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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地掀起一股猛烈的习武风潮，血气方刚、精力过剩的年轻人广受影响。
《大成若缺》讲述者王建中即是其中之一。

受习武风潮影响，王建中由一名先进工人，变为街头茬架的"不良青年"；受商品大潮推动，王建中又
由一名"茬架勇者"，转而下海经商，开店练摊。

 得意失意，起伏坎坷，大成大败之后，王建中最终回归武术，重新以内家拳学为人生归宿。

 他独立思考，潜心钻研，在八卦掌、大成拳领域，求出了自己的体系。

书中谈及的一众武林人物，在当代武术界皆有影响：王芗斋、于永年、张国盛⋯⋯尤其是浓墨重写的
崔有成。
崔有成以辉煌战绩在武行享有大名，但他生前排斥媒体宣传，不留著作，《大成若缺》是对他真实生
活和武学的首次揭示。

《大成若缺》承续了《逝去的武林》风格，在时代信息方面，以前所未见的角度和生活细节，展示了
八十年代武林、群架、经商的不同规矩。
在武学方面，用口语化的文字，揭示了传统内家拳实战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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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讲述者简介：
王建中，1955年生于北京，八卦掌、大成拳传人，是一代内家拳实搏大家、传奇人物崔有成的义弟，
内定的拳学撑旗人。

 撰文者简介：
徐皓峰，1973年生人，从事道家文化研究、口述历史整理、小说创作。
文学作品《逝去的武林》《道士下山》《国术馆》《大日坛城》等。
论文入选《道学精粹》《中国道教》《文艺理论与批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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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师父张国盛　　我生于1955年，是杂耍、中医的家庭，四岁开始练功，钻圈、大顶、学小丑。
练功得挨打，父亲用烟袋杆一般粗的藤条棍打我，别看细，由于藤条有韧劲，打上去火烧火燎的，随
便一下，就钻心地痛。
　　父亲下手狠，训练小孩就跟训练小动物似的，也没法讲理，就是打。
现在回想，我这辈子为什么迷恋练武啊？
觉得是因为从小练功练习惯了。
我痴迷于这一艺，幼年理解不了，反正每天出一身汗，就觉得活得有意思。
　　过去讲&ldquo;艺不压身&rdquo;，多会总是好，人人有这意识。
比如打算盘，过去的掌柜手里没有算盘，也空着练指法，叫&ldquo;剥皮&rdquo;。
打算盘也是一技之长，凭这个就能有饭吃。
　　我八岁练少林拳，功夫没忘，天一黑就练。
长成小伙子了，我在酒仙桥遇上一个练尹派八卦的师父，叫郑三。
尹派是八卦掌祖师董海川①大徒弟尹福②所传，尹福在八国联军进北京、皇族西逃的路上是光绪皇帝
的贴身侍卫。
　　尹派简洁，就是八个式子来回转。
尹派的掌法叫牛舌掌，大拇指不是撑起来的，而是内扣，如牛舌一般，其中有内在的理法。
有人说，尹福的手受过伤，大拇指筋断了，所以耷拉着--这是外行人的异想天开。
　　学了一段时间尹派，有个在附近练小洪拳的人，跟我处得来，推荐我去学程派八卦，说：&ldquo;
你知道东单有个八卦张吗？
&rdquo;　　八卦张叫张国盛。
我早知道他的大名了，他练的是程派八卦，程庭华①是董海川的另一个有名的徒弟，他为人豪侠仗义
，一辈子广交朋友、广收徒弟，清末时八卦掌在民间推广，他居功不小。
