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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地处长江中游，上古时期为三苗之地，炎帝(神农氏)生

活在今湖北地域。商周之后，湖北为荆楚盛地，东进吴越，西控

巴蜀，南及湘粤，北连中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从春秋到五

代十国，有三十四代帝王在此建都，从楚文王到庄王，先后。并

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湖北武术的发端，可以追溯到远古。武术作为一种人类文化，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武术的萌生。湖北的武术历史悠久，基

础雄厚，派别繁多，流传广泛，而且高手辈出，代不乏人。80年

代国家体委组织武术遗产的挖掘整理，湖北省体委组成了武术遗

产挖整领导小组。经过艰苦深入的普查，湖北挖掘出历史久远，源

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系统的武当武术和南宋民族

英雄岳飞所创的岳家拳。在湖北省体委和各地、市、州、县体委

武术挖整组的共同努力下，开展了近十年的普查挖掘整理工作，基

本弄清了湖北武术的历史与现状，为湖北武术事业作出了重大贡

献．经查证，湖北有拳种56种，拳械套路1003套。按拳种源流

特点，可分为五类：湖北地方拳15种；武当拳8种；稀有拳3种l

外来名拳19种l其它拳11种。

．：湖北武术史》的出版，是湖北省武术挖掘整理工作的一项重

大成果，是湖北省体委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全

书分为古代湖北武术、民国时期湖北武术、现代湖北武术、拳种

发展史、古今武术人名录五大编，共23章93节，全书34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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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武术历史专著的空白，实

虽经编纂人员的深入考证，但

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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