新的门路和领域，给予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此后，山西省灵石县体委副主任、县武术协会主席张耀伦同志，县

政协文史资料编辑、 县武协副主席任重远同志进一步查阅有关历史、

典籍，编写出《侨黄父子武功考资料汇集》，在此基础上，又由原山西省

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武协副主席王立远，省政协《山西文史资

料》编辑兰安乐，省体工队武术教练、省武协副主席张希贵等，共同改

写成《侨黄父子武功考》论文，得到了山西省体委的支持，出席了一九

八七年六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武术论文研讨会，被选为大会书面发言

材料，受到了大会的奖励。 同年，王立远、张耀伦、张希贵等人，又先后

赴北京亲自拜访了李思元、程怀玉先生。 二先生较详细地谈了他们学

练傅拳的传授过程，李思元先生并提供出他保存的子午太极拳古谱歌

诀和他整理的套路材料。 张耀伦、张希贵并经李老亲授学会了子午太

极拳的全部套路，较深刻地领会了该套路的功法奥妙。 为编写出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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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拳法》提供了依据，做出了贡献。 当时全国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已进入

尾声，为了抢救濒临失传的武术拳种，为了将当时认为是重大发现的、

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傅山拳法》公诸于世，让武术界知名学者了解和

研究太极拳的渊源、发展脉络情况，我们整理出版了该书。 但是二十多

年过去了，并未引起武术界和学术界多大的反应；说实在的，当时我对

《傅山拳法》的了解和认识也不够深刻，虽然我少年时候也曾跟随傅拳

传人葛书元老师学习过“三皇炮捶”和“子午太极拳”。

人到中年了，对武术的价值观又有了新的认识，后又遇到了李思

元先生，看过了他对“傅山太极拳”出神入化的表演，了解了“傅山太极

拳”的渊源关系和动作内涵，明白了“傅山太极拳”的健身价值、历史意

义后，进一步对“傅山太极拳”有了新的认识，再次同灵石张耀伦一起

经过李老传授，学得此拳；通过精心品味、体会，才感到确实是一个不

可多得的好拳。 但迄今为止，只在少许人中传习。

欣逢盛世，所幸在傅山先生诞辰四百年之际，傅山先生故里、太原

市尖草坪区西村兴建了一座宏伟建筑景观———“中华傅山园”。 而尖草

坪区政协近年来作为文史资料，正就傅山先生各个领域的成就在做深

入细致的挖掘整理，区政协主席张银喜同志、副主席高反文同志对这

项工作高度重视；傅山学社社长（原太原市副市长和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范世康先生、中华傅山园张果元同志更是大力支持。 六年来，傅山

学术研究活动蓬勃展开。

二○○九年,“傅山拳法” 又申遗成功， 成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本人有幸成为“傅山拳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按照傅山

学社社长范世康先生的思路，今后将在太原市大力宣传、推广“傅山拳

法”，成为太原市的特色项目；为了纪念傅山先生诞辰四百零六周年，

二○一三年七月将举办“傅山杯”全国传统武术邀请赛，“傅山拳法”将

成为特例项目参加大赛。 今后还将不定期地举办“傅山拳法”培训班，

培养“傅山拳法”辅导员、教练员。 将在太原市及海内外广泛开展傅山



拳法普及、推广活动。 因此，本次比赛也定能将“傅山拳法”的宣传推广

推向高潮，使“傅山拳法”走出太原，走向全国，在全民健身的新世纪，

古老的“傅山拳法”定将闪烁出熠熠光彩。

在此情况下，尖草坪区政协决定再版《傅山拳法》，将其内容增订，

作为文史资料存史传世。 回首往事，曾经一起编著《傅山拳法》的同事

们大都故去。 再版增订《傅山拳法》，这对已故的同事们也是一种慰藉。

希望通过此书，能再次唤起学术界人士的注意，以研究之；同时也期待

“傅山拳法”能得到海内外广大武术爱好者的青睐，以练习之。

《傅山拳法》的编写，根据现有材料主要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关于傅拳的考证情况，主要叙述了傅山出身于治学严谨、历代居官、文

