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日，记者见到了“滕州五
里屯大洪拳”第五代传人、现
任大洪拳掌门人狄瑞珍。狄瑞
珍老人今年67岁，初见他，老
人很精神并极为健谈。狄瑞珍
告诉记者，他出生于武术世
家，受环境的影响，他从小就
喜欢大洪拳，“冬练三九夏练
三伏”，勤耕不辍，一直到现

在。“我从六七岁开始练拳拳，，现现
在在都都六六十十多多年年了了。。””谈谈到到大大洪洪
拳拳，，狄狄瑞瑞珍珍显显得得很很兴兴奋奋。。

狄狄瑞瑞珍珍告告诉诉记记者者，，““滕滕州州
五五里里屯屯大大洪洪拳拳””的的祖祖师师爷爷冯冯佩佩
出出生生在在清清朝朝乾乾隆隆、、嘉嘉庆庆年年间间，，
早早年年丧丧父父，，家家境境贫贫苦苦，，与与母母亲亲、、
姐姐姐姐相相依依为为命命。。冯冯佩佩年年少少时时热热
爱爱武武术术，，长长大大后后告告别别母母亲亲，，一一

路路乞乞讨讨投投奔奔嵩嵩山山少少林林寺寺学学艺艺。。
学学艺艺所所成成后后回回到到家家乡乡山山东东滕滕
县县。。后后来来，，冯冯佩佩在在县县衙衙申申办办官官
牒牒，，在在滕滕县县城城北北关关外外开开设设一一家家
护护送送银银两两的的镖镖局局并并自自任任镖镖局局
领领班班镖镖师师。。开开镖镖局局需需要要联联络络远远
近近武武功功高高强强的的人人士士协协助助，，于于
是是，，冯冯佩佩又又自自设设武武场场，，招招纳纳青青
年年习习练练武武功功。。城城西西五五里里屯屯村村的的

狄玉清清等等人人闻闻讯讯，，纷纷纷纷前前来来拜拜
师师学学艺艺，，滕滕县县大大洪洪拳拳自自此此振振
兴兴。。滕滕县县镖镖师师冯冯佩佩也也随随之之名名扬扬
各各州州府府县县及及武武林林各各界界。。

““由由于于冯冯佩佩没没有有子子嗣嗣，，后后
来来冯冯佩佩将将大大洪洪拳拳传传给给第第二二代代
掌掌门门人人狄狄玉玉清清，，传传到到我我这这代代都都
已已经经是是第第五五代代了了。。””狄狄瑞瑞珍珍告告
诉诉记记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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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屯大洪拳

拳打脚踢千余年
红火过后，大洪拳中的许多武技面临失传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泳君 赵艳虹 张冬梅

源自少林 传至第五代

“我的曾祖父狄玉清是冯
佩的掌门弟子，深受冯佩的垂
爱。后来，他先后在县城北关、
五里屯开设武馆收徒传艺，为
家乡培养了众多优秀的武术
人才。”狄瑞珍告诉记者，后来
他的祖父、父亲相继继承了大
洪拳。狄瑞珍 1 5岁时代父授
拳。虽然练拳已经60多年了，
但狄瑞珍对大洪拳依然情有

独钟。
狄瑞珍的的徒徒弟弟当当中中，已经

有十多个是 6 0多岁的老人。
“我的徒弟有的已经是爷爷辈
或者是工作之后退休的，年龄
都相对较大。”狄瑞珍告诉记
者，文革期间是大洪拳的发展
达到鼎盛的时期，那时候全民
皆兵，上至花甲老人，下至顽
皮孩童，人人尚武，武风甚盛。

由于当时的五里屯具有浓厚
的尚武之风，曾被多个媒体采
访。狄瑞珍也多次受邀参加武术
大赛，如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观摩
大赛、全国武术鲁屏杯比赛等武
术比赛并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参
加比赛之后，狄瑞珍也从中吸收
到了新的理论和技巧，并从中得
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极大的
丰富和发展了大洪拳。这期间，

鲁南地区，运河两岸，城乡遍开
武术花，到处都有打拳练武的身
影。

狄瑞珍教授的众多弟子也
在省市各级别的武术比赛当中
脱颖而出、捷报频传。其弟子狄
崇臻曾在少儿武术比赛长器械
中获冠军，弟子狄崇新也在枣
庄市第二届运动会比赛中获佳
绩。

谈到大洪拳的技击，狄瑞
珍告诉记者，大洪拳架子刚劲
有力，初练刚劲、明劲，再练柔
劲、暗劲，后练混元劲，刚中有
柔，刚柔相济，连绵不休。因其
极具搏杀实效，故近代以来先
后被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农
民运动的义军和微山湖独山

“三唐”农民起事义军练兵所

采用，并赋予了神拳的色彩，
加入军中战斗时的刺枪、托
枪、刀劈、落马倒地后翻滚防
守等技法，运气为拳，化掌为
刀，拳掌并用、刚柔相济、攻守
自如。

据了解，滕州五里屯大洪
拳和少林寺里所授的少林洪
拳有一定的差别。“五里屯大

洪拳注重外家拳的修炼，而少
林寺的洪拳注入了‘禅’的意
境，偏向于内功的修炼，相对
来说，外家拳习练起来更方
便。”狄瑞珍告诉记者，“大洪
拳讲求败中取胜，借力打力，
变化多端，极具实战效果。但
是在实战中要遵守‘能制服不
打伤’的原则，以切磋交流为

主。”
由于大洪拳实战效用好，常

练可以舒筋活血，增加食欲。因
此，在五里屯乃至滕州市习练者
众多，博得了众多武术爱好者的
青睐。时至今日，五里屯全村上
下都非常重视大洪拳的发展，为
此，村里还专门投资兴建了两处
训练场。

狄瑞珍告诉记者，现在习
练大洪拳的人相对来说变得
很少了。即使练武，也只是当
做一种爱好而已。2008年7月25

日，枣庄市首批公布滕州五里
屯大洪拳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到了2009年，山东省公布的第

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大洪
拳榜上有名。

作为滕州大洪拳的掌门人
狄瑞珍对这种拳技的传承付出
了很多心血。自2007年起，狄瑞
珍就自己出资10多万元到安徽、
江苏等地实地采访收集有关大

洪拳的资料，并打算编一本关于
大洪拳的拳谱。采狄瑞珍说：“像
大洪拳里面的黑虎拳、羊角拐、
盘龙棍等珍贵稀有的武技不整
理就会永远的失传了，老祖宗传
下来的东西，我们不能丢。”

狄瑞珍表示，在整理挖掘拳

术的过程中，由于要付出大量的
人力、物力，所以资金问题影
响了出书的进度。“希望有关
部门和社会有心人士能够重
视保护文化遗产，将老祖宗留
下来的东西发扬广大。”狄瑞
珍说。

历经辉煌 习练者众多多

招法多变 拳风刚劲有力

筹划出书 传承大洪拳

据记载，三国时曹

操统一中原后，在现在

的滕州荆河街道建五里

军屯，因此五里屯成为

当时的练武要地。1700多

年来，五里屯的百姓一

直保持习武的传统，无

论老幼妇孺，几乎人人

会练。经过五里屯人的

努力，滕州五里屯大洪

拳不断发展。2009年，“滕

州五里屯大洪拳”入选

山东省第二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上上世世纪纪七七八八十十年年代代狄狄瑞瑞珍珍教教学学生生学学
习习大大洪洪拳拳的的场场景景。。

上上世世纪纪七七八八十十年年代代狄狄瑞瑞珍珍教教学学生生学学
习习大大洪洪拳拳的的场场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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