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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修少林正传》是一部辑抄于清末民初的民间武术文献。在对其文本构成与所涉进

行文献学考察后，进一步对此书所反映的民间武术文化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武术文化在清代逐

步脱离士文化，走向更为广阔的“乡土中国”。通过研究民间武术抄本映射出这种自成生态的文化

格局，勾勒出民间拳师如何在“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得以自我实现，相应武术文化如何在社会

变革中不断位育从而完成再次归位。对这一文献与社会学理论的并轨考察，有助于分析复杂的武

术社会现象，亦有助于中国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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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ing transcript of the "Revision of Shaolin Zhengzhuan" covers a wide range of martial arts 

contents, and that’s revised during the lately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Based on a philolog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is extended to the sociological inspection of civil martial arts ecosystem. The research shows martial arts 

has separated from the elite class, and embraced a much broader “Native China”. The interpersonal pattern through 

the native China reflects the self-re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martial art population individually, while as the martial 

arts as a whole gradually find its social basis, and further more aid the people inside to relocate and adapt 

accordingly. This kind of combined study between these literature and social theory, could contribute to analyze the 

complex and social Wushu phenomena as well as the study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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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少林正传》(以下简称《正传》)为少林寺

藏经阁所藏，2015 年被辑录于《中国古代武艺珍本丛

编》[1]。之所以选择《正传》的考察，首先是由于明清

以降，民间武术的大发展中，少林武艺占据了显赫位

置，南北武艺中以少林为尊者不在少数。作为少林武

艺相关的一部民间拳谱，该书内容繁杂丰富，结构完

整，信息量之大在传世南北拳谱中实所罕见。加之谱

文明晰，述事有序，文笔清丽流畅，是存世民间拳谱

中难得的精品。因此，对其进行考察有助于深入了解

少林武艺流变的过程与结构。另一方面，清代开始，

以“打拳”“练拳”“耍拳”为代表的民间武术日渐兴

盛，拉动以演练与体验为主的“套子武艺”大发展，

练家们不再追求单纯的打斗比试，而是在对“劲道”

“拳理”曲径通幽和无止境的探索中感受“练”的快

意和“打”的隐想，这让练家意趣盏然，吸引更多习

练者。特别对那些早就与金戈铁马相去遥远而又念念

不忘“书剑精神”“琴剑情怀”的人而言，这种含蓄高

雅的运动方式很合口味。然而，缺乏“打”的客观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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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练”往往因人而异，陷于主观与个性化，从而导

致同源的“拳”在传播中不断流变分野，也使文献记

载与民间武术实践出现大量的不对应。《正传》所体现

出的恰是这样一个复杂而生动的民间武术生态。因此，

考察《正传》可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一历史趋势，窥探

民间武术变形重组的部分细节，使我们更好了解民间

武术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社会演进。 

必须声明的是，考察武术抄本的难度甚大，一方

面在于文本自身杂乱无章，往往千头万绪，无从下手；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文本解读与身体实践之间关联互

证进行考察的难度。所谓身体实践，在此特指文本所

载各种拳术。多数场景下，文本解读与身体实践之间

的互证关联实际无法被建立，因为所载拳种或丢失或

传脉纷乱，真伪难辨。就算是被建立，也无法做到完

全客观，因为作为展演的民间套路武术，应需变化的

随机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这一互证的关系尽管重

要，也仅可以拿来作为文献考察的一种辅助。这一研

究思路，与 Michael Silk 和 David Andrews[2]提出的身体

性文化研究颇为相似。但必须指出的是，中西文化差

异在其中所产生的影响力可能会左右研究的立论导

向。因此，本研究在考察的部分，仍然采取传统的考

据解题方式。通过解题得以剖析有关作者生平一些基

本信息，阐明书籍大旨及著作源流，辨订文字的增删

与篇目的分合等，进而将冗长繁芜的原文凝练而出，

从而对考察对象的学术价值进行全方位的呈现与展

示。然而，如前所述，个人风格对武术发展的影响往

往无法从单纯的文献中得以阐明，需要更为立体的人、

事、物的考察与思考。而潘光旦与费孝通有关中国传

统社会发展的理论框架，则是被反复印证勾勒中国传

统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最为贴切，也是与旧学契合度

最好的理论思维。因此，在论述的部分则以费孝通“熟

人社会”基本观点为理论切入点，探讨民间武术文化

发展中人的自我实现与生存位育[3]①。 

 

