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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道形意，定步崩拳行天下

443377公公斤斤！！一一记记重重拳拳超超泰泰森森

清末民初，国家动荡，民生多
艰，国人更是被西方国家讥讽为

“东亚病夫”。俄国大力士达得洛
夫周游世界四十六国未有败绩，
号称“震寰球”，志得意满的他到
天津设擂比武。

此时，东方旭接替何大海出
任神州武术馆馆长，面对强敌的
挑衅毅然应战，并与俄国大力士
签了生死文书。比赛刚开始，东方
旭一度被对手打倒在地，关键时
刻，擂台下国人齐呼：中国人，站
起来！东方旭大受鼓舞，一跃而
起，用八卦掌战胜了达得洛夫。

这是上世纪80年代电影《武
林志》的剧情，影片中力战俄国大
力士的“东方旭”的原型就是韩慕
侠。除精通八卦掌外，韩慕侠还是
一位形意拳大师。

形意拳与太极拳、八卦掌并
称三大内家拳，尊岳武穆为开山
祖师。形意拳起源于清初山西的

姬际可，姬际可以岳飞拳谱为理
论，把大枪术化为拳法。姬际可门
下分成河南、山西、河北等不同派
系，也分化成不同的名字，包括心
意六合拳、心意拳、形意拳等。

形意拳的基本拳法主要是五
行拳和十二形拳，桩法以三体式
为基础。五行拳分为劈、崩、钻、
炮、横，这五种拳分别对应金水木
火土，并按照五行生克的规律演
化拳法。而十二形拳模仿龙、虎、
鹰、熊等十二种动物。

形意拳流派纷呈，风格上各
具特色。据了解，河北派形意拳，
拳势舒展，稳健扎实；山西派形意
拳，拳势紧凑，劲力精巧；河南派
心意拳，拳势勇猛，气势雄厚。

山东自古出好汉，形意拳在
山东也是流派众多。在本期“武林
志”中，记者采访到了两位形意拳
传人，分别为孙氏形意拳传人张
西可和尚派形意拳传人梅殿修。

重剑无锋 纵横武林

2014年9月12日至14日，第
四届“中远威”杯国际形意拳交
流大会在山西太谷县举行，来自
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国及山西、
山东、河北等地的65支队伍参
赛。其中一支多数人来自济南的
尚派形意队伍以三金、一银、四
铜、一个第四、两个第五、三个第
六的成绩获得团体第二名，尚派
形意拳在山西一炮打响。

这支队伍的领队是济南的
梅殿修，他是尚派形意拳的第
二代传人。据梅殿修介绍，起初
他们并没有打算打出“尚派形
意拳”的门旗，因为尚派形意拳
发展时间与山西的“车派”、“宋
派”比相对较晚，怕引起其他形
意门派特别是山西各派的误
会，但在弟子们的“怂恿”下，写
着“济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尚
派形意拳”的杏黄大旗在太谷
的会场上打开。出乎梅殿修和
弟子们的意料，此举非但没有
引起误会，反而成为此次大会
的一个亮点。

“山西是形意拳的发源地，
也是形意拳最发达、最强势的
地方，这次我们来外省参加比
赛并获得好成绩很是不容易。
本来我们是抱着全军覆没的心
态来的，与山西车派、宋派形意
拳一起比赛，我们不但没有给
尚派形意丢脸，还取得了一定
成绩，我们为尚派形意感到骄
傲。”梅殿修说。

尚派形意拳是乐陵人尚云
祥先生所创，距今有100多年的
历史。尚云祥先生受师父李存义
与师爷郭云深的共同教导，又两
次不远千里赴山西向车毅斋、宋
世荣等前辈请教，然后根据自己
的特点首创尚派形意拳。

尚云祥先生对形意拳进行
了一定改革，他将“鹰拙”定为
尚派形意拳的母拳，桩功三体
式定为尚派形意母式。鹰拙就
是模仿鹰与熊（拙，熊的别称）
动作的演示，前拳前钻类似熊
的一击，后掌下劈类似鹰的一
扑，也称为鹰熊合练。

尚云祥先生还将五拳进行
了一定的改革，发力更加有力，
演练更加美观，实战性加强，使
得尚派形意拳脱颖而出。

梅殿修的师父韩伯言先生

在北京跟随尚云祥先生学拳六
年，深得尚云祥先生教诲，除了
学得尚云祥先生的形意要旨外，

“猴形十三式”是尚云祥先生单
独传授给韩伯言先生的一套拳
法。“目前在全国除了济南尚派
形意拳演练外，在其他地方还
没有见到过。”梅殿修先生说。

据梅殿修说，现在全国练
习尚派形意拳的有很多人，主
要有四支，一是梅殿修的师傅
韩伯言所传，主要在济南、邹
平、泰安等地；二是尚云祥之女
尚芝蓉所传，主要在山东的乐
陵、潍坊及河北等地；三是李文
斌所传，在齐齐哈尔、丹东、哈
尔滨等地；四是辛健侯所传，主
要在沈阳。