　　尹派是掰脚，回转时，前脚尖往外掰。
程派则是扣步，回转时，前脚尖向内扣。
尹派就是八个式子，程派有六十四手、七十二绝招、游身掌等项目，还有许多兵器。
程派比尹派丰富，越简单的越吃功夫，越丰富的越引人兴趣，这是程派门庭广于尹派的缘故吧。
　　七八十年代，京城最火的是八卦掌，高子英②是程派的第一把交椅，徒子徒孙众多，张国盛便是
他的徒弟。
张国盛在东单公园的场子，算是首屈一指，有&ldquo;八卦张&rdquo;的大名。
　　我到了东单公园，见练功的人山人海，练什么拳的都有。
八卦张的场子占地大，徒弟一个人围着一棵树转。
　　练小洪拳的朋友给我当介绍人，是自告奋勇，向我显摆有关系有面子，其实跟张国盛也是间接关
系，根本不熟。
说的时候，他是把我镇住了，但到了人家的场子，他就尴尬了。
　　他提了几个认识的人，张国盛听了，那反应是说客气不客气，说冷淡不冷淡。
张国盛没说不收我，但也不理我们，他的徒弟们更不理睬我们。
　　我知道小洪拳的朋友指望不上了，我是真喜欢，想学就得靠自己了。
　　别人给你尴尬，自己不能尴尬。
我就在张国盛场子的外围找了棵树，开始转圈，转的是尹派的，边转边看，看熟了他们程派的式子，
也照猫画虎地转程派的。
　　我起得早，早晨四点就到了东单公园，翻铁栅栏进去。
每天张国盛来了，都看到我比他还早。
几个月过后，我成了场子里的熟人，一天张国盛走过来问：&ldquo;你多大了？
&rdquo;问我岁数，这就是要开始指点了。
　　我老实说了，心中暗喜，苦心没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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晾着不理我，我揣摸，是他看我能否坚持，在测我的恒心。
　　当年老一辈武术名人都去东单公园，师父的场子人多，别的场子人练完了，也爱到师父的场子边
观看。
师父说：&ldquo;一块练吧。
&rdquo;他们下场子练，大伙就鼓掌。
他们说：&ldquo;张师父特别仁义。
&rdquo;我们练得起劲，觉得在师父的场子里痛快。
　　老前辈来了，给我们说说，临走的时候，师兄弟们身上带钱的，就拿出来，也就是块儿八毛的，
凑出好几块，由师兄交给老前辈。
不是学费也不是好处费，就是晚辈向长辈孝敬的意思。
师父的场子人气旺，老前辈们来得多，我们也饱长见闻。
　　师父是个喜欢徒弟的人，我们跟师父私情重。
他节假日还带我们这拨徒弟出去玩，一次在颐和园，表演过&ldquo;水上漂&rdquo;。
我们在颐和园租了条船，都穿了泳衣，颐和园水浅，深了也就到胸口，我们站在水里，用手托在水面
上，一字排开，从船边排出去，师父从船头走我们的手，在水面上能走出五六步。
　　八卦操掌要砍树，我砍树砍得手掌是黑的，师父的手掌也是黑的。
师父的&ldquo;铁背靠山&rdquo;厉害，后背稍发力，靠一下墙，房梁上的尘土都下来。
我练后背撞树，开始练，一撞上，就震得头晕。
后来，王家大院中有几棵树便是我靠死的。
　　师父不狭隘，不阻碍我们学别门的东西，反而希望我们得东西越多越好。
他还主动带我们去求艺。
他知道河北农村有一人会轻功，想让我们得此艺，带我们一伙人长途跋涉去了河北。
　　访到那位高人，见他家的院子几步便是一个深坑，估计是夜里秘练轻功用的。
师父表明来意，此人不愿教，为了不让我们白跑一趟，给师父面子，就给表演了一下。
起码，师父让我们长见闻的愿望，他满足了。
　　我亲眼所见，他一下便蹿上了房梁，在房梁到房顶的那么窄的空间里，做了个移身，灵活如猫，
从另一侧跃下。
落地时轻盈极了，鸟归巢一般，好像有一对无形的翅膀在兜着风，脚尖一点，就着地了。
　　没学到此艺，遗憾了，此人现在应过世了，不知他的艺有没有传下来？
　　回来的路上，师父说，现在的高楼大厦墙面笔直，老北京的城墙不是直的，下一层砖会比上一层
