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意拳拳谱 戴龙邦

　　

　　戴龙邦之序拳谱

　　

　　明义理识时务方为俊杰

　　知进退能屈伸便是英雄

　　

　　

　　六合自古无双传

　　多少玄妙在其间

　　学者若得通神处

　　尽在动静两字间

　　

　　

　　序

　　

　　天下之治道有二：曰德，曰威；天下之学术有二：曰文，曰武。然武之所

重者，技艺也。况国家讲理有法，搜苗猕狩，各有其时，而其间精微奥妙，更

有不容率意忘陈者。余尝拟著为论，公诸同好，特恐言语不精，反误后

　　世，此心耿耿，曷其有报，兹见岳武穆王拳谱，意概纯粹，语亦明畅，急

录之，以志余爱慕之忱。云：

　　王讳飞，字鹏举，河北杨州汤阴人也。王父早卒，侍母最孝，少贫节气优

，将略刚毅多谋，家贫求学，尤好左氏春秋，其技勇绝伦超群，当时名将无匹

。及长应募于东京，留守宋泽与谈兵曰：“如将军者，方可与言孙吴。”屡立

战功，遂成大将，善以少击众，自帅八百人破王善等五十万众于南董门；八千

人破曹城十余万于桂岭；其战兀术于顺昌，则背峁八百骑，破金兵于朱仙镇

；五百人破金兵十余万。凡有所举，必先谋定而后战，故有胜而无败。猝遇敌

不动，故敌谓之语曰：撼山易，撼岳将军难。张俊常问用兵之术于王，王曰

：“信、仁、智、勇、严，缺一不可。”平生好贤礼士，博览经书，雅歌投壶

，拘拘然书

　　生。每战胜必辞功曰：“将士效力，飞何功之有。”而忠愤激烈，议论持

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祸，余为宋深惜之。

　　当武穆童子时，受业于名师，精通枪法，脱枪为拳，自立一法，以教将佐

，名曰“意拳”，神妙莫测，盖古来未有之技也。王以后金、元、明数代，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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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技，独我姬公，名际可，字隆丰者，生于明末清初，为蒲东诸冯人氏，访

名师于终南山，遇异人，得岳武穆王拳谱，揣练数载，尽悟其奥妙，后授余师

曹继武先生于秋蒲（今安徽至德），无人不知其勇，先生学武十有二年，技勇

大成。清康熙癸酉年，科举联捷三元，钦命为陕西靖远总镇大都

　　督，致仕归藉。余游至池州（今安徽贵池），先生以此拳授余，学有十易

寒署，先生喜曰：“子武勇成矣。”余回晋至洛阳，遇学礼马公，谈势甚洽

，嘱余为序，余不善文，焉能为序。

　　但见世有勇敢之士，未尝无兼人之力，及观其艺，再叩其学，手不应心

，语不合道者何也？不得个中真传故也。所谓真传者，名虽曰武，其实贵和。

和者，智与勇顺成之谓也。视近世捉拿勾打，封闭闪展，逞其跳跃，悦人耳目

者可比。其意拳之大要，不外阴阳、五行、动静、虚实、起落、进退而其妙矣

。又需六合者，手与足合，肩与胯合，肘与膝合，谓之外三合；眼与心合，心

与意合，意与气合，谓之内三合。苟能日就月将，智无不圆，勇无不生，得乎

智之理，会乎智之精，自然能去能就，能弱能强，能进能退，能柔能刚，不动

如山岳，难知如阴阳，无穷于天地，充足于太仓，浩渺如沧海，元耀如三光

，以此视近世演武者，异乎不异乎，同乎不同乎？学者可不详辨欤！是为序。

　　

　　

　　时在乾隆十五年岁次庚午荷月

　　书于河南洛阳马公书屋

　　

　　

　　

　　虢筱非校注

　　

　　本篇采自曹本。董本也有此序。从内容看，此篇系戴氏于池州从曹继武学

，艺成返晋途经洛阳时，应同门马学礼之请而为其拳谱所作之序，后移于自抄

谱。董本篇末将戴款易为：“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下旬，山西太谷董秀生录

于省垣之寄庐。”另李慎泽据传抄本将此序粗加整理，刊发于《精武》年第期

（后简称《精武》）。三个版本文字稍有出入。

　　此序为心意拳最早文字资料之一，然其存疑处有五，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一、序言戴氏拳艺亲受曹继武，然今人考证曹与心意拳无涉，如属实，则戴

氏所述有误，然戴氏怎会记错本师姓名？二、序言曹于康熙癸酉科联捷三元

，然清《圣祖实录》载，并无癸酉一科，曹所中为甲戌科，且授职和主要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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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序言不合，查康熙一朝另无同姓同名中武科者，所记如即此曹继武者，则曹

