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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山东出好汉。一代一代的英雄好汉在齐鲁大地上谱写了光辉的赞歌，上演了传奇的故事。不同的武林
门派在山东济南落地生根，而且山东独有的武林门派也在济南发扬光大。济南武林到底有多少门派？不同门派
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这些门派的发展和传承又是怎样的？为此，本报特此推出“寻访济南武林门派”系列报道，
把梅花拳、汇极拳、八极拳等门派的武林掌故和发展传承一一展示给读者，为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武林世界。

编者按

打豹子斗叛匪，勇战“西霸天”，学物理，却成为数学教授

燕燕子子杰杰：：梅梅花花拳拳传传奇奇宗宗师师
他授拳30年，却分文不取；他在西藏工作18年，打过豹子，战过叛匪；回济

南探亲，与“西霸天”过招，一战成名；他在北京大学学的是物理，却成了一名山
大的数学教授；他晚年开始写自传和武侠小说，著作颇多。他说：“我教的不仅
仅是一种拳，更是一种文化。”

燕老先生在教授梅花拳。见习记者 刘飞跃 摄

本报见习记者 孙业文 刘飞跃

燕子杰，1955年9月至
1962年7月：北京大学地球
物理系学习。1962年9月至
1981年2月：西藏自治区拉
萨市西藏气象局任天气预
报员、天气预报工程师等。
1981年3月至1998年1月：山
东大学数学系任讲师、副
教授、教授等。我国著名的
学者武术家，梅花拳第十
七代传人。曾发表过多篇
武术论文，正式出版过《五
势梅花桩》、《中国梅花桩
文武大法》等六本专著。三
十年来在全国十几所高等
学校，义务传授梅花桩武
功，弟子遍布世界各地。自
上世纪90年代起，多次访
问欧洲、中东和北美各国，
目前他是欧洲梅花桩协会
名誉主席，加拿大、中国台
湾地区梅花拳组织的顾
问。

他在北京大学读书
时，结识了当时在武林极
负盛名的梅花拳大师韩其
昌。因勤奋好学，品学兼
优，很快成为韩老师的得
意高徒。燕子杰毕业后到
西藏气象局工作，高深的
武功使他如披护身袈裟，
在高原荒漠上一次次化险
为夷，平安度过十八个春
秋，留下了一段传奇般的
经历。后调至山东大学任
数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
等，从此开始了他在数学
和传授梅花拳两个园地的
耕耘。

大师简介

梅花拳

允文允武

8月 17日下午，山大洪家
楼校区田径场上，一曲凤飞飞
的《追梦人》在田径场上缓缓飘
荡，一群穿着黑色、红色上衣的
学生整齐地打着梅花拳。站在
他们中间的是一位头发花白、
身穿迷彩上衣、黑色运动裤的
老人，正聚精会神地看着200多
个打拳的年轻人。

他就是梅花拳的第十七代
传人，现年78岁的燕子杰，弟子
们喜欢叫他燕老。今年是燕老
教拳的第30个年头了，一共教
了多少学梅花拳的人，估计燕
老也不很清楚。

“梅花拳是由周朝的云盘
祖师开创的，已经有2000多年
的历史。”燕老说道，在古代主
要是大将练梅花拳，梅花拳讲
究实战，追求的是文武双举、内
外兼修。梅花拳分为南北拳，北
拳分十路，南拳又分为大小梅
花拳。

燕老的梅花拳是一种很独
特的武功，讲究文武结合。燕老
认为，中国有些传统武术过于
重视招式，轻视武术的智慧和
文化。这其实就是本末倒置，捡
了芝麻丢了西瓜，燕老说，古人
的智慧更是需要我们后人学
习、继承、发扬的，而现在武术
恰恰少了这一最重要的环节。

传奇经历

打豹子斗叛匪

勇战“西霸天”
在西藏工作时，梅花拳帮

助燕老多次化险为夷。有次燕
老和一个藏族小伙子去乡村做
调查，为了节省时间，俩人走了
小路。一只豹子悄悄跟了上来，
当走到小路最窄处时，豹子一
跃而起，扑向燕老。