1  《正传》解题 
《正传》一册，清代抄本或是民国年间对旧谱补

订后的抄本，未发现目录记载，也无编撰者姓名。全

谱分元、亨、利、贞 4 卷，每卷首又署《重修少林寺衣

钵真传》，亦见很可能是后人对世传《少林衣钵真传》[4]

抄本的增订之作。为表明渊源，编者于内外书名都题

上“重修”二字，可见整理者具有一定学术素养，而

非江湖拳家或跻身武林的邀名射利之徒。 

卷首《长拳短打序》之末，署有“康熙五年谨序

于河南少林寺之通幽方丈，燕峰氏”等字。《序》在谈

到“长拳”的传授渊源时，虽有不少穿凿附会之谈，

但仍有一些可供参考的内容，如说：“有张氏三峰者得

其传而精其业，三峰之后又传及关中人王公讳宗，王

宗传至温州陈公州同，明嘉靖人也。由州同之后传至

王氏咸来，清顺治年人也，字征南。自征南师传至本

府高僧字捷南者，由捷南师授及我燕氏字峰。未习高

深，今承捷师之命，爰作一序，非敢云得其精微奥妙，

亦可为后世之初学入门者未必无小助云尔。” 

《正传》编撰者将清初浙东黄宗羲、黄百家父子

为王征南(来咸)所撰的内家拳传承关系[5-6]，纳入长拳

传承系统中，显而易见是移花接木之笔，并非史实。

但撰者应读过黄氏父子的著作，故而写的是“张三峰”，

而非大多数以耳代目者所津津乐道的“张三丰”。值得

注意的是，他虽自署“康熙五年”，却以民国人的口吻

称“王氏咸来清顺治年人也”。一方面，王征南名来咸，

“咸来”显是笔误；另一方面，王征南是顺治年间的

人不错，但一个“清”字暴露了撰序者的实际时代，

表明撰序者乃至整本《正传》的整理者应是一名生活

于民国时代的人。“康熙五年”和“少林寺通幽方丈”

都是托古之辞，且故妄听之。 

至于他所讲的“本府高僧字捷南者”，还有“我燕

氏字峰”，也都难考。从“燕峰氏”三字揣摩，此人可

能与北京地区有关系，“燕峰”不是名氏，而是地望，

以地望代姓名是过去常见的事情。除此而外，别无所

知，令人喟然兴叹。 

总体而言，此谱内容丰繁，所涉甚广，如同大多

数民间拳谱一样，它必定经历逐步拼合汇集而成的漫

长过程，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形者。故内容有早有晚，

与相近的图谱有同有异，有明显是后人添加进去的内

容，而最终形成此谱的时间下限应该是在晚清，推测

大致抄录于同光之际。谱中“妙”字多作“玅”，边旁

的“玄”字不缺笔，足见清末的民间对曾经严格遵行

的避讳制度已不大在意了。可惜竟未刊刻行世，只有

抄本保存下来，历经劫波而没有泯灭，也算是不幸中

之大幸，是武学研究者之幸。 

1.1  《正传》的内容构成 

第一卷具有综述和纲要性质，最值得注意的是压

卷之作《长拳短打序》，还有同卷的《长短相依论》《长

拳论》等文。这 3 篇可以说是自明代中国拳法产生长

拳、短打的明确分类以来，写得最有深度的文字。尽

管在概念界定上仍有可议之处，但总体认识是正确的，

其中的精彩论述今天读来犹令人感触良多。撰者论述

的重心是长拳，核心观点是长拳短打的融会贯通，这

是戚继光“各家拳法兼而习之”思想的延伸。除此以

外，第一卷讲了许多基本概念，如对“三盘”“门里门

外”等概念的解释，也有许多基本的练习方法的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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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包括“对人称呼”“比艺规矩”“劝勉后学歌”等