卒于年，戴生于年，彼此如何授受拳艺？三、形意传人中传抄有《十法摘要》

一篇，云系曹继武所撰，且曹于六合真传“得之尤详”，撰摘要“聊以教后进

之人”，如系确凿，戴氏作此序为何只字未提及曹法？四、序言姬际可授艺曹

继武，然姬卒于年曹生于年其间相距仅十三年，直接授受显然困难，而曹于其

《十法摘要》序中却言受自郑师，为姬再传，拳谱作序是一件十分郑重之事

，戴氏所述传承上溯仅两代，年代未远，为何有误？五、戴氏得艺，初秘不外

传，此序虽为马学礼拳谱而撰，然存于其家传旧谱中，理应不会杜撰史实蒙蔽

其后人，那么是否为戴氏后人所撰而假托戴龙邦之名呢？

　　“蒐苗弥狩”曹本作“搜苗弥狩”，《精武》作“弥蒐獀狩”。按“蒐苗

弥狩”古时分别指春、夏、秋、冬四季之猎。“蒐”音搜，“蒐”与“獀”通

，二字读音亦同，均指春季之猎。《周礼?夏官?大司马》：“遂以蒐田。”郑

玄注：“春田为蒐。”“搜”为“獀”之误抄。苗《礼记?月令》：“孟夏之月

，??????是月也，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注：“夏猎曰苗，正为驱兽之

害禾苗者耳，与三时之大猎自不同。”弥，音显。《周礼?春官?肆师》：“弥

之曰莅卜来岁之戒。”郑玄注：“秋田为弥”。狩：音受，意指冬季打猎。《

周礼?夏官?大司马》：“中冬教大阅??????遂以狩田。”

　　“更有不容率意忘陈者”董本“”更作“”各。《精武》“不容”作“天

容”。

　　“特恐言语不精，反贻后世”。“特”《精武》作“时”。“反贻后世

”曹本及《精武》作“贻误后世”。据董本改。

　　“兹见岳武穆王拳谱，意既精纯，语亦明畅”。据今见史料记载，戴氏作

此序前，已有雍正十一年。河南李氏（佚名）作《六合心意拳谱》，雍正十三

年新安王自成作《拳论质异序》。戴氏之后有乾隆十九年汝州王琛琳、乾隆四

十四年汝州马定振为此拳谱作序，由此可见，假托武舟名下的此拳谱，在清初

即几经传抄，并多有增益。“语亦明畅”：《精武》作“谱未明畅”，别本作

“谱文明畅”。

　　形意拳的起源，充满了传说付会的色彩，达摩、岳武穆、张三丰都曾被奉

为开派祖师，然“代远年湮，传说非一，俱无文献足征，未敢据为信史”（宝

显庭语）。此序言是讫今关于形意拳起源的最早资料，即持岳武穆说然亦不足

确信，盖因岳是民族英雄，后人喜喜其忠勇，卯其气节，将拳假托其名，以文

流传，此为古拳师惯用手法。对于前辈授受系统，确凿可考者，仅能断自明末

姬际可，姬公以前，远绍无据，姬公以后，则世系昭然，多属可信，近世拳家

乃多奉姬际可为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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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录之，以志余爱慕之忱”，董本作“余爱慕之忱，急录之为志”，语