武兼重的世家；傅山父子（即侨黄父子）在清朝入主中国前后的时代背

景下，崇尚道教、隐居四游，联络志士、传练武功、反抗清廷的史实，以

及傅山有关武功方面的论述、诗词的注释。 第二部分是《傅拳图》的原

谱照录，以便保存原貌，提供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参考。 第三部分是李

思元先生传练整理的子午太极拳动作图解，以及古歌诀注释。 第四部

分是李思元传授的子午太极剑动作图解。 第五部分是李思元先生数十

年来演练子午太极拳的心得体会。 这些宝贵材料对进一步研究傅拳的

源流、发展变化以及独特的功法特点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通过研究整理出版《傅山拳法》，我们有如下几点想法：

一、傅拳的整理出版丰富了我国太极拳的流派内容

太极拳是我国武术拳种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重要的拳术，其流

派有陈式太极拳、杨式太极拳、吴式太极拳、武式太极拳、孙式太极拳、

子午太极拳、浑元太极拳等，均源于傅氏所传。 根据是傅拳的源流最

久，并有独特的功法特点，当可统称为“傅氏太极拳”，不为过誉。

二、根据《傅拳图》和子午太极拳歌诀，可以看出傅拳的动作、结

构、功法具有明显的中国古典哲理

“一而二、二有一”和变、易的思想内涵。 如在歌诀中就有“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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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两仪”、“四象”、“八方”等内容的体现；同时在套路中，上下、

左右、前后、进退、刚柔、攻防等方面的内容很丰富，并强调了它的可变

性。

再一个特点是拳式动作紧密结合了道家气功的健身术，如“大小

周天气运转”、“圣人拱手上下引”、“怀中抱月妙在空”、“挡手走势浑元

功”、“阴符阳花育精气”、“入气穴两息存神”、“左右推移润成丹”等，都

是其他流派太极拳所没有的。 因此其哲理和功法价值，是值得深入研

究探索其精髓的。

三、提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太极拳源流的新课题

据北京程怀玉同志谈，他现在所练的绵山太极拳是清康熙原籍山

西省介休县绵山玄天观道士孟太真所传授下来的， 故名绵山太极拳，

并说此拳和《傅拳图》一样。 傅山道号真山，按照道教“百代字歆”，“太”

字辈比“真”字辈低两辈。 据史载，傅山也曾隐居灵石县介庙，距玄天观

只十数华里，常有来往也是在理的。 更使我们感到新奇的线索是还有

孟太真传于王宗岳太极之说。 虽然这种说法尚待认真考证，但就年代

来说，傅山（1607-1684）殁于康熙二十三年，早于王宗岳（1726-1796）

至少一个多世纪；早于陈王廷（殁于康熙五十八年，即一七一九年）至

少半个世纪。 所以《傅山拳法》的问世，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一个探讨太

极拳源流的新课题，一定会引起我国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继续探讨的

志趣。

四、《傅山拳法》的整理出版，不但是我国武术挖掘整理工作中的

一项突出成果，而且对于进一步深入地、全面地研究认识傅山其人的

成就，也会起到促进作用

根据现在已经了解的情况，这本《傅山拳法》只搜集整理了傅山子

午太极拳和傅山子午太极剑（简称傅山太极拳、傅山太极剑）。 据传，傅

拳尚有一趟变架子、一套太极球功法，尚未收集进来，只好留待日后整

理增补了。 同时，切望全国武术界、傅学研究者凡对傅拳的源流和传播



情况有所闻悉或保有资料，能够及时提供出来，以使《傅山拳法》进一

步完善和准确。 这正是：古老拳种又续写，《傅山拳法》变新颜。

本书由尖草坪区政协出资再版，再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华傅山园

和傅山学社社长（原太原市副市长、宣传部长）范世康先生的热情鼓励

和支持。范世康先生为本书写了序言。原山西省人大副主任王民先生，

尖草坪区区委书记郭建发先生、区长李贵增先生，原中国体育报业总

社资深编审、《中华武术》杂志第一任主编昌沧老先生，中国十大武术

教授、武术九段、中国武术专家委员会委员邱丕相先生等为本书题词；

还有郓城武协主席张平先生，灵石县（原县委常委、武装部长）武协名

誉会长徐兴民先生，山西体育报刊社《搏击杂志》编辑部主任张高生先

生等为本书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各科知识有限，考证工作还在继续进

行，文中疏漏和错误之处定然难免，尚望学者行家不吝指正。

作 者

二○一三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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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 是我国明末清初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社会活动家， 又是