日常礼仪，内容繁碎，似乎并没有一个规定的范畴和

主题。其中有些内容与《螳螂拳老谱》[1]4351-4543 相近似，

如也收有《八段锦》，但两谱所收《八段锦》存异，显

然传授上同源而异流。 

第二卷主要讲螳螂拳法，插入部分其他内容。卷

首《十八罗汉短打序》，与《螳螂拳老谱》卷尾的《十

八罗汉诠功序》似出于一源。而“燕峰氏”自称原有

少林福居禅师所著的《短打》，“注释详确，义理精通”，

但被某位远方弟子携走无归，他只能“摹拟想象，重

为编辑，间参已见，补所未有，罔知当否，留质高明”。

故两《序》在内容上有很大差别。 

《十八罗汉短打序》称：“顾兵刃之学，行功必熟

于短打而后可。盖兵刃不过即短打之手法扩而充之，

变而通之，易短为长，取近为远，其实兵刃亦短打也。”

这些观点不见于《螳螂拳老谱》的《十八罗汉诠功序》，

应是燕峰氏的发挥。卷二的《增补螳螂短打九九八十

一化歌诀附总势图》，包括《螳螂拳之前七》，一共 7

个蹚子，每个蹚子都比较简短，谱诀表达清晰，令人

眼目为之一亮。后面是《螳螂长短并用势》，先是《螳

螂各着数说略》，讲述螳螂拳重要招数灵活运用的一些

套式。撰者颇具文才，故描述方式同一般拳谱确有不

同之处，清晰明了又不乏幽默。如讲“翻车辘轳”时

说：“翻车辘轳，教他进退无路，左右难出，直打得停

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至于虎抱双收而逼

手入拳，更为完密，此一套双进双收，横入直出之手

法也。”将杜牧的诗句用在此处，真是妙趣盎然，这显

然不是一般的“把式”所能做得到的。《说略》之后是

《螳螂拳之后九歌》，是 9 个蹚子的歌诀，多数是七言

八句，也有六言五言的。第九蹚后面又六路，其实是

6 个短蹚子，或者称之为“组合”更恰当。再接着又有

《翻车打四蹚》《九转十八跌歌》《脉窝拳》《撩阴脚十

二法》等。内容繁杂，无须举述。卷末附有《增补短打

截脉说略》，是中医五运六气和经络穴道之说被引入武

艺后的一些理论，虚妄成份居多，时代使然，无可厚非。 

第二卷部分内容与清抄本《少林衣钵真传》相近，

但排序不像《真传》般杂乱无章，而是更为有序。如

《十八罗汉短打序》后接《罗汉短打十戒要注》，《短

打要论》《论八打八不打》《八刚论》《十二柔论》等也

均是对《真传》中相应内容的诠说发微。特别是用“八

刚十二柔”引出“金盘撒珠一动则皆滚”的“连拳”