意稍嫌不通。《精武》“忱”作“情”。

　　“河北相州汤阴人也”。曹本、董本均此，《精武》作“河南汤阴人也

”，汤阴宋时隶属河北西路相州，今属河南，显系后人之改。《宋史》载为

“相州汤阴人”。此序所记岳飞一段，部分词句直接录自《宋史?岳飞传》其史

实来源应亦为该史。

　　岳飞（—），北宋末年投军，初任秉义郎（下级军官）。高宗时，随宗泽

守开封，泽死，从杜充南下。建炎年，金兀朮渡江南进，他移军文德、宜兴

，坚决抵抗，次年金兵北撤，飞攻其后队，收复建康。绍兴四年，大破金金傀

儡伪齐军，收复襄阳、信阳等六郡，任清远军节度使。绍兴十年，兀朮进兵河

南，他出兵反击，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在郾城大败金军，时高宗一意求和

，以十二道金牌下令退兵。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以“莫须有”罪名被杀害。后追

谥“武穆”。

　　“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从曹本、董本。《精武》无此句。《宋史

》载“（岳飞）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

　　“左氏春秋”：古代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左丘明所作，故名。

　　“志”，《精武》作“智”。“匹”，董本作比。

　　“应募于东京，留守宗泽与谈兵曰”，曹本及别本均此，但董本作“应募

于东京留守，与宗泽谈兵曰”。《精武》“应募”作“应试”。

　　“孙吴”，古代兵家孙武和吴起的合称，此处借指兵法。

　　“于南薰门”，曹本原作“南董门”，董本作“与南董门”，据别本及《

宋史》载为“南薰门”。此句中“自帅八百人”，《精武》作“自师八百人

”显误。

　　“八千人破曹成等十万众于桂岭”。曹本原作“八千人破曹城十余万众于

桂岭”。董本作“八千人破曹需等十余众于桂岭”，《精武》作“八十人破曹

城十余万众于极岭”，综合诸本改。“桂岭”，《精武》作作“极岭”另有别

本作“峻岭”，《宋史》载为“桂岭”。“曹成”诸本均作“曹城”，然《宋

史》载为“曹成”，从《宋史》。

　　“颖昌”诸本皆作“顺昌”，据宋史改。

　　“则背蒐八百骑”，董本作“则皆后蒐，八百骑大破金兵于朱仙阵

”，“阵”就为“镇”之笔误，且此句断句有误，与后一句误边。

　　“背蒐”古大将之亲随军，曹本及别本作“背峁”，据《宋史》改。“八

百骑”，《精武》作“八百余”。

　　“破金兵于朱仙镇，五百人破金兵十余万”，曹本在“朱仙镇”后断为
- 4 -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董本则在“五百人”前加“又帅”二字，皆理解和断句有误。《精武

》无此句。此段史实，《宋史》载为：“方郾城再捷，飞谓云曰：贼屡败，必

还攻颖昌，汝宜速援王贵，既而兀朮累至，贵将游奕、云将背蒐战于城西，云

以骑后八百挺前决战??????兀朮遁去。??????飞进军朱仙镇，距卞京四十五里

，与兀朮对田垒而阵，遣骁将以背蒐骑五百奋击，大破之。”

　　“凡”，董本无此字。《精武》无“凡有所学，必先谋定而后战”一句。

　　“为”，曹本及别本作“谓”。董本、《精武》作“为”，从之。“语

”，《精武》作“言”。

　　“张俊”，《精武》作“张浚”。张浚与张俊，同为宋高宗时将帅，故易

混淆。

　　“博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然如书生”，“博览经书”：曹本原作“博

览经书”，董本作“博览经典”，据《精武》及《宋史》改。

　　“雅歌投壶”：形容举止文雅，语出《后汉书?祭遵传》“对酒设乐，必雅

歌投壶。”“投壶”：古代宴会礼制，也是一种游戏，方法是以盛酒的壶口作

目标，用矢投入，以投中多少决胜负，负者须饮酒。

　　“而忠愤激烈“，”忠愤“前董本无“而”字。曹本及《精武》均此。

“好贤礼士”至“卒以此得祸”几句，系直接采至《宋史》，仅个别字眼稍有

出入。

　　“王当童子时，受业于名师”，曹本原作“当武穆童子时，受业于名师

”。董本作“王当童子时，受业于少林侗大禅师”，《宋史》载：“（飞）学

射于周同，尽其术。”综合二本改。《精武》脱“王”“名”二字。

　　二十“鲜明其技”，两样本原作“鲜有其技”，《精武》作“鲜有其技也

”，董本作“鲜明其技”。“有”与“明”字义上有微妙差别，从上下文义分

析，从董本。

　　“龙峰”，曹本原作“隆丰”，董本、《精武》作“隆风”，《姬氏族谱

》载为“龙峰”。隆丰、隆风，当为龙峰之音讹。从《姬氏族谱》。

　　姬际可，字龙峰，山西蒲州人氏，生性豪迈好武，刻苦用功，初精大枪术

。姬族谱说他“技勇绝伦，晚年破流冠于村西，手列歼渠魁，人号神枪。”而

其手搏之技是否另有传承，虽传说不一，但也传下来的武功，经其手整理裁创

，应属事实。姬际可的拳法以心意为主，注重心意的融贯，强调内外的结合

，手眼身法必求浑然天成，因此初名“六合心意拳”。

　　“国初”曹本、董本均作“清初”，不合清人称呼本朝口吻，显系后人之

改。《精武》作“国初”。

　　“终南山”，位于陕西长安附近。文中不一定是确指，可理解陕西一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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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揣练数载，尽悟其奥妙”，董本及《精武》无此句。

