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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九龙

也曾“十步杀一人”

根据常理推论，传统武术肯定
具有实战性。因为依据自然淘汰规
律，如果武术不具备实战能力，是不
可能流传到今天的。

最初的武术是一种求生保命的
技能。早期的人们为了基本生存，每
时每刻都要与野兽斗、与敌人斗。在
生死相搏中，人们学会了躲闪、格挡
等防守性技能，学会了踢、打、摔、拿
等进攻搏战技能，同时也学会手持
器械进行劈砍、刺挑、撩挂、远射等
基本方法。

战争频发的冷兵器时代，兵将
之间要么肉体相搏，要么手持兵器
相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武艺高低
事关死生存亡，武艺高强者生存几
率大，来不得半点马虎。练就一身好
武艺，是每个士兵的内心诉求，这样
的背景下，武术自然是具有实战性
的。

生死对战不讲究公平文明，所
以中国传统武术并不重视对等性，
真动起手来，什么体重大小、器械长
短、年龄长幼都完全忽略不计。破枪
未必用枪，破棍未必用棍，头肩肘手
尾胯膝足皆可攻防，踢打摔拿俱可
使用，甚至连戳眼、锁喉、搜裆、反关
节等极易致伤致残的招数都是被允
许的。

实际上，至今一些传统武术中，
还保留着大量具有巨大杀伤力和攻
击力的非竞技性杀招。比如形意拳，
燕、鹞二形中的袭裆，猴形中的插
眼；螳螂拳中两大必练技法，反拥手
戳脸，撩阴腿踢裆；猴拳五技法有
抓、打、刁、拿、扬，其中的“扬”居然
是抛撒尘土迷人眼睛。

就连民国期间中央国术馆出版
的官方武术教材里，也保留着大量
针对人体最薄弱位置进行进攻的

“绝招”。因此，一百年前的中国人，
对传统武术的评价和现在截然相
反，反倒觉得西方拳术更文明些。

电影《一代宗师》中说：“功夫，
两个字，一横一竖，对的，站着；错
的，倒下。”这便是传统武术对抗搏
击的最直接解释。

正因为实用性，传统武术在中
国古代一直很受重视。过去的镖局
承担运送现银、保镖护卫等职能，镖
师们对实战技艺要求极高。晚清时
期，山西戴氏心意拳、京师三皇炮捶
等武艺，得到了镖师群体青睐，可见
传统武术绝非“花架子”。

据传，清末“大刀王五”创办的
源顺镖局中，镖师每天早晨必须点
名，然后于门道两旁的长凳上依次
坐定，静候王五吩咐。凡无业务在家
者，每日必练早功无疑，不得随意耽
误。平日有镖走镖，无镖练功，定期
查试武艺，而且要求局内镖师互教
互学，不得分门别派。这种训练下，
功夫自然是过硬的。

武术本质是暴力的，与维护社

会稳定的要求相悖，因此绝大多数
政权对民间习武普遍禁止。历史上
有关禁止习练棒枪、拳术和结社习
武的条例，在典章律法中屡见不鲜。

然而，无论是考取武举还是看
家护院，“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都具有诱惑性，倒逼古时的武术师
们成为“地下工作者”，进行秘密传
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武术里
特别强调门派观念，并发明出一系
列这不传、那不传的规矩。

总是套路得人心

老舍曾经写过一部小说《断魂
枪》，其中的主人公沙子龙以“五虎
断魂枪”威震江湖，却在晚年放弃武
艺，做回一个开客栈的普通人。因为
他清楚：在洋枪洋炮的年代里，自己
的武艺传下去只会误人子弟，“东方
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

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近代
以来，西方的新式武器以及新式军
队训练方法传入我国，传统武术在
军事上的作用越来越小。近现代社
会，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增强，传统
武术以决敌制胜、技击防身的用处
也逐渐失去意义。

受义和团运动的负面影响，武
术一度被视为愚昧落后的表现。可
以说，20世纪初是中国传统武术最
艰难的时候。

面对国贫民弱、外族入侵等社
会问题，孙中山先生大力疾呼全民

健身，提倡“尚武精神”，从而“强国、
强兵、强种”。此时，传统武术深陷

“土洋之争”旋涡，千年大转型已势
不可当。

1911年，任济南镇守使的北洋
军官马良，在山东邀请一些武术名
家，编辑武术教材，命名为《中华新
武术》。

在当时的学校教育中，西式兵
式体操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中华新
武术”取传统武术动作为素材，同时
又借鉴了兵式体操的操练方法，分
解分段配以口令，简单易学，适宜团
体教学和操练。

马良对“中华新武术”的推广和
宣传是系统的，既编创教材，又培养
师资力量。因为迎合了当时“提倡国
粹”的思想，很快，“中华新武术”成
为全国军警必学之术，而后成为各
中学、大学及各专门学校的正式体
操。