概念，终而归总为“长拳者，即其长驱大进、横冲竖

撞而即之也；短打者，即其短兵相接、贴胸靠臂而即

之也”的战术理念。所谓“长拳即短打，短打即长拳”，

无非讲的是一个灵活应变的道理。有些论说可与《中

国古代武艺珍本丛编》所收《螳螂拳老谱》、崔寿山《螳

螂拳谱》比照来读，其间的渊源异同尚需深入研究。

由此可看出螳螂拳曾有过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在清末

民初之际。不管怎样，“罗汉短打”或“罗汉螳螂”的

产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魏真等[7]指出《正传》第二卷

内容与《罗汉行功短打》相近，《罗汉行功短打》内容

与《少林衣钵真传》大致相同。因《罗汉行功短打》

尚未得见，姑列此说。 

第三卷将三、四两卷的目录抄在一起，属于第三

卷标题共有 30 个。除部分拳法理论外，该卷主要讨论

枪法。拳法理论主要是手法、眼法、身法、步法、心

法五论，言简意赅。此外，特别是在通常的手、眼、

身、步以外加了一个“心法”，称“凡手、眼、身、步，

皆赖一心为主宰”，提出“欲定心必先平气”等，可谓

妙论，与今天所讲的心理素质同理。其后部分为《罗

汉拳变化图三十二》，凡单练和双人对练，共一百零八

图，是本谱图像最集中的一卷。拳谱是抄本，绘图者

必非专业画师，自然不能与程宗猷《少林棍法阐宗》

《单 法选》那种出自新安画工和刻工之手的图势相

比，但相较一般拳谱仍属上乘之作。特别是图势表现

的劲力感很强，劲力的聚合点与运行方向比较清楚，

可见绘图者对这套拳法十分熟悉，所绘图势都是用心

之作。正因为这一点，此谱无论是原创，抑或是重抄

本，笔者甚至怀疑《正传》很可能是一部稿本，而非

寻常抄本。至于卷尾《长枪总论》《长兵短用说》《短

兵长用说》等大体采自戚继光《纪效新书》卷十、卷

十二，仅文字上略有差异。 

最后的《学大枪练法说要》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

字，显现了撰谱者学非一般，或在枪法上另有传授。

他说：“世间玩枪者甚多，而用法不一，有专用左手在

前，右手在后者；有专用右手在前左手在后者。用法

雅然不一，而我则专以右手在前，何者？” 

书中亦讲述其右手在前的道理，文字繁多，不再

引录。关键在于北方枪家绝大多数是左把在前，右前

者很少见。坊间有练阴把枪者，如已故的内蒙古吴桐、

刘恩绶二位枪家，但主要技术特点是双手覆把握枪，

而非右把持前。据传旧时河北省有所谓子龙大枪，是

右把在前，但久已不传。马明达教授练过的右把枪，

是先祖父得之于南方，形制较短，讲究硬碰硬磕硬闯，

技巧简约重视实践。因此，读了“我则专以右手在前”

一句，这位“燕峰氏”或许还有南派武艺的路数，其

详不可考。 

第四卷的内容以兵械为主。起首是抄自戚继光《纪

效新书》卷十的二十四枪图势和谱文，以下是《六合

枪各路着法》《六合大枪歌》《双枪六蹚歌》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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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壁下听风单 歌》《十八 歌》《 中单练着法》

《二路六合单 歌》《六合 各路着法》等，还有与棍

法相关的《太祖棍》《少林寺所习之行者棒歌(八蹚)》

《行者棒歌》等，以及双 、戟、鞭、三节棍等若干

杂兵的套式和歌诀。 

最后是剑术，这部分可视为全书的压轴内容。首

先是《青萍剑谱》，分为《剑箴十条》《剑法要言》《剑

中着法四段》，实际即世传的四蹚青萍剑法。青萍剑是

清代以来享有盛誉的名剑，民国年间中央国术馆曾聘

请沧州米连科到馆传授，米传一共六蹚，364 势，体

势宏大，动作繁多，没有人能全部掌握。只掌握一、

二两蹚的学者较多，也有个别人学了第四、第六蹚。

后来米的弟子郭锡三等将头蹚二蹚编摄成书出版，张

之江亲自为之作序，时在民国十九年(1930)[8]。但青萍

剑法后来传播不广，新中国成立后渐至失传，后有人

冒用其名出书立说，实则与原作相去甚远，古意尽失。

此谱所载是四蹚，不是六蹚，比对谱词，似与六蹚多

有相同相近之处。由此可见“燕峰氏”收罗之富的确

令人不能不为之叹服！卷之末尾附两个内容，一是《武

术家秘传医方汇集》，二是各式兵器数十种。后者各绘

以图，署其名，许多是民间拳家的想象冒滥之作，既

无历史根据，也无实用意义。  

1.2  《正传》的文本价值与举证 

和刻本相比，清抄数量巨大，题材丰富，文献价

值极高。但抄本随意性强，规范不一，往往按需抄写，

按纸抄写，缩写简写，甚至误写篡写也是常有之事。

武术抄本多为练拳之人抄录或摘录武术书籍，辅助记

忆或记录心得的辑录之作。有些是零散数页，有些则

相对完整，甚至会题上书名，以备检阅之需。受文化

水平与物质条件所限，武术抄本中字体工整、绘画生

动者少之又少，所用文字时有含糊错漏、夹杂方言的

情况出现。但就算如此，抄本仍然是我们开展古籍校

勘与目录版本学研究的重要补充。 

解读《正传》绝非一朝一夕或一人之力可以完成，

此书蕴量之大让人有海阔天空之感。在此，笔者仅以

自身经验为切入点举例说明。在这部素未谋面的《正

传》之中，笔者寻觅到本族三代习练的劈挂和八极的踪

迹。此处以名声显赫的八极拳为例，稍作揭示。卷一之

首《长拳短打序》里，编撰者提及当时流行的一些门派

时说道：“各有门户名目，是以有八急、有功力、有螳

螂、有燕青、有猴脚、有迷踪、有行易、有劈褂、有六

合、有长拳、有太极，各立一门，各由宗派，各定门路。” 

