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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太极拳是中国的“国粹”之一。
可是，经过体育工作者们近六十年的不懈努力改造，今天的太极拳在人们的印象中，几乎就是老年健
身操的代名词。
每当看到清晨街头和大学体育课上普及太极拳的人们，读到“中医专家”将其根本不明所以的太极拳
放入“传统养生术”中夸夸其谈的著作，以及舞台上将太极拳当作花样体操表演的演员，总让人不由
得想起晚清民国的前人们。
    今天似乎是一个“大师”泛滥而不再需要大师的时代，具体的“人”都被“物”掩盖了，“技艺”
被表述成貌似“科学”的东西，变得机械而索然无味。
晚清民国那些达至巅峰的拳界名家，在宣传过程中逐渐淡出了今人的视野。
这种情形，就像国画界忘记了齐白石们、京剧界不再提梅兰芳们一般。
前人往事被渐渐地遗忘了，他们的经验和技艺不再被人们深究，武学的价值越发变得模糊。
半个多世纪以来，武术所走的道路已与前人思想相去甚远。
其实，传统的各家派拳艺，本不是西式的“体育”，用不上去削足适履；齐白石和梅兰芳也不是纯用
“科学”能够研究得了的。
当今天的人们把太极拳视为浅显的健身操的时候，竟忘记，这曾是历史时光脉络中，一辈又一辈进入
高明境界的拳家们毕生经验的凝结，精微巧妙之处，若无传承在身的明师口传身授，实与盲人骑瞎马
无异。
    在中国的“国粹”当中，国术的传承和境遇比较艰难。
中医、京剧、国画等都可借以维生，而拳技则往往不能。
毕生追求而进入高明境界的前人，往往心里很明白，却很难将其神明之境展示在纸面上留传下来，像
其他从事无形技艺的高人一样，其艺业事迹往往随风飘散了。
后来的人们，只能用口头上一些通俗如小说评书般的传闻，来揣测、涂画前人。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晚清民国那些明家，很多都读书不多，原因大多在于读不起，而并不意味其天分较差。
实际上，那些真正的高明者，没有一个不是天赋甚高的聪明人。
假如天资较差，无论从事哪个行当，都很难进入较深的层次和境界。
    郑板桥说：“凡大人先生，载之国书，传之左右史。
而星散落拓之辈，名位不高，各怀绝艺，深恐失传，故以二十八字，标其梗概。
”    我的愿望是能够“以人为本”。
内涵丰富的“国粹”，丢掉人而去单纯提取技术，必然机械而苍白。
若能将拳艺传承的渊源脉络、前人的交游活动及其造诣境界、厚德品行等等前尘往事进行追述，清理
展示出来，则既可示师承有自，且能策励来者。
    不过，关于这个群体，往往没有档案、没有日记、没有文集，报刊的记载也不多，大都靠后人的传
闻。
在这样的资料基础上，要运用考证得出所以然来，实属不易。
因此，只能退一步说，将传闻大致延续下来也好，尚有“口述史”价值，可为拳界多保存一点“人”
的因素。
    这次主要就是把前人记述的传闻尽量辑录起来，稍加删订。
虽然算不上确凿可考的史实，却也并非向壁虚造的小说，主要得益于各家派、各支脉传人对于师承源
流情况的记录与探究。
不知这部分内容，对于增加太极拳的人文内涵、提起人们传承“国术”的兴趣，是否能略有助益。
对于将拳艺归入“体育”而以西式标准来分解武学的人们，对于筛选剪裁武术史料以附会于过时的中
国通史表述框架的人们，对于将武术的历史上溯至所谓原始社会“武舞”的人们⋯⋯不知是否能略有
启发。
    需要说明的是，书中将所收集到的有价值的文字资料尽量充分运用，但因后人对每位前人记述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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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多少不一，故而只能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至于各家派前人的实际功力深浅和境界高低，自然不能纯以文字多寡和精彩与否而论。
对于所述事实的可靠与否，仍待有志者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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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太极拳并非单纯的运动或技术，它有自身传承的历史，与中国文化精髓本为一体，且须存乎其人。
“平生之志，不在仕途，不务工商，不做打手，不图侠名，只为继绝学而已。