此后，以体育命名的民间武术
组织兴起，精武体育会、北京体育研
习所、中央国术馆盛极一时，开始了
中国武术借鉴西方体育自我改造的
发展之路。

新中国以来，传统武术再次转
型。今天我们常见的“竞技武术套
路”，是以体操为设计蓝本，融合武
术套路、技巧、舞蹈、戏曲等众多形
体类的运动形式。竞技武术参照西
方体育模式而来，有独自一套训练
方法和竞赛体制，跟传统武术的门
户没有多少关系，是武术中新生的
技术流派。

它保留了武术攻防的“形”，却
又去除了武术搏杀的“神”；成全了
武术健身功效的“练”，却又压制了
武术技击功能的“打”。正因如此，有
人称之为“穿着唐装的体育”“拿着
刀枪剑棍的体操”，甚至说竞技武术

“姓舞而不姓武”。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竞技武术

确实为中国武术走出国门做出了贡
献，曾在全球引发“功夫热”。此外，
竞技武术培养出李连杰、于海、赵文
卓、吴京等一批专业武术运动员，他
们转型为演员走上荧屏后，又成功
掀起一股全民“武林风”。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20世
纪的中国武术，是以西方体育为坐
标，逐渐向竞技化与体育化转型，改
造为中国式的体育。从顶层设计来
看，这种改造更注重增强体质、全民
参与、观赏、审美，而非竞技。这就是
为什么大家总感觉，现实中的武术
和想象中的武术不一样。

转型得靠定位准

在影视作品中，霍元甲、陈真、黄
飞鸿、叶问等角色，代表了传统武术
的大众心理最高水平。在他们痛打
外国大力士的精彩片段里，传统武
术被渲染成慰藉民族悲情记忆的

“秘密武器”，亿万民众对此深信不
疑。

然而，即便是武术的黄金时代，
武林高手们的实力也达不到飞檐走
壁、上山入海的效果。更何况，武者

要是真到了大侠、宗师级别，哪里会
随随便便出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习武之人
好勇斗狠、打架斗殴被武林门派所
禁止，杀人放火更不能被武林所容
忍。大多数习武之人并非好勇斗狠
之徒，有些拳师很有可能一生从未
和人交过手。

习武是个苦功夫，在现代社会，
能吃得了这苦的人已经是寥寥无
几。

著名的“火云邪神”梁小龙，在
现实中是位实战高手。上世纪70年
代，他与李小龙、成龙、狄龙并称“四
小龙”，自幼学过北派腿法、咏春拳、
空手道，拿过两次全港搏击比赛冠
军。

梁小龙有次路上遇到十几名持
利器的男子堵截，以身受轻伤的代
价，便将这些人全部打倒。仔细观察
一下梁小龙的手会发现，他的指关
节上全是厚厚的老茧，这是长期练
拳打出来的。

吃不了苦也有办法“秀神功”。
只要有利益存在，江湖便不会太平。

传统武术属于草根民间文化，
习武者为了谋生，早就习惯于添油
加醋，给自己制造神幻光环。如旧社
会的卖艺人，经常以练武、杂技、硬
气功来吸引观众，表演吞宝剑、吞铁
球、手劈方砖、劲弯钢筋等。这里面
有真功夫，但是造假的成分也占了
不小比例。

这种初级的自我营销，由于传
播范围有限，危害程度相对较轻，多
数情况下，人们并不计较。而更高级
的自我营销，危害就大了。

习武之人“拉帮结派”、“宣扬正
宗”、追逐“掌门人”名号，是为了获
得生存的砝码，进而在行走江湖中
获得更多方便或者利益。因此，千百
年来，门派间相互勾心斗角、相互贬
低，习武者拉帮结派、自我炫耀“正
宗”的江湖陋习，一直无法根除。

1930年，著名武术史学家唐豪
用大量史料证明了达摩和尚与张三
丰道士不会武功。他认为所谓达摩
创少林拳，武当武术始于张三丰之
说，纯系后人的牵强附会。谁知唐豪
此举竟惹得不少自称为少林正宗、
武当嫡派的武师们勃然大怒，扬言
要对唐豪“饱以老拳”。

近年来，诸多门派借各种舞台
满血复活、粉墨登场。所谓“武学大
师”在介绍自己门派的时候，都说是
得到了某某“真传”，可一见真招，立
马摔个人仰马翻。纵然喧嚣之下丑
态百出，仍不耽误“武学大师”们“求
名者得名，求利者得利”。至此，打着
国学旗号的武术，成了一些人获利
的工具。

古老的武术想要摆脱“花拳绣
腿”污名，走向国际，还得从自身找
问题。

重新反思近百年中国武术转型
的历程，对武术发展重新定位是非
常必要的。传统武术转型，照搬西方
竞技体育之路并不是最好的方案。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武术应
该多些文化自信。

近日，一位太极掌门在对阵搏击教练时，
数秒内连续被对方击倒三次，比赛仅用了30秒
就结束。这是继“天山论剑”“闫芳事件”“中泰
对决”“咏春之争”之后，近年来又一位太极大
师在擂台上的“失手”。中国传统武术到底有无
实战能力，再度引发了广泛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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