显而易见，这里有一些笔误或是听闻之误。“八急”

就是“八极”，“行易”应是“形意”之误，“猴脚”也

有笔误的可能，其他大致不差。全谱中“八极”统写

成“八急”，仅一处为“八极”，这到底是笔误，还是

“八极”原本就应该写作“八急”？这里一时无从考

实，但至少提出了一种可能，这是笔者前所未闻的。 

卷一有《顶肘》等一段拳谱，编撰者未设置标题，

但最后点明这是“六打开”。“六打(大)开”是今传八

极的核心内容之一，是“顶、抱、单、提、挎、缠”

六个字的练法和阐释[9]。《顶肘》曰：“顶肘。三样练法，

挎马、捶挑、单鞭，三路练成，合而为一，方为顶肘。

若用，度此着内里还分三刚三柔。抱肘。三样练法，

开弓、打滑、串耳，三路练成，合而为一，方为抱肘，

若用，度此着还分三刚四柔。缠肘。三样练法，阴缠、

阳缠、败势，三路练成，合而为一，方为缠肘，若用，

度此着内里还分三刚三柔。单义打。三样练法，搅海、

点代、一枝箭，三路练成，合而为一，方为单义打，

若用，度此着内里还分二刚二柔。挎打。三样练法，

赶太阳、双展翅、献肘，三路练成，合而为一，方为

挎打，若用，度此着内里还分二刚三柔。提。二样练

法，双展、三劫路，二路练成，合而为一，方为提，

若用，度此着内里还分二刚二柔。以上十七路练法，

分作六路，即为六打开。必须互相使用，刚柔并济，

可生无穷之变化。若功夫用成，俱可应手而出。今将

各着术详列于后，以备学者易明。” 

以“六大开”而言，今传的 6 个字与此存在差别。

当然，《顶肘》所言未必一定正确，如“单义打”应系

“单阳打”之误，其他各字及其解法也有见仁见智的

余地。但从文献研究首要尊重时间排序这一基本原则

判断，“燕峰氏”所存八极拳谱无论如何都要早于当下

存世的各家八极拳谱。如依《正传》所载谱文，今各

地各家所传习的八极都有缺漏，部分如 20 世纪 90 年

代后推出的规定套路则更是无中生有，贻笑大方[10]。 

其次，再举述《正传》卷四所载《八急架歌》。其

内容应该是“八极小架”的拳歌，歌词简约明晰，令

习练经验的人倍感亲切。歌曰：“八急顶肘在中央，斜

身抝步称刚强。要打仰炮腕上起，倒退一步闭了裆。

两手一劐分天地，抢步跪膝把拳藏。攞手不住当前后，

扫裆挂耳归中央。” 

从歌谱看，“八极小架”基本术语并无变化，但相

较于存世的歌诀更为简单，似乎只有 8 个动作，与存

世小架大都 22~24 个动作的数量相差甚大，存世小架

多出来的动作大都分布于此 8 个动作之间[11]。从武术

晚近的发展趋势看，表演需要的日渐主导必然使套路

的结构与体量日益繁巧。当代武术，“武”意不存，已

然沦为精心构建的表演，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考察《八

急架歌》与后世八极拳套路的变化，对于我们了解这一

拳种乃至民间武术是如何日渐表演化的有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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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拳种结构看，八极拳的核心是六合大枪，然而

晚近以来，实用质朴的大枪失，而拳套盛，同样是表

演化所带来的蜕变。可贵的是，这部《正传》却保存

部分与八极有密切关系的六合大枪谱歌，有些内容与

张同文、张景星父子的不传之秘，以及先祖父所传六

合精要大致相同[12]。 

 