韩伯言先生在北京学拳
后，把尚派形意拳传到了济南，
在济南他先后教授了刘文慈、
任怀珠、时延月、沈西刚、梅殿
修、乔宏志、王法兴、田增川等
弟子，在被赶回家乡期间又教

授了郭玉信、孙曙光等人，另外
他还教授了他的孙子韩瑜、义
孙段春雷、段雨润等人，使得尚
派形意拳在山东有很好的发
展。

师父去世后梅殿修接过了
师父的教鞭，在济南教授弟子
传授尚派形意拳，不但济南及
附近的学员前来学习，就连四
川、河北、辽宁及加拿大的人员
都来济南学习尚派形意拳。经
过梅殿修和弟子们的努力，尚
派形意拳在2012年被济南市政
府授予济南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

为了传承尚派形意拳，梅
殿修几乎每天晚上都带着弟子
在大明湖超然楼练习形意拳。
他的弟子已经有二三十人之
多，这群弟子中最小的8岁，最
大的已62岁，现在仍有不少人
找梅殿修先生学拳。他说：“希
望有生之年能多培养几个技艺
精湛的徒弟。”

梅殿修：尚派形意拳叫响山西太谷

张西可：一拳打出437公斤

形意拳与太极拳、八卦掌并称三大内家拳；
形意拳传人张西可用崩拳打出了437公斤的穿透力，比

拳王泰森的360公斤还重；
形意拳被称为“诸拳之冠”，流派纷呈，名人辈出，称誉海

内外。

本报见习记者 刘飞跃

尚派形意拳传人梅殿修和弟子们。(图片由梅殿修提供)

10月3日，央视中文国际频
道播出了新一期《体验真功夫》
大型专题纪录片，主要内容即是
介绍孙氏拳。孙氏拳包括形意、
八卦、太极三种拳法。节目的主
角就是张西可，他连续八次重击

“木人桩”，力量最大的一拳打出
了437公斤，而世界拳王泰森打
出的力量仅为360公斤。值得注
意的是，拳王泰森身高比张西可
高出15cm，体重比他重了35公
斤。

“我用的就是孙氏形意拳中
的定步崩拳，用其他的拳打不出
这么大的力量。”张西可说。孙氏
拳的创始人为孙禄堂，人称“虎
头少保”，被誉为“天下第一手”。
孙禄堂学过形意拳、八卦掌，首
创孙氏太极拳。

孙禄堂的老师是李奎元，李
奎元师承郭云深，李奎元是郭云
深的大弟子。据称，李奎元是江
湖上有名的镖师，觉得孙禄堂天
分好，就把他领到师傅郭云深
处，孙禄堂跟师爷学习了八年形
意拳。

“郭云深是当时河北派形意
拳的代表人物，孙氏形意拳比较
直接地继承了郭云深的功夫。”
张西可说。

张西可对形意拳了如指掌。
他说，孙氏形意拳规矩、严整，特
别难练，打出的力量是瞬间的爆
发力。孙氏形意拳讲究足下存
身，把所有的力量松沉到脚下，

再把脚上的力量返回到手上，练
的是周身贯通的一贯之力，看似
手打人，实际是脚打人。

“青花瓷瓶立在墙边，用厚
厚的纸包好，轻轻一拍，外边的
纸没事，里面的瓷瓶却全碎了。”
张西可说，这就是形意拳中的明
劲、暗劲和化劲。暗劲打外伤内，
化劲则无形无意，随意而发。也
就是孙禄堂先生所说的“感而遂
涌”，在形意拳的术语里叫惊炸
力。

孙禄堂的次子孙存周也是
一代技击大师，建国后收了俩徒
弟：张烈和张亚男。张烈自11岁
跟随孙存周学拳，一直到25岁时
其师孙存周去世，整整跟孙先生
学了14年孙氏拳。

张西可就是张烈的徒弟，
1996年在南开大学读书时跟随
张烈老师练拳，直到张烈先生
2009年去世。此外，张西可还有
三位形意拳老师：安老师、韩老
师和崔老师。

其中韩国珍老师注重实战，
以实战功夫之高称誉京津两地。
崔同义老师是单刀李存义的嫡
传弟子，技击功夫一流，其父崔
振先受到过师爷李存义的指点，
崔振先的老师是大枪刘云集，刘
云集是李存义在天津的大徒弟，
功夫非常之好。崔振先又得到师
叔尚云祥、傅剑秋的真传，形意
崔家拳在天津独树一帜。

张西可在最权威的专业队
系统地练过五年多拳击、四年多
散打，把形意拳与现代搏击相结
合，经常与专业高手切磋，进行
实战对抗。在央视体验真功夫栏
目中，张西可运用形意拳的鸡
形、劈拳、崩拳、炮拳等技术，跟
比自己小18岁的全国散打锦标
赛前五名的现役散打队员打实
战，技击功夫毫不逊色。业余毫
不逊于专业，这一点在目前武术
界是很罕见的。为此，中国邮政
集邮中心在2014年特地为张西
可发行了纪念邮票。 孙氏形意拳传人张西可。(图片由本人提供)

孙氏形意拳传人张西可重
拳击打锅底。(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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