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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尘封了25年之久的安阳市武术史稿，今天终于汇编成书了。

这是我市体育界的老前辈和广大的武林同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初，遵照全省的统一部署，经过两年多的抢救性挖掘．整理出了一

批很有推广价值的拳械套路，基本上反映了我市武术的发展现状。

参与武术挖整工作的同志们，不辞劳苦，默默奉献，付出了大量的

心血和汗水。在付印成书之际。我谨代表市体育局的全体干部职

工，向所有亲自参与并积极支持武术挖掘整理工作的同志们表示

衷心地感谢!

盛世修志，以史为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武术作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中华民族的瑰宝，在推动历史发展和人类的文明进

步中．发挥着助推剂的作用。我市作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的历史

文化名城，历久不衰的各种传统武术拳械，成为丰富人们精神文化

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进

一步发挥传统武术的强身健体、陶冶情操的丰富内涵。是全面提升

全市人民整体素质的重要手段，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体育局作为市政府的职能部门，在实施《全民健身条例》和《河

南省体育发展条例：》的重要历史时刻，围绕全市开展创建低碳生活



方式的健步走活动和文化大繁荣的历史性机遇，决心以新的思想

理念，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这里，我也殷切地希望全市武术界的朋友们，要以对社会高

度负责的敬业精神，在继承中力求有所创新．努力创编出更多的适

合各类人群锻炼的拳术套路，为进一步弘扬传统武术文化．助推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吴书太

二O—O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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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武术是我国的文化遗产，是构成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文化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是伴随着我们的原始先民，在兽多

人少的自然界中，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便开始生根萌芽

的。我国许多原始洞穴中的石武器正是这一情况的实证。而后，

我们的先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与野兽搏斗，后来又为了生存与

自卫更不得不与前来侵犯他们的、来自其他部落的暴力进行抗争。

通过漫长的斗争过程，先民们从实践中积累了经验，启发了智慧，

从而摸索出一些用之有效的制敌动作。同时在制作武器上也从原

先的粗糙石块、木棒之属逐步进化以至有了“弦木为弧，剡寸为矢”

以及“五兵”之用(见<易系辞>和<世本>记载)从而产生了利用武

器——较进化了的武器——掷、射、劈、砍、刺、扎和徒手对武器的

躲、闪、攻、防与进行抢夺对方武器的简单动作。这些动作在古人

反复使用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充实、改进，发展成为具有朦胧的技巧

性的拼搏技术了。之后，再经过长期的巩固和发展，从而奠定了武

术的最初套路基础，它便是记载于我国的古老文献，成书于春秋时

代的<诗经：》中的“拳勇”。根据<诗·巧言>篇的内容判断，当时的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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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勇”决非原始的拳脚动作而必然是初具技击招势的套路邹型，

因之我国武术套路的初步形成，应在≮诗经>之前，至于较成熟的套

路，最晚也应在战国之初。<拳经>日：“吾国技击之学发端于战国”

当系指的较成熟的技击套路而言。

可见我们的传统武术，是同我们民族的生存、发展有着血肉相

连的关系，它代表了我们前人的智慧，影响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增

强了我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能巍然独立、自强不息的能

力。它不仅被作为我们民族的瑰宝而世世代代承继下来，并又加

以发展充实使之益趋完善，更丰富了它的既能强身又可克敌的使

用内容；而且更又通过各种渠道渗人亚洲其他民族的文化中。胶

洲半岛和日本的古老拳术中．全都难免这一方面的蛛丝马迹。汉

时马援征胶溯时的马圈人和唐代云集长安的外国留学生。都是最

显见的向外传播我国武术的最直接的媒介。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会像列宁指出的那样：“每一种民族文

化中，都有两种文化。”(<列宁全集)20卷)我国的武术也不例外，

从<诗·卫风·简号>篇即可看出．当时已有用于统治阶级的祭祀、

庆典的“万舞”了。万舞是包括文舞和武舞的大型舞蹈．它同春秋

时的“六侑”一样．都是属于“古诸侯所用之乐舞也”(<辞源>注)-

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的武术技艺在发展过程中衍生的，属于统治阶

级庙堂文化范畴的一支；另外，我国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面又自觉

自愿历代继承不绝的，富有技击实用价值但率多朴质无华的传统

．2·



套路，是属于这一武术长河中的主流。

我国历代王朝的取代递嬗以及过去的许多农民起义斗争，无

不依靠这类武术手段。

无论是古代的文舞、武舞和朴质无华的技击套路，都是我们的

前人为我们民族创造的一项财富。今天继承发展，利用这项财富，

藉以增强人民体质，丰富人民文化生活。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根据<诗经>的记载，不但当时已经有了万舞套路和拳勇技术，