　　“后授余师曹继武先生于秋蒲”，曹继武《十法摘要》序道：“余幸得学

于郑师之门，以接姬老师之传也。”则为姬授郑师，再传曹继武。另据今人考

证，曹与心意拳无关，更非该拳传人。“秋蒲”：安徽池州府，今属安徽贵池

。

　　“无人”，董本、《精武》作“时人”，戴氏从池州艺成返晋，途经洛阳

时撰此序，谈及曹继武事，理应不会称“时人”。故仍从曹本。

　　“康熙癸酉科联捷三元，钦命为陕西靖远总镇大都督”，记载与史实不合

，或是戴氏仅据口述而撰。《清实录》载：曹继武中武状元为康熙三十三年甲

戌武科。另据贵池地方志载：曹中状元后，被授三等侍卫，值禁中。康熙三十

六年，随驾征厄鲁，特著勤奋劳，屡被内萱蟒衣酒果之赐。后迁陕西靖远卫副

将，长兴安大都督。时汉江暴涨，督军士昼夜巡防，感寒疾，卒年三十六岁。

另说曹晚年引退，在池州、洛阳等地传拳，弟子甚多。

　　“致士归籍”，董本作“到钎归籍”。

　　“学之十易寒暑”，曹本原作“学有十易寒暑”，董本作“学三十自寒暑

”，显系传抄之误。从《精武》改。

　　“先生曰：子武勇成矣”。“先生喜曰：‘子武勇成矣。’”董本作“先

生曰：‘子艺成矣’”，《精武》作“先生曰：‘子勇成矣。’”仍从曹本

，去喜字，盖因与戴氏自述本事口吻稍嫌不合。

　　“余回晋”，董本作“命余回晋”，似非。

　　“谈艺甚洽，属余为序”，曹本原作“谈艺甚洽，嘱余为序。”董本作

“书於谈势甚洽，嘱余为序”。“书於”二字显系传抄多出。戴至洛阳遇同门

马学礼，交流所学，据常理推测，更多的是比划拳势，故“艺”“势”二字中

从“势”。“嘱”“属”相通，但古文中一般作属，据别本改。

　　“余不文”，曹本原作“余不善文”，据董本、《精武》改。（对于此句

，我个人认为应仍为“余不善文”为妥。“余不善文”是表示自己的谦虚，但

绝不是不识字。而“余不文”，则是说纯粹没有文化，是一个不识字的大老粗

，怎么能写序言呢？——曹文）。

　　“个中真传”，董本作“个中正真传”，“正”字系误抄。

　　“和者，智与勇顺，成自然之理也”。和，即和顺，为心意拳之要旨，指

外在形式与内中神气和顺一体。《心意拳谱》曰：“武式者言其法式和合也

，而和合之中智勇备焉。”此句《精武》作“和者，智与勇，顺成自然之谓也

。”断句上不一。

　　“岂世传”，曹本原作“视近世传”，稍似。董本作“而非近世所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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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意拳研究》（山西形意拳协会会刊，内部刊物）作“岂近世所习

”，均系后人添改。据《精武》改。

　　“不外阴阳五行、动静虚实、起落进退”，董本作“不外五行、阴阳、起

落、进退、动静、虚实”，《精武》排序亦有不同。然从曹本及别本。

　　“而其妙又须六合”，曹本原作“而其妙矣。又须六合者”，别本作“而

其妙矣，又须六合。”从董本、《精武》改。

　　“六合者，何也？”曹本、《精武》无“何也？”从董本及别本加。

　　关于“六合”的解释：岳武穆《九要论》作：“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

与力合，内三合也；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外三合也。此为六合。

”少林拳术中亦有“六合”一说，如梁宝贵《少林寺内外功真传》一书中作

：“六合之法：心与身合，身与眼合，肩与胯合，肘与膝合，手与足合，气与

力合，此乃为之六合。”德虔《少林武术气功》作：“六合练身法：手与足合

，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心与眼合，勇与意合，气与力合??????”可参考。

　　“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谓之外三合；眼与心合，心与意合

，意与气合，谓之内三合”，董本作“分内三合，外三合。内三合：眼与心合

，心与意合，意与气合；外三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内外如一

，称其六合”。从行文上看，不及曹本通顺。仍从曹本，并据董本加“内外如

一，称其六合”。《精武》“心与意合，意与气合”作“心与气合，气与力合

”，且无“是谓之外三合”“是谓之内三合”“内外如一，称其六合”几句。

　　“会乎和之精”，曹本原作“会乎智之精”，从董本改。此句《精武》作

“得乎知之理，会乎知之情”。

　　“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

，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眩曜如三光”。此句语出《三国演

义》第一百回“汉兵劫塞破曹真武侯斗阵辱仲达”：“汉丞相，、武乡侯诸葛

亮，致书于大司马曹子丹之前，窃谓夫为将者，能去能就??????”。另岳武穆

《九要论》中亦有此句。“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曹

本、董本均作“能去能就，能弱能强，能进能退，能柔能刚”，语序有所不同

。“难测”曹本、董本作“难知”。“无穷”董本作“无穹”非也。“穹”专

指磊空。“充实”，曹本“”董本原作充足。“四海”，曹本原作“沧海

”，董本作“江海”，系抄误。“眩曜”，曹本原作“元曜”，《精武》作

“光曜”，别本作“炫曜”皆非；董本作“眩曜”为是。“眩曜”意为光彩夺

目。“眩”通“炫”。上术诸处均据《三国演义》改正。

　　“学者可不详辨歟。是为序”，《精武》无此句，董本作“是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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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把英雄非等闲五行六合变势难