2  《正传》反映的民间武术文化 
2.1  从“练拳”到“亮拳”——熟人社会下民间武术

人的自我实现与即凡而圣 

如前所述，《正传》与山东地区的若干螳螂拳谱关

联紧密。谱中所载“福居禅师”，屡见于民间拳谱，或

称为宋代人，或称为明代人。但在现存的少林碑刻中

未能找到关于此人的印证资料，故只能存疑。另外，

所谓“升霄道人”，民间另有署名“升霄道人重集”的

《绘像罗汉短打变式》《增补罗汉短打通解》等拳谱，

内容庞杂，部分内容与《螳螂老谱》接近。总之，无

论福居禅师、升霄道人，其人其事渺冥无稽，传说成

份居多，还需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但是，从晚清以

来拳种流行的大致区域，以及相似抄本的传抄群体看，

说《正传》产生于冀鲁一带的民间当是不存在太大问

题的假设。 

“拳”的概念自清代开始被放大，一方面为官方

所认可[13]，另一方面则与民间结社产生深入关联。晚

清“庚子拳乱”的源头均可追溯到康乾年间的民间武

术活动，又与嘉道年间的梅花拳有直接关系，梅花拳

则由河南、山东的“义和拳”演变而来[14]7-9。民间武

术抄本在这一时期的密集出现，恰反映当时民间武术

发展的这一特征。 

滋生于民间的秘密会党随清王朝内控力下降而日

渐壮大，其特征之一就是会党内部练拳练功活动的广

泛开展。在自保御外的发展中，秘密会党逐步发展为

各式拳会，以拳为媒吸引和团结更多社会大众，稳固

自己的信仰体系。以道光年间的八卦教为例，外练拳

内练功是入教的必修内容。 

时至咸同之间，山东叛乱频出，地方团练兴起，

在镇压以捻军为代表的地方作战中屡见功效。许多秘

密会党借此走向公开，甚至与士绅勾连成为地方重要

的乡亲势力。而原本在教内的练拳活动也得以公开，

并被舆论化与仪式化，称之为“亮拳”[14]8。 

这一从“练拳”到“亮拳”的过渡，与马斯洛[15]

需求层次理论所说的“自我实现”如出一辙，所指就

是“变成你能成为的那个人”的过程。张岱年[16]认为

中国哲学“成仁”“践形”“尽性”等概念与马斯洛的

“自我实现”非常相似，只是相较于西方，中国文化更

重视在人伦关系中实现自我[17-18]，也就是周遭人的看法

对自身的塑造有深刻影响。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这一

自身价值与社会人伦的整合被称之为“做人”[19]，也就

是费孝通“乡土中国”语境下个体“熟人社会”的内化。 

“练拳”是为成为“熟人”，从而实现更好“做人”。

其内在涵义是，通过武术获得熟人社会的认可，进而

在关系社会的集体记忆与传存格局中固化自身位置，

借以实现有限生命的超越性意义。在这个特定的熟人

群体中，拥有抄本并传抄给他人无疑是营造自身社会

身份，表现群体认同的重要手段。文本自身既是个体

对身体塑造的记录，又表现出超越拳术自身的社会意

义与文化价值[20]。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武术的社会语境大都由描绘

渊源与师承的各种叙事所构成，期间掺杂着大量夸张

与戏剧化的内容。当外化于个体表述时，更充斥大量

前提性定语，如“我师父”“祖师爷”“秘不传人”等。

这种语境直接影响到习武之人自我实现逻辑的形成，

既满足个体与社会之间本体性关联的内在需要，又达

成了这种内在关联机制对自我存在的放大，以及与其

他关联个体之间的共鸣。这种社会性与超越性的交融

互促使超越性隐含于社会性之中，又以社会性的方式

得以呈现，由始至终推动着普通习武之人完成由贱及

贵、即凡而圣的自我实现。  

2.2  从“正传”到“重修”——时代变革期武术生态

的变化与民间武术人的位育 

一直以来，民间都有“天下武艺出少林”的说法，

虽是夸张其词，但明清民间武术发展，重要特征就是

众多南北拳种均自称源于少林。 

从科技史的角度看，战争手段的革新使武术的军

事价值日渐消弭。武术逐渐脱离军旅，走向民间。其

主导性语境也慢慢从武力的胜负之争转变为社交基础

上的相互赞许与风格差异，随之其摄生、审美、娱情、

展演、社交等次生功能得以发展。因此，明清以降套

路成为武术的主要形态完全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从社会史角度看，清代打压士人尚武之风的政治

