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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家沟坐落在温县城东5公里的清风岭上，黄河在村南千古流淌。
    这是一个普通的村庄。
全村600户人家，2500多口人，散居在沟沟壑壑之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田园般舒适宁静的生
活。
    这是一个闻名世界的村庄。
在国外，许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国有个温县，甚至不知道有个河南省，却知道有个陈家沟。
这样的村庄，偌大个中国能有几个？
    如今，太极拳已经在全世界广播开来。
作为武术，它可以技击自卫；作为运动，它可以强身健体。
这个开始泽被人类的拳种，就是从陈家沟走出来的。
陈家沟，孕育了奥妙无穷的太极拳。
    这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当地民谣道：“喝喝陈沟水，都会跷跷腿。
”“会不会，金刚大捣碓。
”村里上至八十老翁，下至几岁孩童，几乎人人会打太极拳。
自明末清初陈家沟陈氏九世祖陈王廷创编了太极拳以来，陈家沟代代相传，代代出名手，傲然屹立于
中华武术之林！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后，欣逢盛世，太极拳“老树逢春更著花”，陈家沟强手如云。
陈小旺、陈正雷、王西安、朱天才被武林同道誉为“四大金刚”，蜚声海内外；更有一大批俊彦新秀
，陈炳、陈自强、陈鹏飞、陈斌、陈娟、陈媛媛、王占军⋯⋯他们年少有为，已在国内外大赛和太极
文化交流活动中崭露头角。
可谓“世代人才出不尽，纪元新辟有强弓”。
    陈家沟魅力独具。
陈王廷创拳后，陈家沟陈氏视为“独得之秘”，只在族内沿习，外人难窥门墙。
漫漫一百多年，太极拳不出陈家沟。
清道光年间，陈氏十四世陈长兴打破门规，收河北人杨露禅为徒。
杨露禅将太极拳带出了陈家沟，后逐渐衍变为杨、武、吴、孙四大流派，享誉九州。
而陈氏太极拳依然蛰伏在陈家沟的沟沟壑壑之间，“养在深闺人未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提起太极拳，人们只知有杨、武、吴、孙，不知有陈。
    陈家沟有太多的神秘。
本书作者崔春冬先生长期在温县的宣传部门工作，曾任温县广播站记者、站长，温县电视台长，温县
《太极文化报》主编，潜心收集、整理陈家沟的种种资料达二十余载。
本书尽写陈家沟的古今历史，人物风流，尤其详细介绍了太极拳的哲学背景——河洛文化，具有浓郁
的人文底蕴和文化气息。
要知端的，让我们随着本书，走进陈家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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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插图第一章 陈家沟——太极桃花源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渔人甚异之。
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
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便舍船，从口入。
陈家沟坐落在温县城东去5公里的青风岭上。
黄河在村南千古流淌。
青风岭是一道东西蜿蜒数十公里的土岭。
说是岭，其实与平地并无二致。
只有站在黄河滩上，才能看出一点岭的意思，不过三五丈高的样子，雨水顺岭而下，积年累月，将岭
坡冲刷成一道道沟壑。
土岭虽不高峻，却是一道天然屏障，挡住了滔滔黄水，保得一方平安。
清风岭上，坡崖生草，沟畔长树，芳草萋萋，林木繁茂——一并随了沟坡起伏。
春夏令月，徜徉其中，可闻百鸟和鸣，可见野花斗艳，疑是进了公园，却又比公园来得自然。
秋日，这里天高云淡，风爽气清；冬天，一场大雪捂下来，天地一白，不见俗物。
岭南，黄河滩空旷开阔：满滩的庄稼，绿地毯一般铺过去，一眼望不到边，风吹来，碧波荡漾，令人
心旷神怡，荣辱皆忘；待到庄稼收割，黄土裸露，浓重的黄色涂抹了整个河滩，一派苍凉，又令人顿
生天地悠悠、独立大荒的感慨。
再往南，但见大河东去，不舍昼夜；对岸邙山青黛，连绵西走。
此处原有陈家沟古渡，过河便是三英战吕布的虎牢关。
虎牢关西侧；有两座古城堡，一叫霸王城，一叫汉王城，是楚汉相争时，项羽和刘邦两军对垒的地方
。
紧挨古城堡，便是伏羲画卦台，台下，黄河洛河二水交汇。
相传，伏羲氏见河洛旋汇有感，于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
诸身，远取诸物”，构演阴阳八卦。
岭北，一马平川，土地肥沃，适宜农耕，囱闬扑地，人烟稠密。
特产四种奇物——山药、地黄、牛膝、菊花，俱有防病祛病之功、延年益寿之效，号称“四大怀药”
，驰名中外。
再往北，便是逶迤磅礴的太行山，但见云雾缥缈，山在有无之间。
陈家沟面虎牢之险，负太行之雄，地势北高南低，背风向阳。
村中有三条纵贯南北的大沟，分称东沟、西沟和中沟。
小沟没人计数，不知其数。
村子不算大，近600户人家，2500多口人，散居在沟沟坡坡之间，方圆约0.5平方公里。
街道随沟就坡，不很规则，房屋便也高高低低，错落有致。
房是瓦房，墙却有砖砌、有土垒，其间还点缀一座两座茅草屋，显然古风古貌。
村里绿树成荫，沟间多柳，坡上多桐树、洋槐树之属，树上小鸟唧啁，春来花开，有蜜蜂嗡嗡，有暗
香浮动。
人家养鸡、养羊、养猪，间有养狗，一犬咬，群犬吠；一家鸡叫，家家的鸡都叫。
饭时，人们端碗出门，圪蹴在街旁，树荫下就是饭场。
菜是时令鲜蔬，饭却是各家各样：中午有卤面、捞面、大米饭；早晚两顿，或玉米粥或小米粥，粥中
着土产，或南瓜或山药或红薯。
一边呼呼噜噜吃，一边唧唧嘈嘈说，家国新闻，邻里短长，天上神仙事，人间风流话，无所不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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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话题，随意发挥。