燕老向后一跃，右手挥起
七节鞭，打在豹子腿上，豹子被
打得一瘸一拐地跑了。燕老说
道，当时是带着左轮手枪的，但
是拔枪开枪的速度肯定不及出
鞭的速度快。

还有一次燕老随西藏体委
登山，中途被派回拉萨市中心
查资料，赶回去的时候已经快
深夜了。登山队给燕老留了门，
就在燕老准备取锁时，他感觉
后面似乎有什么不对。

他回头就是一鞭，看到一
个叛匪拿着藏刀正准备砍向
他。叛匪被这一鞭打懵了，这时
又有两个黑影从旁边闪了出
来，燕老鞭子左右一挥，把两个
黑影打得哇哇直叫，三个叛匪
抱头狼狈逃窜。“多年的习武让
我异常警觉，这一刀要是砍下
去，估计命是没了。”

“梅花拳给了我一个健康
的身体，让我在西藏艰苦的环
境中‘九死一生’，也让我在济
南有了名气。”燕老说道，济南
有个名叫侯登山的，擅长摔跤
和擒拿，号称“西霸天”。侯登山
见到燕老当即要求切磋，几个
回合后，侯登山硬是没有拿下
燕老。与“西霸天”一战成名，燕
老也在济南扎下了根。

“梅花拳是中华武术的智
慧，需要后人去继承和发扬，
只依靠我个人的力量是不行
的。”燕老告诉记者，2009年
梅花拳已被列入山东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列入传统体育、
游艺与杂技项，正式列入保护
范围。

“梅花拳现在主要的学习
群体是大学生，全国练习梅花
拳的人数约有10000人。”燕老
说，大学生悟性高，空闲时间
多，能够很快地掌握学习梅花
拳的要领，大学生毕业后会从
事各种各样的工作，这样有利
于梅花拳的传播。

“许多大学生都窝在宿舍
上网、打游戏，而且经不起各种

诱惑，容易走歪路。”燕老的弟
子马文君说，燕老希望通过教
拳这种方式，促进大学生身心
健康，做对社会真正有用的人。

“光参加过拜师仪式的就
有七八千人，更不用说那些曾
经跟随燕老练拳的人了”，燕
老的弟子赵秋唐先生说。

在其他拳种逐渐式微、后
继乏人的情况下，燕老这种独
到的眼光迅速壮大了梅花拳
的队伍。“这次我是从山西特
地赶过来的，学梅花拳是一种
很有意思的事情，不但能强身
健体还能陶冶情操。”赵露说。

“也许有些人不理解我们，觉
得每天在地上摸爬滚打，还经
常受伤，衣服上也弄得脏兮兮

的，但是我们学到了真功夫，
打心里觉得高兴。”安徽的丁
家宁说。

燕老现在的学生已经遍
布世界各地，他们来自美国、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
拿大等，他们也在各自国家教
拳，“练得比较好的是加拿大
的安瑞得，在网上应该还有我
指导他时的视频。”燕老骄傲
地说道，现在他的女儿女婿也
在巴黎成立了梅花桩武术协
会，传播梅花拳。

“只要有时间，他就在网
上视频讲学。”燕老的老伴尹
斌说道，为了让更多人有机会
学习梅花拳，燕老开始在网上
授课。

全球弟子上万人，梅花盛开万里香

亦师亦父，天下梅花一家亲

肖继军从高中开始练拳，
提起师父师母，他的感激之情
溢于言表。“我刚大学毕业时，
住在七里堡，没什么钱，每月
42块钱的房租都担负不起。
二老拿着钱跑去了我家，帮我
渡过了难关。”

肖继军先生每年都会探
望燕老，这次是从上海特地来
参加这次集训。“这小块场地
就是当年我们跟老师学习梅
花拳的地方，我们对这块地很
有感情。这里就是我们心中的
圣地，来这里就是朝圣。”

“燕老每年都有两次大的
聚会，一是燕老生日那天，二是
父亲节那天。弟子们不仅把燕
老当成授业恩师，而且早就把
他当成父亲了。我刚开始练拳
的时候很苦，师母每天就为我
们做面条吃。”赵秋唐先生指着
自己的裤子说，“你看，这是师

母为我缝制的练功裤。”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进

入梅花拳这个大家庭大家就
是一家人，有什么苦大家一起
承担，有什么快乐大家一起分
享。”师母尹斌说。

“这次集训约有200人，来
自山东、上海、山西、安徽等全
国各地，每年我都会利用寒假
和暑假的机会给他们集训。”
燕老教拳30年，不收一分钱，
不争一分利。“他教弟子不分
贵贱，不论地位高低，都会认
真地教。他是义务教拳的，如
果收费的话，早就成为亿万富
翁了。”赵秋唐说。

当问到燕老图什么时，他
说：“梅花拳给了我很多，让我
受益匪浅，我想把梅花拳传承
下去；另外看着弟子们健健康
康、快快乐乐的，别提我的心
里有多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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