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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肘捶 150 年书写仁义传奇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大义保门人

“祖师爷饮金自尽”

收徒弟观品行

心术不正不得入门
肘捶门人一直不多，一个主要

的原因是“入肘捶门难”。申孝生说，
进肘捶门最重要的是个人品行，再
看习武素养。他解释，肘捶是种杀伤
性极强的功夫。歹人学了为非作歹
对社会不好。传承人品质以“仁德”
为先。

有句话说肘捶“出手必致人伤”
毫不夸张。申孝生说：“我 8 岁习武，
临清拳种很多，我学习过不下 10
种，最后进入肘捶门也与其强大的

杀伤力有关。”申孝生在学习肘捶前
学过多门功夫，但总感觉是“花架
子”，中看不中用。直到学习肘捶才
豁然开朗，见识到功夫的威力。再回
头看看其他的功夫，才体会到其中
各有奥秘。“从练习肘捶我才摸到武
术的道道儿。”正因其强大的杀伤力，
肘捶门人不敢将其轻易传人。申孝生
说：“我有六七十个徒弟，但是真正教
会入门功夫的只有 10 人。”

申孝生 1972 年开始收徒，但在

1983 年突然中断，直至 2007 年才
收了两个徒弟，“那两个徒弟都考核
品行一年多才收下。”讲起其中原
由，申孝生说，1983 年时，国家抓获
一批流氓作乱人员，临清也有这类
人，其中有不少人会一些拳脚功夫。
他忙跟自己的徒弟们联系，幸好自
己的徒弟都不在其中。但仍不知其
中是否有肘捶门人，申孝生再不敢
轻易收徒，一心一意教授原来收的
徒弟们。

“肘捶的祖师爷叫张东槐，是
临清唐元乡瑶坡村人。肘捶大概是
他在 1 8 74 年创立的。”申孝生介
绍，肘捶创始人张东槐出身中医世
家，幼年见村中恶霸横行乡里，立志
学武为民除害。后来张东槐到处寻
访名师高人，学习功夫。并自己创立
一门功夫——— 肘捶。张东槐用自创
的这种功夫打败了恶霸，消息迅速
传开。

此后，周围很多年轻人拜在张
东槐门下学习这门功夫。张东槐也
收下不少徒弟。1898 年，聊城冠县
发生义和团的“梨园屯教案”，距瑶
坡村仅十余里。“师祖参加这次教
案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的徒弟肯
定有人参加。”申孝生说，“ 1 9 0 0
年，义和团受镇压，肘捶门人面临
灭顶之灾。为保门人，祖师爷一力
承担责任，将金戒指放在酒中喝了

下去。祖师爷就死在众门人眼前。”
说到这里，申孝生唏嘘不已，“祖师
爷是见不得徒弟们被杀才选择自
己承担责任，他死时只有 57 岁。”

至今，张东槐饮金的故事仍在
临清流传。申孝生说，也许是因为
张东槐的义举，也是由于义和团，
临清肘捶出名了。但由于义和团一
直受镇压，肘捶授艺曾经全部改为
地下，不再公开传授。

临清肘捶，一个土生土长的拳种，一个延续不足 200 年的功夫，却在形成之初因与义和
团有牵连险遭灭门。这是一个“出手必致人伤”的拳种。然而历代所习肘捶者却都有“仁义”
之名。

8 岁习武，而今 67 岁的肘捶传承人申孝生，因师祖和师傅的一句嘱托实地考察探寻，
花 30 多年整理了 10 万余字的肘捶资料，而今已经修改多遍。他还一改以前的规矩，在肘捶
门内公开了拳谱，他说：“只要能传承，前人们会支持我的。”

30 多年 10 万字修改 3 遍

公开拳谱期待更好传承
肘捶的体系曾经不完整，申孝

生的师祖、师傅教授的也并不全面。
“当时只有北京的一位临清人周子
言能打全套。”为了学到肘捶全套，
申孝生曾经四次奔赴北京，向周子
言请教。知道申孝生的来历后，周
子言只是简单的试了一下申孝生
身手，“第一次见面，30 出头的我
就被那 70 多岁的师爷爷一拖一拽
给摔飞了。”从 1972 年到 1974 年
两年时间，我去了北京四次，在这
位周师爷爷的指导下学到肘捶全
套。

那时候我师爷爷和师傅看我对
这功夫认真，又有点文化，就嘱咐
我：“你现在掌握全了，就把咱们肘
捶的功夫整理出来。一定要传下
去。”从 1972 年到现在，申孝生一直
记得前辈们的嘱托。历时 30 多年，
多次到肘捶发源地探访，跟当地老
人询问。至今，申孝生关于肘捶的研
究资料已经整理出 10 万余字。而这
些资料他也反复修改了 3 遍。

申孝生说，原来授艺都是口传
身教，其一是怕书籍资料落入歹人
手中危害社会。更主要的原因是很

多老拳师不识字，肘捶拳谱险些失
传。在临清肘捶成为山东省第二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申孝生想起师
傅的嘱托：“把肘捶传下去”。他毅然
将整理的肘捶拳谱在肘捶传人内部
公开。他说：“肘捶原来是不完整的，
现在完整了。但它不是个人的，是民
族的，我的心愿是将它归还给民
族。”

申孝生说：“我是肘捶第五代传
人，而今我们肘捶已经到了第八
代。”申孝生介绍，现在临清肘捶在
长沙、深圳均有传人。

申孝生(左)正在向徒弟贾生旺(右)讲述肘捶拳谱。

徒弟贾生旺(左)来申孝生(右)家中拜访，一见面师徒俩先
比划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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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2010 年，临清肘捶被公布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肘捶是一种拳法，主要流行于山东、河北一带，因其能
够巧妙使用多种肘法、拳法而得名。百余年来，肘捶拳法经六
七代弟子传习延伸，受到鲁西、冀东等地人民的喜爱。近年
来，肘捶不但在各健身点推广传授，而且武校也开设肘捶课
程，为进一步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全民健身运动的开
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现在在肘捶的发源地瑶坡，还有其他
分支，焦庄、临清十长屯都有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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