说到高兴处，一个个笑得上气不接下气，那饭便吃不成。
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饭场就永远具有吸引力。
这里民风淳朴。
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守着脚下的黄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年复一年
。
在陈家沟徜徉，看见田里耕作的农民，街头闲聊的老人，村口玩耍的孩子，不知怎么就想到了陶渊明
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村庄。
比起其他村庄，陈家沟的经济似乎还略略滞后，因此，外村人提起陈家沟，褒扬者说：古风依旧。
贬抑者嘴角迸出一个字：穷。
可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陈家沟小觑不得，它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名气！
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批人涌向陈家沟来。
在国外，许多人甚至不知河南，不知温县，却知道有个陈家沟。
陈家沟魅力独具。
如今，太极拳已经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作为武术，它可以技击自卫；作为运动，它可以强身健体。
这个开始泽被人类的拳种，就是从陈家沟走出来的。
陈家沟，孕育了奥妙无穷的太极拳。
陈家沟，是中外人士向往、游览、拜师学艺的“太极圣地”。
这是一个藏龙卧虎的村庄。
当地民谣道：“喝喝陈沟水，都会跷跷腿。
”“会不会，金刚大捣碓。
”这个村上至八十老翁，下至几岁孩童，几乎人人会打太极拳。
自从明末清初陈家沟陈氏九世祖陈王廷创编了太极拳以来，陈家沟代代相传，代代出名手，傲然屹立
于中华武术之林！
陈家沟的习武之风可以追溯到六百年前。
那时，陈家沟不叫陈家沟，叫常阳村。
元末明初，这里战祸连连，故而洪武年间组织往这一带移民。
其中有位名叫陈卜的青年，古道热肠，移民路上，时时扶危救困。
来到温县境内，陈卜和一些移民筑土为墙，结草为房，建起一个村庄。
村须有名，大家敬重陈卜，便以他的姓名为村名，立村陈卜压（今温县北冷乡陈卜庄）。
如今村仍在，名依旧，村东北隅水井上的石盖，村民传说“是当年陈卜使用过的石碾盘”。
住了二年，陈卜嫌陈卜庄地势低洼，又迁居常阳村。
陈卜精于拳械。
他发现附近岭中多有土匪，便在村中设立武学社，教授子弟，保卫桑梓。
《温县志》载：这个武学社，“开陈家沟世代习武之先河”。
后来，陈家人丁兴旺，在村中渐成大户，陈家武术闻名遐迩，加之村中沟壑纵横，人们便把常阳村渐
渐叫成了陈家沟。
陈卜便是陈家沟陈氏一世祖。
汲黄河之膏泽，纳太行之灵秀。
明末清初，陈家沟出了一位武学大师，他就是陈卜的九世孙，如今被人们称为“太极始祖”的陈王廷
。
陈王廷时值改朝换代，社会动荡。
他久不得志，晚年干脆闭门不出，潜心研究各家各派武术，较其异同，发其精要。
时日既久，心得既多，便萌生创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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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祖传拳术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取法《河图》、《洛书》中的阴阳五行之理，结合中医经络
学说和导引、吐纳之术，创编了一套具有阴阳开合、刚柔相济特色的新拳种。
他名之为“太极拳”。
此后，陈王廷又把太极拳的招式化入各类武术器械中，依照太极拳原理，创编了刀法、枪法、剑法、
棍法、锏法和双人推手、双人黏枪等，也分别以“太极”名之。
其中，双人推手解决了不用护具也可以练习徒手搏击的技巧和技术问题。
双人黏枪在拼刺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陈王廷创编的太极拳和太极推手，在我国武术史上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造性成就。
叹当年，披坚执锐，扫荡群氛，几次颠险。
蒙恩赐、枉徒然。
到而今年老残喘，只落下《黄庭》一卷随身伴。
闷来时遣拳，忙来时种田。
趁余闲，教下些弟子儿孙，成龙成虎任方便。
欠官粮早完，要私债即还。
骄谄无用，忍让为先。
人人道我憨，人人道我颠。
常洗耳，不弹冠，笑煞那万户诸侯，兢兢业业不如俺。
心中常舒泰，名利总不贪，参透机关，识破邯郸。
陶情于渔水，盘桓乎山川。
兴也无干，废也无干。
若得个世境安康，恬淡如常，不忮不求，听其自然。
那管他世态炎凉，权衡相参。
成也无关，败也无关。
不是神仙，谁是神仙? 穿越岁月的尘烟，我们仿佛看到一代宗师轻吟自己写下的长短句《叙怀》，漫
步在陈家沟的林木间。
他一定神态安详，心境闲适，也有些许的无奈，正如陶渊明。
陈王廷创编的太极拳传下来了。
陈家沟陈氏代代相传，代代出名手。
“大河南北言拳法者，必日陈沟也。
”陈王廷的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的思想也传下来了。
陈氏后人不事张扬，只在族内演练，外界只知道陈家沟有一种拳，名叫太极拳，那拳很厉害，可是难
见“庐山真面目”。
斗转星移，漫漫一百多年，太极拳不出陈家沟。
清道光年间，河北永年人杨露禅把太极拳带出了陈家沟。
他在陈家沟学得了太极拳后，到北京教拳，由此，太极拳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并逐步衍变为杨、吴、
武、孙四大流派，誉享九州。
说起太极拳，世人只知杨、吴、武、孙，不知有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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