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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拳北腿山东查”，“查”即冠县查拳

千年刀光剑影“武”出侠肝义胆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查拳出身“高贵”，“安史之乱”缔结了查拳与冠县千余年的缘分；查拳门走出众多“武林高手”，1200 多年“武”出一路刀
光剑影、众多侠肝义胆的武林宗师，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2008 年 6 月，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查拳榜上有名。现在的查拳传人们也正用自己的方式把它发扬光
大。

沙宗朝在指导徒弟练查拳。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安史之乱”落户冠县

清朝时威震武林

查拳这项武术非遗项
目基地是聊城冠县。“查拳
是我国现存唯一的体系完
备、流传广泛、习练者众多
的少数民族拳种，素称‘南
拳北腿山东查’。”冠县文
化局副局长任金光介绍。

任金光说，查拳这一
古老武术门派的起源，始
终笼罩于重重历史迷雾之
中，带着浓重的传奇色彩。
流传久远并被广为接受的
一种说法是：早在隋、唐时
期，伊斯兰教已经开始在
中国传播。公元 755 年(唐
玄宗天宝十四年 )，“安史
之乱”卷地而起，华北一带
烽烟滚滚、生灵涂炭。唐王
朝向西域友邦大食国借兵
平叛。据《冠县回族简史》
称：叛乱平定以后，部分大
食军人并未回国，而是在
中原一带安家落户，从此，
冠县便有了伊斯兰教徒。

据老人们回忆，上世
纪初，冠县城内南街东部
曾有一座“三佛寺”，寺内
所供三尊铜像深目高鼻，
不似中国神佛，是大食军
队中为助唐平叛而战死的
将领。据传说，当时大食国
军队中有位青年将领叫滑
宗岐，在作战中受伤掉队，
流落冠县，因为同是穆斯
林，便受到冠县城外张尹
庄村穆斯林群众的热情款
待，精心照料，得以康复。
复原后，滑宗岐将自己擅
长的拳术“架子拳”传授给
村民。又将师兄查元义请
来传授拳术“身法势”。查、
滑二人去世后，当地人为
纪念恩师，便将滑氏“架子
拳”称为“滑拳”，查氏“身
法势”称为“查拳”。因为

“查、滑是一家”，后世便统
称“查滑拳”，简称“查拳”。
查拳的创立距今已有 1200

多年的历史。
“最初查拳仅在回族

之间师徒传授。”任金光介
绍，查拳从不轻易外传，成
为我国现存唯一具有重要
影响的少数民族拳种。“真
正的转折开始于清朝雍正
年间，冠县查拳的一代宗
师沙亮，考上武进士。”经
他发扬，查拳达到鼎盛时
期，成为在全国有很高知
名度和重大影响的武术门
派。

威震江湖的大侠们

乾隆年间，查拳分“张
式”、“杨式”两派

查拳传人沙宗朝训练
厅墙壁上的传承图中，能
清晰看到查拳传承的脉
络。任金光说，清初开始，
一批大师级人物的陆续登
场。最早扬名立万、建功立
业的当属查拳宗师、冠县
的“飞腿沙亮”。

沙亮，冠县城南沙庄
人，回族。雍正五年，沙亮
以高超的武艺考中武进
士，后来驰骋疆场，升任陕
西延绥镇标左营游击。乾
隆十三年，沙亮随军远征
大金川，力战阵亡。之后，

冠县查拳名家不断，许多
动人的故事至今流传。

清乾隆年间，查拳逐
渐形成两个流派，即后来
在武术界闻名遐迩的“张
式”和“杨式”。两派都出现
了许多名家。

以快速敏捷、拳法严
谨而著称的“张式”查拳，
代表人物张其维 (1850 年
至 1934 年)，回族。他的铁
掌钢指，能举掌劈砖断石，
二指一捏，棉衣成洞。有一
次，江南武林高手丁某找
张其维比武。张其维推辞
不过，便摆放 5 块、10 块两
摞青砖，然后抡掌一劈，10