”（孙存周语）这其实也是诸多前辈大家共同的人生写照。
拳如其人，自然不该将“人”隐去，而当在历史时光的脉络中了解传承流变的具体情形。

至今没有较大争议的太极拳的历史，仅乾嘉以来二百余年，季培刚所著的《太极往事：晚清以来太极
拳的传承系谱(修订本)》便是对晚清以来太极拳各家派传递脉络与承接状况的首次全方位细致梳理。
通过《太极往事：晚清以来太极拳的传承系谱(修订本)》，可以全面了解太极拳的传承状况。
至于更多内容，则需透过纸面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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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培刚，史学硕士，太极拳手。
已版专著：《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2007），《太极拳往事》（2009）。
其他文论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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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杨兆熊，字梦祥，号少侯，生于清同治元年（1862），健侯长子，后人呼为“大先生”。
杨少侯七岁学拳，得祖杨禄禅、伯杨班侯、父杨健侯三人口传身授，尤以得自其伯班侯者为多。
因聪敏过人，被父祖辈寄以厚望。
据说，少侯“年十九，与班侯之徒万春者比手，跌万春于门扉，扉震坏，由是知名”。
少侯拳技精湛，轻灵奇巧，虚实变化，功属上乘。
拳架小而刚，动作快而沉，处处求紧凑，劲至皮毛，圈至无圈，速快至拳打人不知，劲整至一片神行
之境。
而少侯性情与其伯杨班侯相似，沉默寡言语，很少人能与他亲近，在公开的场合更少露面，却刚强好
胜，亦喜发人，善用散手，出手即攻，人谓颇具“乃伯之风”。
而教人亦然，从学者多不能忍受，所以授徒甚少。
据说，少侯对于接劲、借劲、截劲、冷劲、凌空劲，确有深功。
可惜不愿多传，知之者少。
杨澄甫，名兆清，以字行，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
幼年心气甚高，不喜“一人敌”的家传拳技，要学“万人敌”的兵家军事。
杨健侯生性情温和，回忆早年练功之苦，对于自己四十五岁才得到的爱子不忍管束过严。
年将弱冠，杨澄甫才开始从父学拳，每日练功，拳、剑、刀、枪、推手、散手，虽然均合乎杨家祖传
规矩，但也未真正痛下苦功，深研拳中奥妙。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拳乱，因排拒洋教而导祸入门，“义和拳匪起，假托神拳之名以伪乱
真，国术界受其影响，因之中辍，北京人几不敢复言拳术”，拳界各派门人均多星散，肯继续研究者
寥落无几。
京城太极杨家因得满清官贵名流庇护，故而躲过一劫。
之后，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杨少侯与杨澄甫兄弟二人助父授拳。
其时，清朝政府开始陆续实行新政改革，气象更新，沿此轨道下去，必然秩序稳定，早臻强盛。
而以“先行者”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内外联络沟通，在南方各地发动武装起义，接二连三。
不足十年，终于酿成风起云涌的辛亥暴动，席卷全国。
满人执掌的大清王朝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一连串煽动之下，最终颓然倾覆了。
宣统皇帝逊位，汉人袁世凯作为前清要员，从革命党手中挽回政权，当选大总统，进入了中华民国之
初。
政局混乱纷争，人心惶惶，世道不太平。
曾经世袭爵位和科举出身的王公大臣，荣光褪去，成了清朝的遗老遗少。
杨家前两辈授徒于北京城王公贵胄、旗人护卫、贤达名流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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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太极往事:晚清以来太极拳的传承系谱(修订本)》是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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