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豪原本不是好词，不受家乡父
老管束的人为豪，豪贾——— 不守规
矩的商人，豪杰——— 率众闹事者，
豪侠——— 被驱逐的个人暴力者。

大乱之时，豪侠遍地，改朝换
代 后 ，成 了 时 代 新 贵 ，顽 劣 子
弟——— 豪侠——— 新生贵族，身份转
换如水态三变。刘邦是个豪侠，带
着一帮豪侠建立汉朝，汉期初期是
文化灾难。

另有一种侠，受人称道，民间
记忆里，有贵族特征，不是草莽。他
们就是贵族，朝廷上失败而流亡民
间。因为有文化有手段，试图暗中
掌控一个地方，惩恶除凶，为了夺
权，间接主持了正义。

他们神龙见首不见尾，做一事
便消失了，说明试验没成功，又去
了他方。试验成了，就定居下来，隐
迹藏形，转成了乡绅。

前两种侠，一旦成事，便脱离
大众。不离大众的是第三类——— 拳
师。传统中国不是法律惩罚型社
会，是人情仲裁型社会，有了纠纷，
不找官府，找行业外的第三方。

既然不是业内人士，不懂行怎
么办？以人之常情评判就可以了，
不是审理过程的是非曲直，仲裁的
是结果，以谁也别太吃亏为标准。
况且找仲裁人之前，矛盾双方往往
已想好了退让的程度，借仲裁人的
口来确定。

清朝承担仲裁的是走不上仕
途的老秀才、告老还乡的老官员、
镖局的老镖师。科举废除、满清推
翻，老秀才老官员都不名誉了，镖
局业、保镖护院业倒闭。火车运输
量大、安全，挤垮了镖局。清末民初
之际，官员普遍调用国家士兵给家
里站岗，不再聘私人，保镖护院业
失去了大宗雇主。

上世纪十年代，北洋政府做现
代化改革，不愿社会动荡，想延续
仲裁阶层，选中了失业的武人，出
钱出房，成立武术协会，实则是仲
裁机构。

二十年代南京政府将武人收
编到学校，成了西化教师。但社会
需要仲裁，帮会顶了上来，杜月笙
每天做的事是“茶叙”，一天赶六七
场谈判，当仲裁人。三十年代的帮
会已不太像帮会。

民间自发地形成仲裁阶层，证
明北洋政府有远见，可惜是帮会做
了武人的事，先天有问题，还需要
时间转化。但历史没给时间，中日
战争一爆发，社会结构全乱。

战争结束后，是一个既没有形
成法律又失去人情的局面。人心紊
乱，武人的传统形象被信任，再次
充当起仲裁角色。

因为南京政府不再拨款，专业
武术学校——— 国术馆倒闭，武人多
在普通中小学当外聘体育教师，回
到家，义务负责附近的纠纷，不关
家门，谁都可以推门而入。

八十年代北京天津还有此遗

风，胡同里搬来个会武术的老头，
有事都找他。武人文相，因为大部
分时间不是处理武林纠纷，是处理
民事纠纷，带职业特征，笑眼眯眯，
见了他的脸，人就消了三分火气。

武人的特征是“练拳的规矩
大，见面就磕头”，在日渐西化的社
会，武人之间保持着清朝礼节。

中华无跪礼，跪模仿的是唐宋
的席地而坐。本是膝盖向前地跪
坐，不是下跪。

坐着，上身伏一下为行礼，来
客身份高，就伏得深，头部碰到席
面。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晚春》开
篇，大拍特拍日本人家庭聚会的坐
礼，一番唐宋风情。

明朝流行了桌椅，不再席地而
坐，日常生活里没有下跪的事。祭
孔子的时候下跪，也不是发明了跪
礼，是模仿唐宋祭孔时席地而坐的
旧貌。明朝人站成了习惯，站一会，
席地坐一会，出现了“下跪”这个怪
相。

下跪是祭孔时才有的事，明朝
百姓向官员下跪，当官的不敢受，
一定要跳开——— 下跪的用意是，我
拿你当孔夫子尊重，你不能不主持
公道。

下跪者不卑贱，受跪者忐忑，
这是百姓的反抗方式。一旦出现了
百姓下跪的事件，监察机构要核查
这官员，当官的不敢让百姓跪。

清朝皇帝脸皮厚，要享受孔子
待遇，才出现官员跪成一片的事。
不能光官跪，官员要求百姓跪，朝

廷的怪象转到了民间。下跪毕竟不
合礼法，于是从朝廷到民间开了许
多不跪的活口。

秀才见官不跪，上岁数的人见
官不跪。官员都是读书人选上来
的，清朝皇帝聘皇子的教书先生，
要向孔子像、教书先生下跪，等于
还了读书人的跪。跪是不明不白的
事，拦跪成了礼节，拦着不让跪，是
尊重的表示。

老舍话剧《茶馆》写晚清，人跟
人见面相互拦，谁也不真跪，单腿
跪的都没有。因为中华本无跪礼，
人人别扭，相互配合着给取消了。

民国武人是明朝军官的后系，
明朝灭亡后潜伏民间，一直要反清
复明，所以保持明朝军礼，晚辈向
长辈行礼，是军队下级向上级行礼
的翻版。军人身有甲、头有盔，鞠
躬、下跪、磕头都不方便，一般是两
手在胸前抱拳，头向手俯一下，紧
急时上半身也不动，作个手势就行
了。

承袭军人礼节的武人也礼节
简单，不料民国社会普遍废除了跪
礼，武人却保留下来。

保留着旧社会标志，因为新时
代有业务。武人行跪礼，如同秀才
留辫子，民国时，许多前清老秀才
的经济收入，是给人在葬礼上题
字，儿女再新潮，葬父母时就古老
了，题字者留着辫子，才对得起父
母，剪了辫子的老秀才没人请。

武人间彼此行跪礼，是给外人
看的，形象传统，才好当仲裁人。旧
时代遗迹，反而在新社会有信服力。

从武人看世道，百年求新，已不
好改口，心里有着被新辜负的苦。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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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无跪礼

经作者授权，本报今起连载《武人琴音》。
《武人琴音》讲述形意拳一门三代——— 尚云祥、韩伯言、韩瑜在各自时代的遭遇，凸显百年武人命运。

首次披露尚门韩传形意拳心法和“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喜峰口之战刀法。
口述者韩瑜系“泰山师兄”。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
韩
瑜
口
述

徐
皓
峰
徐
骏
峰
著

本报现有部分作者签名、题
词《武人琴音》出售。
咨询电话：1865388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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