而且还有了弓、矢、戈、矛、戚(斧属)、扬(钺)、戟、斧、戕(斧之一

种)、殳、刀、劝矛(三隅矛)等长短兵器。同时还有了谍、决(拉弓弦

扳指)、甲、胄、盾、干、拾(射时束左袖用具．古衣宽袖．束之以防弦

打)等护具。在时问上<诗经>是收集了从公元前一千一百年至公

元前五百年之间的各种诗歌，可见在当时我们的武术已经发展到

相当可观的水平了。

之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问连年征战，单是春秋二百

四十年中就发生过近五百次的战争。武术在长期的实战应用中又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关武术论著也于此时纷纷出世。例如{：孙子

兵法>、<孙膑兵法>、<司马刘苴兵法>，其中都有在战术中应用武

术之论。

秦代兵马俑出土，其中大量长短兵器，如三尺剑、戟、矛、殳、

钺、戈、铍、刀、弓等无不精美，从中不但可以想见秦代的武术水平．

而且从武器的制造工艺上更显示了当时我国冶金铸造技术的高度

·3·



发展。

自西汉以迄南北朝之际．马上武器应用日广，<魏书》记陈留王

日：“善使大稍，时人称异”，<齐书>记柳世隆日：“自云马槊弟一”。

l：蜀志》曾记张飞挺身长坂坡，横矛立马”。古籍记述秦、汉战争多

系骑兵冲突不见车战，可见秦汉之际马战为主。骑兵升为主力，所

谓矛、稍、槊之马上兵器也成为军中之主器械。槊即稍，因便于马

上刺击．故又名马槊。骑兵、马战和马上兵器的出现，是这一时期

军事战术上的特点。<汉书·晁错传：》日：“居则习民以射发，出则

教民以应战敌。”射法一事自有弓矢以来一直用为军事利器；应敌

当是指的交战时的攻防进退之术，这是武术的部分内容。<汉书·

武帝本纪>日：“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皆来观。”角抵是武术

之一，其于当时深为群众所乐见，于此可见，根据《：汉书》的两项记

载，可以想见武术在当时的影响。此外，关于击剑术、刀舞、双戟舞

等器械运用之术(套路)曾屡见于‘三国志>、<史记>和曹丕的《典

论序>中；同时<三国志刘封传>中更又出现了“武艺”这个新的名

称。战国时<苟子>中称武术为技击，汉时又出现了武艺这个名词，

同时这个名词一直流传不绝，晋时学习武术已有口诀(见<抱朴子。

外篇序>)这是武术上的又一大进步。<武备志>记载日：“自汉以

后虏弓日强，中国遂不可及，唯弩之用唯最，弩之力腰开者可千石，

晋时尚有腰开弩，至宋其法不传。”可知魏、晋之时弩之用极盛，双

方交战使用强弩利矢已上升为决定战场胜负的主要武器之一，它

·4·



在局部战场上似已具备了炮火的杀伤威力。弩是借机械力量发射

箭矢的，弩的致用和创造，是武器设计上的一大进步。南北朝时。南

朝的诗歌中曾出现有“武术”一词(<昭明文选，释奠会>诗)此系至

今使用此词的滥觞。隋代统一之后，杨坚加强了中央集权，实行了

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措施，社会经济出现空前繁荣，同时他

又改革了兵制．把府兵制与均田制相结合，府兵平时在地方落户垦

耕一与民同，并又轮番宿卫担任军务，学习军事武艺，这样兵农合

一，增强了军民间的接触和感情，进一步扩大军事影响．增加了民

间习武的机会。同时隋代统一之后能够注意生产，人民生活相对

稳定，加以南北朝百余年闻民族迁徒，受文化交流的影响．这就又

为发展、普及武术提供了又一方面的有利条件。唐代前期仍行府

兵制与均田制相结合的办法，并规定男丁二十至六十都有服兵役

的义务，但演经过挑选，选的原则是：“财产相当者取身体壮的，身

体相当者取家庭富的，财产体格又相当者取家中丁男多的。所以

选兵重财产是因为府兵的武器、装备皆演出兵的家庭自理。这样照

． 制定缝制军衣，锻造部分兵器便为民间所必留，从而普及和提高了

民间对于军事装备制作的能力，并为发展民间的武术活动提供了

便利。武后时创设了武举科选举制度用以选拔武术人才，这一制

度一直为后来历代统治者所沿用。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文、武学术高度发展，并且文武并重尚未暴露轻武偏见，纵使是诗

