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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衢州石梁的麻蓬村,金庸先生的《碧血剑》中的“石梁帮”打的“麻蓬拳”便出自它,它是浙西

唯一名副其实的传统武术特色村,是一个有着奇特村落文化的村庄。而本文则立足于麻蓬口述史来为大

家简略地介绍麻蓬村落,武术以及武医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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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peng village in Shiliang, Quzhou, from which the "Mapeng fist" played by the "Shiliang 

Gang" in Mr. Jin Yong's "Crimson Sabre" comes, is the only traditional Wushu characteristic village in western 

Zhejiang, and is a village with a peculiar village cultur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oral history of Mapeng to 

briefly introduce the origins of Mapeng village, martial arts and marti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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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蓬武医伤科医疗术是自傅氏三兄

弟徒迁定居后,与传统武术“十三太保”

拳术几乎同时传入。麻蓬民间传统武医

伤科医疗术传承至今已有300余年历史。

当地称之为“民间伤科秘方(术)”,密而

不传,不对外扩散。 

1 麻蓬村简述 

石梁位于衢城西北,辖区东界九华

乡、万田乡,南连姜家山乡、航埠镇,西

邻常山县,北靠七里乡,总面积121.6平

方公里。境域自东汉初平三年即为新安

县属地。明属进贤乡。民国9年设石梁乡。

19年改白云乡、法光乡、衢门乡。25年

改设石梁、下村2乡。1950年分设石梁、

静岩、下村、小沟4乡。1956年,七里乡

并入,1958年七里析出。1961年下村析

出。1986年建石梁镇。1992年下村乡并

入石梁镇。2001年12月从衢县划人柯城

区至今。 

麻蓬村距市区11公里,由麻蓬、花坟

前、桥头山等三个自然村组成,全村325

户,人口1016人,11个村民小组。麻蓬原

名后洋。前清雍正之末年间,有傅姓兄弟

两家,世奉天主圣教,由江西迁居于此,

以种麻为生,后以麻蓬名其村焉。麻蓬村

有着与众不同的村落文化,是远近闻名

的“武术村”,村里男女老少皆会拳,其

祖传的“十三太保”已被列入衢州市非

遗项目。而其中十三太保传人吴元廷父

子同时也开着养生馆,传承着麻蓬的“武

医伤科”。 

2 麻蓬村起源 

据麻蓬傅氏宗谱记载,傅氏祖籍源

于河南开封。明未洁初,由于北方战乱,

傅氏家族后裔被迫迁徒福建上杭带,并

投释福建武林之门。后因天灾和战事徒

迁江西南丰一带。乾隆年,南方战事频发,

衢州战乱平定。傅氏三兄弟佑仁、佑成、

佑次从江西南平逃荒徒迁石梁溪滩搭麻

蓬开荒定居。 

这短短几句话的背后,有着一代人

与生活的搏斗,也有着命运在冥冥之中

的安排。麻蓬村如今的样子,是历史长河

中麻蓬前辈们不断的奋斗。他们的故事

不是几句话便可以说清的。前人的故事

一代代流传下来,父辈讲给孩子听,孩子

又讲给孩子听,如此,前人的故事终于不

是宗谱上的几句话了。 

相传,1730年,江西南丰县有傅氏佑

仁、佑成、佑次三兄弟,祖辈以贩麻为生,

因四处奔波,受天主教的洗礼,其子孙后

代也皆信奉天主教。后来,战乱频发,兄

弟三人为躲避战害,相携来就南,从江西

南丰来到了衢州城。然而那时城门紧闭,

兄弟三人便改道向西,沿着石梁溪来到

了静岩村。静岩村附近有座名山叫白云

山,山上有座尼姑庵。庵里的老佛很是灵

验,深受附近的村人相信。恰巧兄弟三人

来此的前一天,一位静岩村老太太来到

白云山求签,得了一个下下签,签上显

示：外神来乱。老太太惊慌失措,深怕村

庄遭遇不幸,第二天一早便在村口的佛

堂里祈福。 

傅氏兄弟来到静岩村,感到疲惫,正

巧看到佛堂有位老太太,便用官话大声

询问道：“老大娘,可以到你家里歇歇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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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然而不巧的是流行的官话在此处

并不适用。傅氏兄弟中“大娘”的发音

与该地方言中“猪娘”(即“母猪”)的

发音是一样的,因而傅氏兄弟礼貌的询

问在老太太听来是十分无礼的。当老太

太得知傅氏兄弟是外地人后,便一下子

与前日的签文“外神来乱”联系在了一

起。她断定这一群人必定会给静岩带来

灾乱。因而她不愿让这一群人进村子,

害怕他们会“作乱”,便怀了心思让他们

到村北头的花坟前落脚。 

花坟三面环山,一面朝溪,湿气聚集,

那里的蚊子又大又毒。而那时的人们缺

少防蚊驱蚊的工具,没有蚊帐,所以常常

因蚊虫吸血过多感染疾病而亡。老太太

本想让这群外地人也因此绝户于花坟。

却不想,反而让这里走出了“武”“医”