一位博学多艺的著名学者。 他的诗文之朴实、 书画之精湛、 医术之

高明， 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却无人知道他还是一位武

林隐士呢。

傅山， 字青主， 别号侨黄， 山西阳曲县（今太原市尖草坪区）

人， 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 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 终年七十八岁。 傅

山先生自幼慕道， 喜读经书， 酷爱书画， 繁于为人医病， 闲时写诗

作墨， 后来成为一代儒家名流。

明亡后， 他出家为道， 拜山西寿阳五峰山龙池道观还阳真人郭

静中为师， 是龙门派第六代弟子， 道号“真山”， 别号“朱衣道人”。

他为了“反清复明”， 足迹踏遍了山西省大部分地区， 尤其在晋中一

带的寿阳、 平定、 榆次、 祁县、 太谷、 平遥、 灵石等县， 几乎到处

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傅山精于武功， 在历史上少有记载， 但经过武术挖掘整理之后，

证实了傅山不但会武术， 而且是一代豪杰名流。 上世纪八十年代

《山西日报》 曾刊载过侨黄父子“内功精湛” 的文章， 尤其在太极拳

方面具有一定贡献。

一九八三年， 《山西民间文学》 刊登了傅山“飞笔点太原” 的



故事， 说明傅山先生不但武术精湛， 而且骑射技艺也十分惊人。

全国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开展以来， 山西省灵石县发现了古藏手

抄本《傅拳图》； 北京也发现有人会练“绵山太极拳” 和“傅拳”。

一九八六年十月， 北京铁道兵离休干部李思元同志来找我， 询

问《傅拳图》 情况， 他是寿阳人， 会练“傅山太极拳”， 并进行了表

演。 我看后， 认为这套拳内容丰富别致， 世所罕见， 其中既有养生

功法———八段锦的内容， 又有道家紫微八卦舞的精华。 技击变化多

端， 姿势舒展朴实， 确是技击与健身的一个好拳种。

最近， 灵石县体委主任张耀伦和山西大学讲师李有甫、 山西省

武术队总教练张希贵等， 把他们整理的《傅山拳法》 送给我看， 阅

后很有感触， 这是一本有调查、 有研究、 有论证、 有动作、 有图解、

图文并茂、 论证有据的书， 同时更是一本有参考和研究价值的书。

《傅山拳法》 的问世， 是武术挖整的新成果， 定会引起有关方面

人士的重视和极大兴趣， 尤其对“傅学” 研究， 具有较高的价值，

成为我国武术史上的重要资料， 是为序。

山西省武术协会主席

山 西 大 学 教 授
陈盛甫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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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为《傅山拳法》 增订再版代序

范世康

今年是傅山先生诞辰四百零六周年。 为更加广泛地研究和传承傅

山文化，省城太原和中华傅山园定于农历六月十九（傅山先生诞辰日）

举办以“傅山杯”全国传统武术邀请赛暨山西省第二十八届传统武术

散打擂台锦标赛为主的系列纪念活动。 同时尖草坪区政协决定把张希

贵先生等编写的《傅山拳法》一书增订再版发行。

说到傅山先生的“诗书画医”，三晋大地的父老乡亲乃至海内外的

一些名流学者大都耳熟能详。 但说起傅山先生的拳法剑术，却未必人

人知晓。 因此，有关部门把今年纪念活动的主题确定为弘扬中华传统

武术，并把《傅山拳法》再版发行，这无论对当今还是后世，从整体上研

究和传承傅山文化，无疑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傅山学社全体同仁理

当为之表示庆贺! 更对大力支持举办此项赛事和支持再版本书的国家

和省、市体育部门以及尖草坪区委、区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对于傅山先生的武术思想及拳法剑术，笔者作为方外之人，不敢