　　学者要得真消息全在动静两字间

　　

　　访友到江边，日升近午天，

　　伏羲画八卦，诸葛归西川，

　　乡前男儿孝，城后女子贤。

　　

　　子规啼哭四更时

　　起视蚕稠怕叶稀

　　不信东风杨柳月

　　玉人歌舞未曾归

　　

　　

　　意拳目录

　　

　　斩截、裹挎、挑顶、云领；出势虎扑，起手鹰捉，鸡腿、龙身、熊膀、虎

抱头。

　　

　　践躜法

　　

　　一寸——进步也二践——腿灵快也

　　三钻——缩身也四蹴——束身也

　　五夹——如剪刀形打也六合——内外合一也

　　七疾——毒也八正——直也

　　九胫——摩也十警——警起四稍也

　　十一起落——起打落也打也十二进退——步也

　　十三阴阳——气之上下也十四五行——一气也

　　十五动静——作用也十六虚实——精灵也

　　寸，是寸身、寸步、寸劲也。前足进，后足跟，后足不进也是空。身在寸

发，劲在寸绝；身要寸绝，劲要寸绝，一绝无所不绝，方为之寸也。

　　践，是腿也。前足虚，后足重，前足顺，后足横，前后明了足步灵。

　　躜，是身也，缩也。出似吐，回似吞，吞吐明了是龙身。

　　蹴，是束身也。打人如亲嘴，打人如吃奶，如蛇吸食，上下束而为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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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是剪形也。两腿行如剪刀，两手形如夹剪也。

　　合，是内外六合为一也。

　　疾，是毒也。心要毒，眼要毒，手要毒，三毒具齐，方能敌也。

　　正，是直也，中也。过阴不及，过阳不力，看斜是正，看正是斜，正中有

奇，奇中有正，奇正相生，方为之正也。

　　胫，是手摩内五行也，摩胫摩劲，意气响连声。

　　警，是警起四稍也，火机一发，有物必落。

　　起落，起是去也，落是打也，起也打，落也打，起落如水之翻浪，方为真

起落也。

　　进退，何为进退，退步高，进步低，不知进退枉学艺。

　　阴阳，何为阴阳，看阴而变阳，看阳而变阴，天地阴阳相合能下雨，拳之

阴阳相合方能成其诀，皆为阴阳之气也。

　　五行，是内五行要动，外五行要随。内变乃外变之源，外变为内变之用。

　　动静，内之动静为本修，自能作用于外也。若言其静，未露其机；若言其

动，未见其迹，动静于正发未发之间，为之动静也。

　　虚实，虚是精，实是灵，精灵皆有，方成其虚实。

　　

　　精养灵根气养神，养功养道见其真，

　　丹田养就长命宝，万两黄金不与人。

　　

　　六合拳论

　　

　　六合自古无双传，多少玄妙在其间；

　　设若妄传无义人，招灾惹祸损寿年。

　　武艺都言无定形，随心变化势无穷；

　　果能悟得达摩理，打遍天下是真能。

　　

　　天为一大天，人为一小天，墙倒容易推，天塌最能擎。雨打尘灰净，风吹

雾云拖，熊出洞，虎离窝，勇若穿山越大河。黎正其项，将有所去；虎避其势

，将有所取。势正者不上，势远者不上，知远知近，知老知嫩，知实知诈，上

下相连。心动身不动则枉然，身动心不动也枉然。一战要把势来变，闪展腾挪

足底随，明这八势就打去，方才算得真武艺。问尔何所据，曰：我的心中有主

意。或把或拳，望着就是随高打高，随低打低，打遍天下即如老鸡。行如槐虫

，起如挑担，若遇人多，我便是三摇两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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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手横拳势难招，展开四平前后稍，望眉斩截反见背，如虎搜山截手炮