人、学士也多舞剑弄刀。以之放之诗歌。发为吟咏，乐此不倦。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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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记载中不少唐代名诗人都曾赞刀颂剑，畅谈武术。如杜甫<观公

孙大娘舞剑器行>，<春游>诗中李商隐赞颂七宝刀，<与韩荆州书>

中李白自述说：“十五好剑术，编干诸侯”，都可说明唐代武风之盛。

五代后周之末赵匡胤以拥兵重臣收拾了五代残局，建立宋朝，统一

了自晚唐以来的割据混战局面，一时生产得到恢复，社会渐趋繁

荣，各项文化事业都渐活跃，蓬勃发展，在武术方面也兴起了一番

新气象，据《宋史，兵志>记载：“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带弓

而锄，佩剑而樵。”<东京梦华录>、<梦梁录>都记有北宋时开封“瓦

市”和街头闹市间许多以演练武术为职业的艺人作“打套子”表演，

招徕观众的热闹情景，都是说明当时的武术深人民间，广泛发展的

面貌。官家创设专授贵族子弟学武的武学也于宋时作始。迨至理

学大兴之后武风渐衰；同时宋代官制武臣不得出任地方长官，更又

无权拥兵，概由文臣主军事．因是轻武思想开始滋生。元代禁止汉

人习武，私藏盔甲兵器将处死刑(见<元史，刑法志>)。不过元朝统

治不足九十年，民间难免也有私密传授，至元末时义民蜂起，农民

起义烈火此起彼伏，遍于中国，武术致用又形大盛。明、清两代的

武术发展已经达到大成阶段。许多拳种，拳派，拳谱著作大多形成

于这一时期，尽管统治阶级仍旧轻武，清代亦曾禁过汉人统兵，但

是民间武风却是如火如荼不可遏止，单从清代的较大拳种统计就

有：长拳、短手、少林、通背、大小红拳、二郎、梅花、罗汉、地趟、关

西、燕青、八极、峨眉、太极、单边、六同、独臂、形意、缠丝、青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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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劈挂、谭腿、查、绵、花、双实练、十八滚、廿四势、六家势、三步

架、醉刘唐等拳种数十种，其余小拳术和地方性的拳术，全国当以

数百种计。这其间有外家拳，有所谓内家拳，有丰采多姿，节奏优

美，侧重表演的技艺，有j}陨不华，专擅实战的拳术，珠玑罗列，百

花齐放，正是传统武术大成阶段的实况。流行于这一时期的器械

套路有单练，有对打，有徒手对器械．有短兵对长兵，有不同风格的

枪刀法势。有侧重部分绝招的器械窍诀，套路之多也在百种以上，

器械种类之多，见诸史料者也于明、清为最。元时戏曲中即有十八

般武艺之说，明人<武编>中又说“军器三十有六”，清代褚人获的

《坚瓠集)又列举了十八般兵器的名称，总其说不外是枪、刀、剑、

戟、棍、棒、槊、镗、斧、钺、铲、钯、鞭、铜、锤、叉、戈、矛、弓、弩、挝、

殳、套索之属。清末以来，流传于民间的习用武术兵器除枪、刀、

剑、戟等古老传统器ttd,h．又有弹弓、流星、梢子、双拐、飞镖、甩头、

虎头钩、子午钺、双木瓜、狼牙棒、枪锛、匕首⋯⋯．不胜枚举，总在

三十六种以上，较之以往更加丰富，本市又有以特制手杖为兵器的

器械套路出现，说明我们的武术遗产，在传统承继中更加发展。

安阳市辖有安、汤、林、淇、浚五县，广褒六千一百余平方公里，

东临澶渊，西迄林滤，南跨淇卫。北尽漳阴，在历史上曾为商、卫都、

赵、魏旧帮，民殷物阜，地扼冲要，是以自古兵家必争．久为多战之

地，居民久历战乱．备经陵轹，胡尘夷马，掳掠无巳．民无可忍。铤而

自卫．兼以赵、卫遗风．古称任侠。民性沈毅。矜名厉节，事势所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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