等特色文化。“武”“医”的起源会在下

文讲述。 

傅氏兄弟落脚后,以种植苎麻、编

织夏布、蚊帐为生。即养活了家小,又

避免了蚊虫叮咬。因为他们在山坡向阳

处搭麻蓬定居,远远望去,村庄像是深

藏于麻蓬之中,所以这个村庄被人们称

为麻蓬村。 

麻蓬村便由此诞生了。但是,一个由

外来人建立的村落,并且在村民们得到

预言“外神来乱”的情况下,麻蓬村的人

们想要在此处立足,是并不受当地人欢

迎的。在那个年代,社会并不太平,突如

其来的天灾人祸都有可能扼杀这个刚刚

诞生的村落。可想而知,那时麻蓬村的处

境是艰难的。但麻蓬村能够突破种种困

难而屹立至今,必然有它的过人之处。 

3 麻蓬文化的起源 

3.1麻蓬武术 

麻蓬村是远近闻名的“武术村”。据

说麻蓬村人人会拳,其祖传“十三太保”,

更被列入衢州市非遗项目。麻蓬武术从

何而来？麻蓬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武

术村”？这同样不是凭空而来,必然有着

历史的渊源,先辈的抉择。 

中国传统武术门派林立,拳种众多,

一些优秀的拳种就是随先人的迁移而带

入到某个地方或某个地域的。麻蓬拳便

是如此。麻蓬傅氏兄弟本是少林俗家弟

子,在福建南少林学过南少林拳法,因

此,他们迁入麻蓬时也将南少林拳法十

三太保拳带入了衢州麻蓬,同时也请了

江西拳师来村授拳,再加上一些外出的

村民在外学习的各种拳术, 后融合形

成现在的“麻蓬拳”。可谓是集众家之所

长而成。 

上文说到麻蓬村诞生后,也并非一

帆风顺。石梁静岩村人对这群外地人存

在着敌视和对抗。相传,有一年大旱,沿

石梁溪的村庄决定凑钱请龙王降雨,但

麻蓬村人因为信奉天主教,不相信龙王,

不愿出钱出力。因此,静岩村的人便将麻

蓬的族长关了起来,幸好不久便下了一

场雨,奄奄一息的族长也被放了回来。那

时麻蓬村只有二百多人,根本无法与实

力强大、根基深厚的静岩人抗争,所以只

能忍气吞声。 

为了自保和生存发展,1815年,麻蓬

人派出了十八个小青年远赴福建讨学武

艺。回到麻蓬后便教导村里的老人小孩

学习武艺。1838年以后,麻蓬人依靠武力

和财富,渐渐地在衢州站稳了脚跟。相传,

光绪年间,安徽凤阳遭受洪灾,灾民逃荒

至石梁麻蓬,其中二百余凤阳人仗着自

身会武,结帮攻击麻蓬村,麻蓬人起而反

抗,以拳相抵,击退了凤阳人。从此“麻

蓬帮”名声大振。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师

金庸先生在《碧血剑》名著中描绘的衢

州“两大帮”,即是“龙游帮”和“石梁

帮”。而“桃花源”(石梁溪)畔的“石梁

帮”就是麻蓬帮,打的就是“麻蓬拳”。 

而后,多种拳法流入该地,与麻蓬拳

相融合,如洪拳、武松脱铐拳、猴拳等拳

法。因此,现在的麻蓬武术传承于南拳,

集南少林、洪家拳、咏春拳为一体,已形

成了“扁担花、汤布花、板凳花和十三

太保”为主题、自成体系的麻蓬拳。 

也因为麻蓬人对麻蓬拳的传承与弘

扬,麻蓬村成为浙西唯一名副其实的传

统武术特色村。 

3.2麻蓬武医 

提及武术,便不可不谈谈医术。习

武、比武之时,受伤是难免的,因而便有

了针对练武之伤的治疗需求。历史上有

不少武术家,他们武医并举,通过长期的

实践,积累了大量防病、治病、健身的宝

贵经验,便也逐渐形成了武医。 

武医疗法起源于上古,逐步形成于

军事战争和体育健身之中。后来民间出

现了与武医流派相似的门类,即“卖拳

头”,他们深入闹市,卖艺行医。由于种

种原因,武医疗法不断流传发展,武医也

逐渐形成了体系。 

麻蓬武术的武医伤科是由麻蓬武术

中的伤科内容结合中医推拿和中药学等

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中医科学方法。麻蓬

武医疗伤具体为三套药方一套疗法,其

中两套药方是分别针对三十六大穴和七

十二小穴的点打伤解穴救治药方；另一

套药方是针对身体各部位伤家用药方,

其中包括四大金丹(紫金丹、九保丹、阴

阳接骨丹、夺命丹)、两大散(七里散、

八里散)、三大味(十三味、十五味、二

十四味),以及金疮药、外敷黑玉膏等。

一套武医按摩疗法可以治内科病,伤科、

正骨、关节脱臼、经络移位以及小儿病。 

4 结论 

据麻蓬武医现今传承人吴元廷言,

在麻蓬人前往福建学武回来后,林泉苑

的云游和尚时常会来到麻蓬教习武术,

后为医治习武受伤的人员,他们带来书

本药方教麻蓬人用药疗伤。在麻蓬人与

凤阳人打架被点了穴位受伤后,林泉苑

和尚便教了麻蓬人解穴的药。此后麻蓬

武医便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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