，俱行如风，鹰捉四平，足下随从身进步，踩打莫容情，抢上抢下十字立，剪

子股势如擒拿。进步不胜，必有寒师法之心。打人如走路，视人如蒿草，但上

如风响，起落似箭钻，遇敌要取胜，四稍俱要齐。手去足不去则枉然，足起手

不起也枉然，未起存摘字，未落存坠字，三意不相连，必定艺儿浅。拳去不空

回，空回总不奇，用兵行诡道，枪扎似射箭，出拳先用气，战毕始刹气，无不

取胜。

　　君与臣，将与兵，合一气，盖乾坤，并无反意。远近一大步，位立两头

，回转寸为先。早知回转这条路，近在眼前一寸中。守住一心行正道，小路虽

好车难行。拳打遍身是法，足踏浑身是空，远去不发足，发足不打人，见空不

打，见空不上，先打顾法后打人，先用顾法，浑身是法，俱打的是本身，随机

应变。手起足不要望空落，闪战两边，提防左右，强退者往后跟，急连紧追。

随高打高，随低打低。起为横落为顺，横若蛇行拨草，顺若射箭穿林，为其正

法。心不勇，手不疾；搐不止，多出拙。三存者不上，心里可悟，原来是本心

不明四稍。上节不明，无依无宗；中节不明，浑身是空，气无神变神受；下节

不明，动辄跌倾，多出七十二盘跌。

　　有反意必有反气，有反气必有反力，面笑眉喜不动唇，随心防他，必有伶

俐之能。知其来意，观其五行，无不可推矣。见识不是随时意，遇事无有不到

头。姬寿云：文武古今乃治国强民之大兴，上有益于社稷，下能趋凶避祸，此

生不可缺也。

　　今之武者，专论架势，封闭之法不知，日间了然在目，还可运用，若在黑

夜之中，伸手不见手，如何用之？必自误其身，悔何及哉！惟刚之大气，养之

有素，而忽然于一旦，依本心本性，直扑上去，随左打左，随右打右，不怕身

大力勇者，一动而即败也。夫于其深察否！

　　

　　手足法

　　

　　心要狠，手要毒，眼要奸。眼有鉴察之明，手有拨草之能，足有行程之功

。两肘不离肋，两手不离心，出洞入洞紧随身，乘其无备而攻之，因其不意而

击之。两足全凭后足蹬，后足紧接寸步跟。头为一拳，背尾为一拳，膝为一拳

，肩为一拳，肘为一拳，把为一拳，胯为一拳，足为一拳。足踏中门抢他位

，就是神手也难防；肩打一阴返一阳，两手只在洞中藏，左右全凭盖势取，束

长二字一命亡。肘打去，占胸膛，起手好似虎扑羊，或往里胯一旁走，后手只

在肋下藏；胯打中节并相连，阴阳交合必自然，外胯好似鱼打挺，里胯抢步变
- 10 -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势难。背尾打落不见形，猛虎坐卧藏洞中，背尾全凭精灵气，起落二字自分明

。膝打几处人不明，好似猛虎出木笼，和风展转不停势，左右明拨任意行。足

打踩意不落空，消息全凭后足蹬，与人交手莫息力，去意好似卷地风，足打七

分手打三，五行四稍要精然，气浮心意随时用，硬打硬碰无遮拦。起无形，落

无踪，起如蜇龙登天，落如霹雳击地，上下左右十四处用法，具不脱丹田之精

。丹田久炼灵根本，五行合一见其真。

　　后足赶前足，前足踩腿弯；前足赶后足，撩阴往里钻。把打把落头手挡

，降龙伏虎霹雳闪，天地交合云遮月，武艺相战闭日光。终有千招熟，不如一

招精，早知此应验，过后见识浅。手足去似快如风，妙在眼前一寸中，疾上更

加疾，打倒过嫌慢。天地交合，云遮日月，武艺相斗，蔽住五行，三起不见

，三进不见，踩定中门去打人，如蛇吸食，外示安然，内食精神，见之如妇

，岂知如虎，形气与神齐，纵横往来，目不及瞬，形似儒弱之士，犯如猛虎之

威，架梁内孔不载重，一称打起千百斤，艺不在多而在精，力不在大而在巧

，较勇宜放胆莫虑，虑者寸步难行。血稍发自足心，直上至天门，牙骨肉稍仔

细评（品——曹文注），评（品——曹文注）出道理是一通。筋骨一气，要明

天地，阴阳一通，百脉皆通。气之复万物皆复，哪见浪迹，何有阻隔乎！

　　拳以和为始，复以和为终。明天地，知吾之心艺，亦察敌人之虚实，逢强

智取，遇弱强攻，彼柔而我刚，彼刚而我柔。目中要不时常轮转，行坐要不时

常用心，耳中要不时常报应，语中要不时常调和。调和者何也？万物万事，吉

与凶矣。吾有培树之心、育苗之意，奈其人心不知松柏四时常青。牡丹花开虽

好，皆一时之艳。松柏虽常绿，何严霜不打，皆因根盛心实。人心若得人心意

，竟思之时不回头，武艺但扫世不平，路途结交要小心。夜间须防备，万事莫

放松，逢桥须下马，遇波莫先争，一人莫上舟，搬重宜停行，宁走高岗十里远

，莫走低凹古路行。未晚先投宿，鸡鸣早为天，黑夜烈风休行路，十人易把一

人擒，人若参透这些理，万事有吉并无凶。

　　武艺古来有三教三不教、三怕三不怕。何谓三教？孝弟忠信者教，有刚柔

者教，机谋灵通者教。何谓三不教？贼盗者不教，愚鲁者不教，无义者不教。

又有三怕三不怕，何谓三怕？能服尊长者怕，高手有德者怕，耍笑孩童者怕。

何谓三不怕？稍长大者不怕，力勇者不怕，艺高者不怕。

　　