妄加议论。 读者可以从张希贵先生等编写的《傅山拳法》中领略大概，

也可从今年“五一”期间在傅山园举办的培训班及研讨会后《太原日

报》《生活晨报》《山西青年报》 等省城媒体刊发的专稿中获取信息，还

可从《傅山论坛》第二期编发的一组学术文章中进行研讨交流。 但作为

傅山学社负责人， 我觉得在几个重要问题上仍有必要谈几点粗浅看



法，与大家共勉。

其一是如何理解和把握好“术”与“道”的关系。 中华武术源远流

长， 植根于中华大地的武学思想如同与之相伴而生的古老道学一样，

可谓博大精深。 纵观中国历史，但凡武术大家，他们不仅视武术为“国

术”， 采取多种方法予以保护传承， 而且在习武中大都坚持“文武兼

修”，既为强身健体，更为提振精神。 进而才使中华武术成了当今世界

不可或缺的优秀文化遗产。 深谙中华文化根脉原理的“百科宗师”傅山

先生，更知人乃万物之灵，既有物质肢体，更有情感精神。 因而他无论

修文著书，还是习武传武，绝不单纯求“术”，而是更重悟“道”，并且力

争“道”“术”融通，做到抱真守一。 为此，他在总结吸取前辈习武经验的

基础上，创立了旨在“内化于心，外化与形”的子午太极拳法。 据民间考

证，傅山先生的这套拳法在当时太原周边的寿阳、祁县、介休、灵石等

地很受民间百姓欢迎，就连造访傅山的文人雅士也极为赞赏。 江南名

士顾炎武三访傅山后曾大为感慨：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

也。 这说明傅山当时的修文习武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境界。 更为可贵的

是，傅山先生还把他习武的心得体会应用到对民间百姓的疗伤治病之

中。 他教人们以简便易行的一招一式辅之于病体康复，使民间百姓大

受其益。 晋中各地的武术爱好者至今还说，遵循傅山先生的拳法要领

练拳习武，不仅有助于强身健体，更加有益于悟道修心，使人的精神世

界更加充实和旺盛。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启示，当今社会要真正

弘扬中华武术，必须把握“国术”要义，认真处理好“术”与“道”的关系。

只有坚持“文武双修”，“内外兼修、性命双修”，才能“道”“术”俱精。 如

若只练花拳绣腿，最终不堪一击。

其二是正确处理好“利己”与“利他”的关系。 中华武术的杰出人才

之所以世代受人尊重，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普遍具

有“保家卫国”的担当意识。 回想当年的傅山先生更是如此。 傅山所处

的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国变”时期。 作为中原士大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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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秀代表，傅山为了捍卫中原文化，为了不使自己生存的“家国”遭

受侵略。 他不仅冒险集结“拳社”亲自传授拳法剑术，而且严格要求自

己的子孙做好“文事武备”，一旦国家急需就应奋勇当先。 这也正是后

世评论傅山“反清复明”的重要原因。 之后虽因大势所趋，恢复“大明”

无望，傅山又把传武的重点转向为晋商培养“镖师”。 由此可以看出，傅

山习武传武的动机绝不仅仅为了“利己”健身，而是为了保国利民。 傅

山高贵之武德一直为后人所敬仰。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晋中各地习武

之人，还自发起来保家卫国。 时至今日，傅山先生所处的时代虽已过

去。 但中华武林“卫国利民”的优秀传统仍需大力继承发扬。 假如今天

的人们都缺失了保家卫国的担当意识，那我们研习中华传统武术还有

什么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呢？

说到最后，我想引用老子《道德经》中的两句名言来结束这篇短文。

“天之道，利而不害。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

中华武林若能不忘前贤，“执古之道”，德艺双修，定会使古老传统

再现万千气象！

华夏子儿女若能同心做好“道德文章”，定会早日实现“民族振兴，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之宏伟目标！

本文完成于农历癸巳年五月下旬

（作者曾任太原市副市长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现为傅山学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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