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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太极拳，是东方体育文化的一块瑰宝，是中华武苑中的一枝奇

葩。明末清初，河南温县陈家沟的陈王廷创编太极拳后，代代相传，

名手辈出。数百年间，逐渐演变成陈、杨、武、吴、孙、和等诸多流

派。随着时间的推移，太极拳那集技击、强体、医身、益智和修性为

一体的独特运动方式，蕴藏着东方哲学韵味的深刻内涵．正在为越

来越多的中外人士所认识。目前，全球有多少人演练、研究太极拳，

已无法统计。随着太极拳普及、推广活动的广泛开展和研究工作的

不断深入，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太极拳新秀脱颖而出，如群星璀璨，

交相辉映。其中，作为太极拳始源之陈氏太极拳，在海内外普及、发

展的速度，尤为突出。如何进一步普及、推广、发展、提高太极拳这

一老少咸宜的武术，为全人类造福；正本清源，为后代留下宝贵的

历史资料：加强中外太极拳界的联系与交往，以便切磋技艺，交流

心得。进一步探索太极拳所蕴藏的文化奥妙，给人以启迪，这是历

史赋于当代太极拳爱好者的重任。全国十大武术名师、太极拳大

师、陈氏太极拳嫡宗传人陈正雷和其他编委同志，在这方面做了有

益的尝试。他们历时年余编纂的<陈氏太极拳志>，就太极拳界而

言，无论从史学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上看，其重大价值都是不可

低估的。并且随岁月的流逝，这些不可替代的价值将越来越明显地

为人们所认识。 、

． <陈氏太极拳志>共分两卷。第一卷分为三编，分别以“渊源流

长”、“古树新花”、“精英集萃”命题。它以翔实的历史资料，展示了

太极拳的历史起’源和绵延发展的历程，广泛辑录了陈氏太极拳历

代名家和当今有所成就的太极拳人物资料，集中反映了陈氏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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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太极拳”以其独特的健身、技击功能和富蕴人生哲理的深奥

内涵，三百年来绵延发展，衍生出多种流派，纷呈异彩。现已广泛普

及并走出国门，为世界各国各界人士所青睐，被誉之为“人类的共

同财富”、“未来世纪人类自我保健的最佳手段”。
’ ’

陈氏太极拳作为太极拳各流派之源，始终保持着固有的传统

功法，近年来推广尤速。各地陈氏太极拳界同仁，纷纷要求了解本

拳艺之渊源龙脉和建立同道之间的联系渠道。为此，由陈氏太极拳
1

、嫡宗传人、中国当代十大武术名师之一、河南省体委武术馆副馆长

陈正雷先生发启，筹划编纂出版这方面的系统资料，以应所需。丙

子年初，以温县陈氏太极拳研究会为依托，组成编委会开始工作。

初拟集中古今陈氏太极拳界有成就之人物，编纂<陈氏太极拳精英

． 集萃>一书，以人物纪实资料来反映陈氏太极拳活动的历史和现

状。随着征资工作的开展，收到各方同仁不少热情和诚恳的建议，．

深感仅以人物介绍，不足以了解全貌。经编委研究，决定增加历史

资料和当今普及状况的文字部分，以<陈氏太极拳志>出版问世。

本书以扼要、系统地反映陈氏太极拳发展的历史梗概以及在

祖国武术界推广与普及的现状，主体内容为陈氏太极拳历代名人

活动事迹和现代精英人物的群体风貌。全书分“渊源流长”、“古树

新花”、“精英集萃”、“拳乡风云”四编。第一编“渊源流长”，概述陈
‘ 氏太极拳的创编和发展梗概、流派衍生和陈氏太极拳的传统功法；

第二编“古树新花”，从推广、普及、赛事活动和理论研究等方面，扼

要反映现状和发展动态；第三编“精英集萃”，收录了历史上知名度

高、对太极拳发展有重要贡献者和现代具备原规定入录条件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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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本书编纂原则，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摒弃武术溯

源中假以虚妄传说和附仙攀道之俗习，以社会实践活动资料和可

信口碑为依据，反映陈氏太极拳的历史和现状。

二、全书共分四大编，-鉴于文字篇幅长短所限，分两卷本装

帧。第一卷含“渊源流长”、“古树新花”、“精英集萃”三编，按章、节

编排。卷二含“拳乡风云”一编，以章为序。
。

三、“精英集萃”所收录现代人物，均具备下列条件之一：演练

陈氏太极拳十年以上，并有所成就者；带徒传拳有三年以上教龄

者；参加地、市以上正式武术比赛获陈氏太极拳项目名次者；有研

究陈氏太极拳理论、功法著作出版或论文正式发表者。

四、按本书征资截止时间为界，凡过世者入“历史人物”部分，

以逝世时间为序排列；“现代人物”按省编排，以姓氏笔划为序，同

地同姓者，按小地区范围适当集中，以便检索。

五、为避免太极拳传递代次同陈家沟陈氏家族辈份混淆，以陈

王廷为第一代太极拳宗师，以下按师承关系为传递代次。如陈照丕

“为陈氏十八世人，陈氏太极拳第十代传人”。由于80年代以来，普

及迅速，范围广泛，师承关系纷繁，“现代人物”中。除正式拜师，师

承代次明确者外，一般不命定传人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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