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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悬壶壶济济世世，，他他命命名名了了八八卦卦太太极极拳拳
济南八卦太极拳第二代传人乔鸿儒“武医双馨”

◎郭铸山

郭铸山（1899—1967），字
有恒。祖籍河北省吴桥，先祖
迁居天津三条石，事工商业，
颇有名声。著名武术家，八卦
太极拳创始人，八卦掌第三代
传人，8岁正式拜李存义为师。
精于形意拳、八卦掌及太极拳
等。早年任河北省国术馆董
事、山东国术馆顾问，并曾担
任华北及山东省武术比赛评
判员。济南解放后定居济南。
1962年济南采风访贤，郭先生
被聘至济南市医学研究所，开
设体疗室门诊，这是济南市最
早的气功门诊。先生以太极功
治疗疾病，从学者甚众，多获
良效，声誉日隆。1966年初，退
休返天津，继续传授功法，
1967年于“浩劫”中去世，终年
68岁。主要弟子有孙宝林、王
振东、乔鸿儒、胡宝伦、张万
英、魏挽澜等。

◎乔鸿儒

郭铸山先生高徒，八卦太
极拳第二代掌门人，八卦掌第
四代传人，山东省气功科学研
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武术协会
会员，中国武术八段，山东东
方八卦太极拳研究推广中心
荣誉理事长。在武学方面对八
卦掌、八卦太极拳、形意拳、剑
术等传统武术有着深厚的武
术功底和理论研究。

为了保存八卦太极拳的
武术资料，乔鸿儒于1959年整
理了24式简化八卦太极拳和
60式八卦太极拳连环，1965年
又编写了53式八卦太极剑。近
两年乔鸿儒又整理出版了《兼
览斋续集》和《八卦太极拳》等
书籍，为八卦太极拳的传承留
下了宝贵的史料。

拜师波澜：三个月打动师傅

八卦太极拳诞生于清末民
初，由著名武术家程海亭、郭铸
山、蒋馨山三人共同创编、整理并
定型，成型于京津一带，主要传承
则在济南。济南地区作为八卦掌
在山东的主要流传地之一，有着
一百余年的历史，习练人数众多。

现居于文化西路体育嘉苑
的乔鸿儒即是上面提到的郭铸
山先生的高徒，虽然他已经82岁
高龄，但精神矍铄，慈眉善目，见
到客人便露出善意的微笑。

乔鸿儒自幼喜爱武术，年少
时受同伴和家庭的影响走上了
学武的道路。

1956年，经济南市政协副主
席万春圃的介绍，乔鸿儒与在山
东省体委工作的老革命孙文斌
相识。乔鸿儒跟孙文斌学习了杨
氏太极拳，孙文斌认为乔鸿儒是
中医，最好练习内功拳术。“济南
有位郭铸山老师，太极拳打得
好，并能用拳术健身医病，你应
该去学习郭先生的内功拳术，医
武结合，有利于今后工作。”

1956年秋天，一日乔鸿儒持
孙文斌写的投师帖去拜访郭铸
山。乔鸿儒本以为有熟人推荐拜
师会很顺利，怎奈中间突起波
澜，直到三个月后才拜师成功。

“我拿着帖子去了郭老师所
在的服务单位，他对我说，你先
练练太极拳给我看看。”乔鸿儒

说。郭铸山看完乔鸿儒打完一套
太极拳后，对他说：“你练得挺好
的，我给你改改就行了。”乔鸿儒
则坚定地说：“我不想改，我就想
练您这套太极拳。”

郭铸山仍然是让乔鸿儒改改
打法就可以了，告诉他没必要学新
的太极拳，就这样一直“敷衍”着乔
鸿儒。“老师就是拖着，不教我太极
拳，那时郭老师在单位传达室工
作，我就帮老师扫地、整理桌子，一
直熬了三个月。”乔鸿儒说。

三个月后机会终于来了，乔
鸿儒的一个朋友是郭铸山所在
单位的工作组组长，朋友直接找
了郭铸山单位的厂长。厂长就对
郭铸山说：“人家乔大夫跟你学
拳，你得好好教他，你不能再拖
着了！”从此以后，郭铸山开始正
式教乔鸿儒八卦太极拳。

“我先学的太极拳，然后学
的八卦掌，最后学的形意拳。”乔
鸿儒说，从1956年到1966年跟
老师学了10年，直到老师离开济
南回天津。

后来，郭铸山告诉乔鸿儒为
何拖了三个月才教拳。他告诉徒
弟乔鸿儒：“跟我学拳的都是身体
不太好的，他们学拳后身体康复
知道此拳的好处，就会珍惜这套
拳法。但是，我看你当时身体很健
康，担心你学了此拳体会不到好
处而不懂得珍惜。

临别赠核桃，难断师徒情

1956年至1966年正值国家
困难时期，对于肚子都填不饱的
人来说，哪还有力气练武。当记
者问跟着郭铸山学了十年是否
感觉很漫长时，乔鸿儒说：“一点
都不长，我总想跟着老师多学些
拳术。”