举措对武术的发展有很深影响。明清之交，内忧外患，

社会控制下降，价值多元的社会生态与士大夫广泛尚

武的风气无意间加速武艺从军旅向民间传播与内化，

部分儒家知识分子更是将武术吸纳入自身，以填补“文

武之道”中武的对应内容。程冲斗、吴殳、黄百家等，

都是这一转折时期士大夫武艺家群体的代表。 

但可惜的是，政治敏感的清王朝迅速发现这一苗

头，用严厉打压制止习武风尚。其主要结果就是武术

作为文化从儒家文化人群体中剥离出来，或游离至社

会下层，或陷入社会隐密。以清初甘凤池案为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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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不下数十人，其中包括李恕谷。而考察其交谊，可

知擅武艺者不在少数。但李恕谷现存著作中却并未涉

及武艺，仅有一部《学射录》也只能算是“发而不中、

反求诸己”的观德之学[21]。这是因为他晚年在政治上

险些遇难，故缄口无言，不再显露武艺。 

此后，武术不再为士大夫群体所接受，它被视为

是威胁王权的不安因素，更不为新兴的维新文化所接

纳。因此，在旧的语境中找寻文化附着点成为许多民

间武术的救命稻草。大量民间武术开始主动归附于以

“少林”为代表的“老字号”，其热度之高甚至超过明

末清初。《正传》就是典型的例子。毕竟，晚近以来少

林已经成为天下武术的顶峰和标志，成了囊括天下武

艺的品牌符号。并不能说这些东西都出自少林，如若

确实都出自少林，反倒成了不可思议的咄咄怪事。其

中有出自少林的内容，如《正传》第 4 卷《少林寺所

习之行者棒歌(八蹚)》可能确实出自少林寺，而大多

数并不一定是少林产品。 

从字词上分析，《正传》强调“正传”于少林，显

然是说明师出有名，是对传统的延续；而之所以有“重

修”二字，除单纯编辑寓意外，也不免要说明其意义

有所扩充，甚至是有突破。内容上，《正传》显得杂乱

无章，所辑文字文体不一之处甚多，但深究其内容又

可以隐约看出编者取舍的有心之举。诚然，明以后的

少林寺无论是宗教还是武艺上已然步入衰落，但其社

会影响依然存在。随着晚清民国武侠小说大量涌现，

接着是武打影片的勃然崛起，少林的名声水涨船高，

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具有综合因素的文化现象，并不

代表真实情况。所以《正传》的“少林”只是一个名

义，一个符号，是愿意挂上少林标号的南北武艺。这

种选择以少林为新的文化附着点，少林成为许多习武

者有所归属的标志符号，是武术群体在社会变革期中

再次找寻文化归位所做出的选择，是武术人“安其所”

“遂其生”的不断位育。 

 