　　十二形练法

　　

　　十二形者，龙、虎、猴、马、鼍、鸡、鹞、燕、蛇、（鸟台）、鹰、熊是

也。龙有束骨之法，冲天之雄，三曲之才，含蓄之技；虎有扑食之勇，抖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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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爪之疾，掀尾之功；猴有纵山之能，跳涧之技，登枝之巧，闪忽之妙

；马有蹟蹄之功，撞涧之勇，穿奔之技，行程之能；鼍有浮水之灵，翻江之力

，倒海之劲；鸡有独立之功，欺斗之勇，抖翎之威，抓登之法；鹞有穿林之巧

，并翅之法，翻身之技，旋转之能；燕有抄水之巧，展翅之捷，起落无常、转

动无息之妙；蛇有曲行之能，拨草之技，首尾相应，蟠缠之灵；（鸟台）有起

落之疾，竖尾之才；鹰有利爪之功，察物之敏，捉拿之技，急转之巧；熊有腰

膀之劲，竖项之力，封固之技，推山之功。

　　人以身形物之形，物之意以人意悟之，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总要束身而

起，藏身而落。起如风，落如箭，打倒还嫌慢；起如箭，落如风，追风赶月不

放松。论身法不可前栽后仰，不可左歪右斜，往前一直而出，往后一直而落。

论步法，寸步、垫步、剪步、践步、快步不可缺。论足法，足起而钻，足落而

翻，不钻不翻，以寸为先。肩要催肘，肘要催手，胯要催膝，膝要催足，腰要

催肩胯。

　　

　　五行合一处

　　

　　远践近钻进合膝，沾身纵力。手起如钢锉，落手似钩竿，磨胫磨劲，意气

响连声，心一动浑身俱动，心动如飞剑，肝动舅火焰，肺动成雷声，脾动大力

攻，肾动快如风，五行合一处，放胆必成功。起落二字自身平，盖世一字是中

身，身似弩弓，拳如药箭，能要不思莫要停，蜇龙未起雷先动，拳打三节不见

形，如见形影不为能。能在一思进，莫在一时存，能在一气先，莫在一气后。

起横不见横，落顺不见顺。起不起何用再起，落不落何用再落。低之中望为高

，高之中望为低，起落二字与心齐。明了四稍永不怕，闭住五行永无凶；明了

四稍多一精，明了三节多一力，明了五行多一气，三回九转是一势。何为四稍

乎？舌为肉稍，牙为骨稍，发为血稍，指为筋稍。浑身毛孔亦为血稍。两肘不

离肋，两手不离心，手足去似卷地风，出洞入洞紧随身。与人交战须明三前

，即眼前、手前、足前是也。眼前宜明虚实奸诈，手前宜明横顺变化，足前宜

明闪展腾挪。踩定中门去打人，如蛇吸食，内提精神，外示安佚，见之如妇

，岂知如虎，神不外露，意不外泄，克敌致命，近在眼前。

　　

　　三拳三棍

　　

　　三拳者，钻拳、裹拳、践拳是也。钻拳似闪电，裹拳类虎践，践拳似马奔

，连环一气演。钻拳无空不入，裹拳无坚不摧，践拳无远不近。三棍者，崩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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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棍、反背棍是也。崩棍只要猛，炮棍似风行，反背疾如矢，真乃在其中。

　　

　　拳棍赞

　　

　　三拳三棍非寻常，紧阵圆满是正方，

　　习得若至通神处，武艺之中状元郎。

　　

　　五行相克

　　

　　劈拳似斧，有劈物之意，其性属金，金止于劈；崩拳似箭，有穿林透物之

意，其性属木，木止于崩；钻拳似电，有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其性属水，水止

于钻；炮拳似炮，犹如暴突之猛，其性属火，火止于炮。

　　金克木，故劈拳能破崩拳；木克土，故崩拳能破横拳；土克水，故横拳能

破钻拳；水克火，故钻拳能破炮拳；火克金，故炮拳能破劈拳。此乃五行相克

之义。

　　

　　

　　

　　

　　五行相生

　　

　　金能生水，故劈拳能变钻拳；水能生木，故钻拳能变崩拳；木能生火，故

崩拳能变炮拳；火能生土，故炮拳能变横拳；土能生金，故横拳能生劈拳。然

万物皆生于土，故横拳能变诸拳，此乃五行相生之义。

　　五绝

　　

