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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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根本就不明所以的太极
拳放入所谓“传统养生术”中而妄言奢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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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前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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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变得索然无味。
晚清民国那些达至巅峰的拳界名家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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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半临深池”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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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太极拳并非单纯的运动或技术，而有自身传承的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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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也是拳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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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拳往事:晚清以来太极前辈们的非凡人生》便是对晚清以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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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聚了诸家太极拳传承人的记忆与智慧，展示出晚清民国以来不同历史背景下，太极拳前辈高人们拳
艺与人生融为一体的人生历程。
通过《太极拳往事:晚清以来太极前辈们的非凡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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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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杨班侯，名钰，清道光十七年（1837）生于广府城。
因在家中排行第二，在世时人称“二先生”。
在其父督责之下，未至弱冠已成能手。
杨班侯身小肌瘦，富膂力，传说他经常在大条案下面练功，拳架小而低。
其性格刚强，艺高意猛，善用散手，喜好发人，往往出手见红，被击者常常跌出三丈六尺之外。
　　杨家太极大枪素负盛名。
据说，因杨班侯性躁劲猛，其母命其摘去枪头，以免伤人，故杨家练枪均用无枪头的大白腊杆子。
杨班侯太极内劲浑厚惊人，杆头所至，举重若轻。
一日失火，蔓延芦堆，火势甚猛，乡人一时束手无策。
杨班侯持杆至，呼众让开，挥杆挑芦，遥掷水中，瞬息火灭。
　　据杨氏家传，班侯幼时与其父比枪，仅数回合，就对父亲说：“我比你强。
”禄禅笑日：“好，就算你比我强。
先看看你的胸膛。
”原来，班侯的棉衣前襟已被其父刺破多处，露出棉絮，他自己却毫无感觉。
　　杨禄禅长子杨凤侯天性聪明、性情温和，得父真传，功夫扎实，惜其早亡。
在世时，杨凤侯也擅长太极十三杆，因其性格和善，前来学艺者众多，其中县城北教卷村的姨表弟教
莲堂得其要。
教莲堂学拳心诚，肯下苦功，常于劳作之余每晚往返三十里，到广府城学拳，后跟杨凤侯学太极杆。
一次，教莲堂想试一试杨凤侯身手，在练习时脱手将杆子冲凤侯面部戳去。
杨凤侯手腕一抖，教莲堂的杆子飞出数丈。
事后，杨凤侯跟二弟班侯说起此事，杨班侯很气愤，打算陪教莲堂过过手。
教莲堂早知班侯性烈手狠，从此很长时间不敢再来。
因得了太极拳真传，教莲堂的功夫在当地出名，只要知道哪里有拳场，便去踢场子，人送外号“教老
踢子”。
其拳主要流传于永年县曲陌村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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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世间练太极拳者亦不在少数，宜知分别纯杂，以其味不同也。
纯粹太板其臂如绵裹铁，柔软沉重，推手之时可以分辨一太极有二人推手之功夫一。
其拿人之时，手极轻而人不能过，其放人之时，如脱弹丸，迅疾干脆毫不费力。
被跌出者但觉一动，而并不觉痛，已跌丈余外矣。
其粘人之时，并不抓擒，轻轻粘住即如胶而不能脱，使人两臂酸麻不可耐，此乃真太极拳也。
若用大力按人、推人，虽亦可以制人，将人打出，然自己终未免吃力，受者亦觉得甚痛，虽打出亦不
能干脆。
反之，吾欲以力擒制太极拳能手，则如捕风捉影，处处落空。
又如水上踩葫芦，终不得力。
此乃真太极意也。
　　——杨澄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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