的砖往外错一点，凭着这点斜度，脚尖能点上力，所以练了轻功，可以在城墙面上走，旧时代，有越
城而入本领的人并不罕有。
　　有个练硬气功的老米（ 化名 ），名气大，师父还安排我们师兄弟五六人跟他学过一段。
一去，老米先给我们表演了&ldquo;板上钉钉&rdquo;，以镇住我们。
　　他把个大长钉子，钉帽抵在掌心，往木板上一拍，就钉进去了。
我们都看傻了，觉得这力度拍下去，钉子没钉进木板，更可能反过来，钉进手掌。
　　他也不讲解，说：&ldquo;先练这个，练吧。
&rdquo;　　怎么练啊？
我们天天练，手上根本不敢使劲，练了许多天，死活钉不进去，因为不能放胆，总担心钉不进木头，
倒把手心捅破了。
　　老米不教原理，埋怨我们不用功，一副有绝活在身的高傲姿态，我们都感到有心理压力。
一天，我们喝了很多酒，趁着醉劲，大伙相互合计，大不了不就手心拍出个洞吗？
　　我们放胆一拍，竟然把钉子拍进木头了。
原来看着吓人，其实简单，没什么技巧，就是胆子，要点是不能犹豫。
　　我们突破了&ldquo;板上钉钉&rdquo;，老米又露绝活儿，表演了&ldquo;隔空击物&rdquo;，点着一
排蜡烛，隔着一米多远，一掌发出，想让哪根蜡烛灭，哪根就灭。
我们虽看了一惊，但有了上次的经验，也没有太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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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米让他儿子教，老米儿子说了一堆内气运行的玄理，说蜡烛是掌上发气灭的，得苦练三年，养
气、调气之后，才能发气，威严地督促我们练。
我们知道，照他的话做，一定练不出来。
　　我们就自己研究，经过多次试验，发现不是气，就是风，只要找好速度和角度，一掌挥出，掌面
、袖子带的风，足够让蜡烛灭了。
老米儿子见我们很快达到了&ldquo;想让哪根灭，哪根准灭&rdquo;的水平，就不教了。
　　老米还教了&ldquo;头断铁板&rdquo;，拿生铁铁板往脑门上一拍，铁板就断成两半了。
又是一大套养气、调气的理论，说得振振有词。
　　我们就仔细观察老米的动作，经过试验，又总结出来了。
其中技巧，一是额头需练出一定硬度，二是铁板拍上去时，得保证角度平，不能倾斜。
再者，铁板是生铁，不能是熟铁，生铁比较脆。
　　这次总结得快，因为正赶上出了一档事故，让我们看出了破绽。
会头断铁板的不单是老米一个人，有一个卖艺的刚表演完拳脚，一时兴起，没有歇，立刻表演头断铁
板，结果一拍，拍了个头破血流。
　　他现眼，因为刚练完拳，身体还激动着呢，手没恢复正常，握铁板失去了感觉，拿不准角度。
此人从此不玩硬气功，因为当众出丑一次，观众口碑一坏，就吃不了这碗饭了。
　　我跟师父说：&ldquo;没东西，不去了。
&rdquo;师父就让我们回来了。
　　王芗斋说硬气功里面有技巧，是一种表演。
王老能这么说，说明他知道其中底细。
后来，八十年代流行散打，这位硬气功老米就办了个散打班，教散打了。
　　听到这消息，我很惊讶，寻思老米虽然是个老江湖，但他在拳上没造诣，怎么能教散打？
　　正好有一个我认识的小伙子去学了，很快退学了。
我问怎么不学了？
他说去了半个月，挨了半个月打。
　　老米散打班的口号是&ldquo;想学打人，先学挨打&rdquo;，小伙子没学到什么技巧，每天去，就
是班里的老学员冲上来一顿打，他信服那个口号，咬牙坚持，最后实在被打得受不了，便退学了。
　　他这经历，更验证了我的推测--老米不会散打。
虽然不会，但凭江湖技巧，他也能把散打班办下去。
老米早年一根扁担两个筐，前挑儿子、后挑闺女--如此走的江湖，可想江湖经验有多深！
　　散打风行，他找了个口号，用教挨打的办法招了一批想学又不懂的人，一度散打班还办得很红火