　　五绝者踏、扑、裹、舒、绝是也。踏者，如踏毒物也；扑者，如猫虎之扑

也；裹者，如包裹之不露也；舒者，舒展其力也；绝者抖也。踏要绝，扑要绝

，裹要绝，舒要绝，绝要绝，一绝要所不绝也。

　　

　　内外相见合一家

　　

　　朱雀玄武南北分，震龙兑虎各东西，戊己之土中宫位，

　　意为媒引相配成。眼耳口鼻外五行，手足四稍并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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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练内外如一气，迅雷电雨起暴风。拳无拳来意无意，

　　无意之中是真意，诚心炼养精气神，心死神活活死人，

　　养灵根而动心者，敌将也；固灵根而养性者，修道也。

　　

　　心仁肝义肺礼肾智脾信

　　

　　夫将才有九，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知其饥寒，悉其劳苦，此谓之仁将

；临危无苟色，不为利绕，有死而荣，无生以辱，此之谓义将；贵而不骄，胜

而不特，贤而能下，刚而能忍，此之谓礼将；其变不测，动应多端，转祸为福

，临危制胜，此之谓智将；进有原赏，退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此之

谓信将；足轻戎马，气盖千秋，善用短兵，长于剑戟，此之谓步将；登高履险

，驰射若飞，进则先行，退为后殿，此之谓骑将；气高三军，志高强敌，怯于

小战，勇于大敌，此之谓猛将；贤而不忌，从顺如流，宽而能刚，简而能译

，此之谓大将也。

　　游艺引

　　

　　盘棍三步岂无因，配合分明天地人，

　　要把此身高位置，先从本实练精神。

　　

　　心肝脾肺肾

　　

　　母指属火为心，食指属木为肝，中指属土为脾，无名指属金为肺，小指属

水为肾。心沉，肝吹，脾入，肺凛，肾敌。

　　

　　用气诀法

　　

　　眼上翻属阴，阳气落在枕骨上；鼻一绉属阳，阳气落在腭角上。脾气紧

，心气沉，肝气一弩落肾终，心沉一气自然成。

　　

　　武艺虽精窍不通，费尽心机枉劳神，

　　祖师留下真妙术，得艺不可忘传人。

　　

　　学艺二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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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曰腿勤，人之学艺均有常师，但如有比吾艺高者，也要不耻而下问，只

要诚心求教于人，而人未有不诚心教我者，此乃一处投师百处学艺也。然心不

诚，意不坚，尔虞吾诈，言乖意奸，得艺逆师，甚至欺师灭祖，须防尔辈之祸

也。

　　

　　学艺三知

　　

　　一曰知明手，或比枪、比棍、刀、剑、拳时，真正勇猛知毒，一见之间便

退三舍；二曰知明眼，大凡见人比刀、枪、棍剑、拳时，或十目不合，或于十

三格言有违，即急为之指点，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也；三曰知明师，何为明师

？乃其于历代刀枪棍剑拳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其理讲究真正有始有终，有本

有末，有证有据，不觉使人豁然晓畅，如在梦中苏醒也。

　　

　　精拳者必精于道，精道者必精于医。

　　理不通则艺不精，岂能为之明师乎！

　　

　　马战枪法分劈、对镫、摸揪

　　

　　头趟，翼德神枪左为先，后留一尺倒坐鞭；二趟，虎牢关外战吕布；三趟

，二郎担山换转肩；四趟，崔抒都好汉；五趟，翼德神枪谁敢挡；六趟，万马

营中闯大队；七趟，金钢前劄进步枪；八趟，霸王举鼎抖威风，双手先找顶门

心；九趟，太公执起钓鱼竿，专等鲤鱼把食馋，鱼儿不识其中意，一枪挑在鬼

门关。

　　

　　六合大枪一套

　　

　　怀中抱月，崩枪，鹞子扑鹌鹑，狸猫扑鼠，万马营中闯大队，张飞闯帐

，群战枪。

　　

　　云龙拳

　　

　　青龙摆尾将水戏，匹马立功在当前，巧猱就把桃来取，

　　速似狂风折柳翻，鹞子出林疾如电，捉擒进退霎时旋，

　　蛟龙出水云中跃，随心升降变多端，返躬回首登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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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吼雷声上九天，驾云腾雾骨法变，学此无愧大力仙，

　　随着观音合掌相，收心敛气站立端。

　　

　　飞虎拳

　　

　　跨虎登山似风忙，斜身绕步逞刚强，上挑癸花式，下踢系马桩，喜鹊登枝

沿边跃，金鸡独立站中央，霸王举鼎千斤势，童子翻身一炉香，回头再作骑马

势，随身变幻自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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