3  结论 
纵观全书，《正传》虽然没有明确理论思维和目标，

但可以隐约感觉到汇编之人是在试图进行汇编与集

结。这是清末民初许多民间抄本共有的特点，究其缘

由，无非是所学繁杂，抄录以备记忆；亦或是学有所

思，书写以为阐发。《正传》当属于后者。从武术技术

的角度来看，民间抄本没有太多值得挖掘的价值。毕

竟，演练早已是民间武术的主体，对拳术套子结构与

韵律的微调、对其他拳师演练风格的模仿、含糊其辞

的动作描述与演绎，早就是民间武术流变分化的常规

模式，至今如此。这些内容都无法用文献进行考察，

从“武”的角度来说，也没有具体的应用价值。但是

从社会文化变迁角度去看，研究民间抄本确能为我们

了解晚近的武术家群体，考察武术转型的过程提供更

为鲜活的例证。 

书中所提及的福居究竟是谁？一方面，僧人的名

号因法统与宗统的复杂关系而往往使用混乱，而佛家

不立文字的法门也徒增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托

古附会以自塑门面，早就是民间武术的公共现象，稀

松平常，见怪不怪，如形意拳托名于岳飞、太极拳托

名于张三峰都是典型的例子。许多人或许不是少林弟

子，却选择栖于少林旗下，可能是希望借此觅得赖以

延续的庇护，也可能是通过传抄与适当的杜撰，为自

己塑造相应的社会身份。所以，夸大师承关系，隐藏

或篡改学拳经历等都是民间武术的常有之事。如果没

有可靠的史志文献做依托，仅靠抄本判定某个人的真

伪，其确凿程度也未必经得起推敲。所以，尽管福居

禅师、升霄道人在冀鲁一代的民间抄本中反复出现，

想要真正厘清其中渊源，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

将武术研究不断拉回至文献学与文化学的多重考察之

下，无疑有助于推动历史真实面貌呈现。 

近些年，散布于社会传媒之间的各路“传武大师”

“掌门”“剑圣”“武林绝学”等络绎不绝，哗众取宠，

招摇撞骗，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代发展的负面教材。

说到底，是由于武术可能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熟人社

会”最后的“自留地”，其中的“大师们”享受着时空

隔离下自我实现的愉悦，岂不知这一文化结构却早已

与时代形成落差，甚至是错位。不能不说，武术研究与

管理长期以来的不作为要为这一窘境承担相应责任。 

武术的价值观之争并非不能调和，新旧之争更多

表现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争，而制度固化后则进

一步衍生为制度性差序格局的既得利益群体与武术文

化自身时代性位育之间的冲突。随着国家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战略的不断深入，这一陈旧的范式与语境

显然已经过时，新时代呼吁新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思路

的产生。庆幸的是，武术文献研究近些年持续趋热，

成果日丰，说明对武术研究新的范式的思考是一致的。

笔者以为，重拾对武术历史文献的考察非常重要。因

为，这是保证研究对象与对应内容不至于查无所载、

凭空臆断，防止最终研究偏离基本事实的根本方法之

一。将传统的文献学研究与成熟的社会规律探究相结

合，用新视角去挖掘旧议题的未尽之意，或许是民族

传统体育学专业可以借鉴的一种治学方式。 

 

注释： 
① “位育”是潘光旦先生提出的对西方“adaptation”与



 
第 6 期 马廉祯，等：清抄本《重修少林正传》考述 43  

 

“adjustment”的对译，在于形容人与文化的发展“安其

所” “遂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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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体育、教育的重要论述，推动体育科技期

刊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2022 年 8 月 20 日，第 34 届中

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体育期刊专业委员会年会在山西

省长治市长治学院顺利举行。本次年会以“喜迎二十大

——开放科学环境下的体育学术期刊融合出版”为主题，

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体育科技期刊编辑工作者、学者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参加了本次年会。 
开幕式由长治学院校长曹景川教授主持，长治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邢张朋，长治学院党委书记郝勇东，中国

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常务理事、体育期刊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王子朴教授分别致辞。 
大会主题报告由体育期刊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

秘书长吴坚编审主持。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理事长

张铁明编审作了题为“全球开放科学进展及我国对接的

实践探索”的报告，对开放科学背景下学术期刊发展的重

点问题进行深入阐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发展战略

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委员黄

汉升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特色体育学学科发展的理论逻

辑与历史逻辑”的报告，深入解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

学学科的学理基础、历史方位与现实指向。 
上海体育学院期刊中心、武汉体育学院期刊社、首

都体院期刊部、《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广州体育学院学

报》、《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体育学刊》、《体育学研

究》、《沈阳体育学院学报》、《吉林体育学院学报》、《河

北体育学院学报》等作为嘉宾单位，基于“开放科学环境

下体育学术期刊的责任与义务”、“体育学术期刊深度融

合出版的需求与未来”的主题，聚焦体育期刊工作实践中

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圆桌研讨，与会者积极参与了

讨论。 
大会闭幕式由体育期刊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体

育学刊》常务副主编李寿荣编审主持，原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科学研究所科技书刊部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李晓宪编审就体育科技期刊的发展的根本性问

题作大会发言。 
本次年会的成功召开对推动新时代体育学术期刊繁

荣发展、加强体育学科建设、构建中国体育话语体系具

有重要意义。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体育期刊专业委员会 
                 2022-0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