乔鸿儒说，解放后老师的企
业先合营后上缴，房产也交给了
政府，家具和生活用品都送给了
职工。“老师自己搬到职工集体
宿舍中居住，除洗漱用具外，只
有一只旧皮箱随身。而且，老师
也做过传达员，烧过小锅炉，困
难时还养过猪。”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乔鸿
儒对老师的晚年遭遇也非常可
惜和痛心，并尽可能地为恩师提
供一些帮助。

1960年郭铸山患上了水肿
病，那时乔鸿儒正向他学习形意
拳。当乔鸿儒学习形意拳龙形
时，郭铸山已经跳不起来了。郭
铸山对乔鸿儒说：“看来我今后

不能教形意拳了，以后谁要学形
意拳就找你了。”

三年困难时期，作为徒弟的
乔鸿儒也没有多少积蓄，想孝敬
老师却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

“一次朋友给了我一盒月饼，我
赶紧给老师送了两个。”乔鸿儒
回忆道。

1965年，乔鸿儒下乡加入四
清工作队，年底听说老师郭铸山
退休返回天津，乔鸿儒便返回济
南与老师道别。“那时候我也很
穷，什么东西也没有，就去西营
买了点核桃。”乔鸿儒说，毕竟箱
子是放东西的地方，他也不好意
思打开。

于是，乔鸿儒便从皮箱的缝
里慢慢地倒核桃，当当当的声音
从箱子里面传来。“箱子里面没有
东西，有东西的话就会把箱底盖
住，声音不会这么响。我一听声音
我就难过了……”尽管过去了半
个世纪，乔鸿儒回忆起这段往事
的时候，眼里还是噙着泪花。

命名八卦太极拳，弟子五千

“这套太极拳含有八卦掌的
特点，并且提高了技击和保健功
能，就像在短枪上加了长筒，威
力大增。”乔鸿儒说，为了区分与
其他太极拳的不同，1957年他建
议改名为八卦太极拳，但乔鸿儒
担心此名与其他门派有冲突，他
便与师兄弟查阅资料，未见有八
卦太极拳的名称记述。

“1958年，我征得师傅和师
兄弟的同意，将此套拳改名为八
卦太极拳，这是济南地区使用八
卦太极拳名称的开始，并且迅速
传至济南武术界，渐至全国和海
外。”乔鸿儒说。

乔鸿儒在《郭铸山与八卦太
极拳》一文中介绍，八卦太极拳
与流行的杨氏太极拳套路不同，
许多动作和手法甚至迥异。囿于
传统观念，当时对此拳十分保
守，不轻易示人或传人。

郭铸山定居济南后，决定打
破门规，广收学徒，将其所学内
功、拳术贡献给世人。从学者渐
多后，场地先后移至青年会、中
山公园，每日随其练习的有几十
人之多。学生想学什么，他就教
什么，从不保守，而且示之以范，
晓之以理。郭铸山除传授拳术功
法外，还授过剑术、枪术、刀术、
大戟、子午鸳鸯钺等。

“从郭老师开始，我们门派
就在中山公园教拳，现在我的徒
弟谭桂昌仍然在那里教拳，我们
师徒三代传拳已经将近百年。”

乔鸿儒称。
受到老师郭铸山的影响，乔

鸿儒从1959年开始利用业余时
间教拳，50多年来一直没停过。

“那时候不光教太极拳，也教八
卦掌、少林拳，中午从来没休息
过。”乔鸿儒说，粗略地统计，他
带的徒弟至少五千人。

现在，82岁的乔鸿儒每周
六下午仍旧在楼下教学生练拳。
虽然徒弟很多，但由于当时没有
建立徒弟联络网，很多徒弟都失
联了。“我现在把学武和学医的
徒弟组织了起来，成立了医武联
谊会，弟子们AA制凑点钱，定
期组织一些活动。”乔鸿儒说。

乔鸿儒除了是八卦太极拳
的第二代传人外，还是济南名中
医。乔鸿儒1948年从医，到现在
已有60余年了。他喜欢阅读中医
经典理论，严格要求自己，被誉
为“学验俱丰”，精通中医外科、
妇科，对血管病尤其擅长，并对
气功养生有一定的研究。

乔鸿儒得郭铸山真传，把八
卦太极功与中医理论密切联系在
一起。乔鸿儒在其所著的《八卦太
极功》中介绍，八卦太极功由站桩
功、调理功、开合吐纳功、四立桩、
升降功、亮翅功、神会和辅助功法
组成，内容甚为丰富，非常适合慢
性病患者及年高体弱的人练习。

“许多病人学习了此功法身
体都好了，都想学习八卦太极拳，
也成了我的徒弟。”乔鸿儒说。

本报见习记者 刘飞跃

●他是著名武术家郭
铸山的高徒，济南八卦太极
拳第二代传人，并为此拳命
名；

●他精通武术，弟子五
千多名，著作颇丰，堪称一
代宗师；

●他医道高超，悬壶济
世，所治病人最终成了他的
徒弟；

●他就是济南著名的
武术家和名中医乔鸿儒。

大师简介

上世纪五十年代郭铸山与弟
子乔鸿儒推手。（资料片）

乔鸿儒在打八卦太极拳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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