。
　　对那个被打得退学的小伙子，我教了他一个技巧：当对方猛冲过来时，你的腿就用上了，让他过
来，一抬腿蹬出去，能给对方重击。
　　小伙子跟我学了半年。
他学别的一般，学这个特别灵。
半年后，他找到老米班上那些打他的老学员，把他们都打败了，说：&ldquo;我没学挨打，我学的是打
人！
&rdquo;　　一下扬眉吐气了。
　　我教他这一脚，有意识训练，抬腿就是这个，你要老想打人一个熊猫眼，之后准是。
这一脚在八卦掌叫蹬脚，在大成拳叫穿心脚。
其实各家的东西，都有相通之理，其中复杂深奥的，可能你在实战时还用不上。
练得好，永远不如用得好。
　　师父鼓励我们广学博采，我自己更是好学。
我总觉得别人有好处，既然认为好，就不要顾脸面了，去请教吧。
我是什么人都接触，谁的场子都去观摩，我站在场外，不留声色，别人以为我只是个观众。
　　人没防备心时，就容易露东西，我看得仔细，露一点，我就学到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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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练武术的，我是连硬气功、杂技的场子都看，看了扔下个块儿八毛的。
　　一次，在翠微路上遇到个卖艺的，他把几个小碗扣在地上，在碗底上走，自称是轻功，练完了，
拿起碗向围观的人要钱。
我那时的一身打扮，看着就是个练武术的，他发现了我，就叫：&ldquo;师兄，你来了！
&rdquo;然后向别人宣布：&ldquo;这是我的同门师兄弟，今天特意来给我捧场子！
&rdquo;　　我还奇怪呢，我不认识他啊。
这是走江湖的技巧，见我是练武的，怕我砸他的场子，说我是他师兄，我就不好意思砸了。
他表演的时候，还拿我做话题，跟观众说了好多话，表演完了，他先冲我要钱，既然是师兄，就不能
给少了，我给了五块。
　　他大喊：&ldquo;师兄给钱了！
&rdquo;去找别人要，别人也不好意思不给，纷纷掏钱。
对这个卖艺的，我每次回想，自己都乐，觉得他反应真快。
　　看到别人的掌能切砖，师父说：&ldquo;你赶上了，也能切。
&rdquo;赶上，指的是通过反复练习，找到角度和发力的巧劲。
我四处捡砖头练，一次切开了，日后就都能切开了。
　　我练功不惜力，为了练抗打能力，我先用竹板抽自己，痛得不能忍受，就给竹板包上了布，练多
了，去掉布，也不痛了。
后来我用木棍、用铁棍打自己，头一磕，铁棍就断了。
一是铁棍得是生铁，生铁脆；二是得天天练，不练，找不准那个巧劲。
　　我还练过用铁丝绑在脖子上，脖子一绷，铁丝就断了。
别人看起来，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没意思，因为有技巧，关键在把铁丝绑在脖子上时，将铁丝拧住
这一下，要拧得铁丝将将断。
　　我觉得这种表演性的技巧没意思，还是喜欢能实战的功夫，比如练八卦的托天掌，我就愿意一圈
一圈地走下去，走多久我也不烦。
托天掌练久了，肩窝会出一个凹点，师父说功夫深的人，肩窝能放上鸡蛋。
　　有人练托天掌走圈，手里会托半块砖头，不要小看这半块砖头。
许多人走不了几步，就走不下去了。
我喜欢练的是这种功夫。
　　招数这东西，学了也就学了，不练也就没了。
我学过八卦掌那么多招法，慢慢就放弃了，唯一没放弃的是定势八掌。
这八个式子出功夫，我身体不舒服、心情不好时，就转这八掌，简简单单的，却真能调理人，走几圈
，便觉得气足了、顺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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