块砖断裂；四指并拢一戳，
5 块砖粉碎。丁某不敢比武
走了。上世纪初，山东镇守
使马良派手下两名高手前
来试艺。张其维 20 多个回
合后，以“五摇步”退出场
外，脚印入地深达寸余，而
对手衣服的前襟、后襟、肩
头竟在不觉时被捏出五个
洞眼。1886 年，张其维开始
设馆授拳，收徒不分贫富，
不论回汉，传艺以武德为
先，我国武术界的很多知
名人士，均出自他的门下。

冠县的“杨式”查拳，
舒展大方，势正招圆，以冠
县城里南街人杨鸿修为代
表 。杨 鸿 修 ，回 族 ，生 于
1864 年。杨鸿修身材高大
但却异常灵活，在民国时
期，以“大枪杨鸿修”、“快
拳杨”享誉武林。

张英振和常振芳曾为抗

日做贡献

“众多武林精英中，张
英振和常振芳很有代表
性。”任金光对这两位大师
非常推崇。查拳从刀光剑
影继而武出侠肝义胆。

张 英 振 ( 1 8 9 6 年 至
1977 年 )，冠县张尹庄人，
回族。1928 年，张英振因眼
病蒙着一目在南京参加武
术国考，冯玉祥亲自颁发

“救国源泉”锦旗和特制
“道德剑”一把，被聘为中
央国术馆一等教授。在国
术馆期间，他在与日本等
几十位外国武士交手中战
无不胜。当时，张英振和著
名武术家王子平合练的

“双手带进抢”被美国好莱
坞的米高梅公司拍成电
影，成为中华武术走向世
界的先行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
英振创编了与岳飞《满江
红》曲调相配的一套拳法
和一套剑法，定名为《满江
红拳》、《满江红剑》，在军
队和社会上广泛流传，激
励军民驱逐鞑虏，抗日救
亡。

常振芳(1898-1979)，河

南通许县人，回族，原籍冠
县张尹庄人。1937 年“芦沟
桥事变”，常振芳加入了抗
日大刀队 (即冯玉祥部四
十四旅武术队)并任队长，
在房山区琉璃河一带的战
斗中，杀得日寇魂飞胆丧。

常振芳一生曾传艺于
山东、河南、河北、江苏、江
西、天津等地，培养了大批
人才，其中有中国第一位
武术教授张文广。常振芳
在北京期间首次打破不收
汉族人为徒的惯例。

“岁更月替，世事沧
桑。一代又一代曾经叱咤
武林的查拳大师们已悄然
走入历史，只留下一连串
闪光的名字，和一份宝贵
的遗产——— 中华查拳。”

查拳走进学校体育课

冠县文化局副局长任
金光介绍，该项目的传承
人，现在冠县体育局任职
的王秀芬除了在体育局传
授查拳，还约定到县城的
几所学校的体育课上教授
查拳。

“现在传承发扬查拳
的不止王秀芬一个人。”任
金光给记者介绍了的另一
位查拳传人沙宗朝。

沙宗朝的查拳基地位
于冠县城郊的一个小村子
里。基地训练大厅非常开
阔，左边墙壁上悬挂着查
拳传承谱系图，右面墙壁
边摆放着武器架，琳琅满
目的各式武器整齐排列
着。

“查拳可以使用的武
器很广。”经过几十分钟的
热身运动后，沙宗朝一招

“提膝亮掌”开始空手打了
一趟查拳。而后，沙宗朝的
小徒弟手拿长剑展示了查
拳的几个招式，几个跃空
的招式尤其灵动飘逸。

四年前，沙宗朝在村
里建起这个查拳基地，招
了村里十多个孩子每天训
练。正在练习场中跳跃的
15 岁小徒弟已经练习了四
年，还曾到香港等地参加
过武术比赛。

“查拳的传承并不乐
观，”任金光说，“动荡年
间，家家户户习武防身。现
在正是和平年代，而孩子
们从小又送进了学校，能
有机会学习武术的机会越
来越少。”

而查拳传人们最担心
的不光是传承，虽然很多
看过查拳比赛和表演的武
术学者都曾赞扬，“查拳招
式很美，姑娘打起来尤其
漂亮。”但查拳的威力越来
越难继承和发展，留下来
的多是招式。

沙宗朝练功场里有各种兵器。本报记者 邹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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