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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文化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角度,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追溯法、口述史方法等对

浙江省衢州市石梁镇麻蓬武术文化的起源以及演进历程进行梳理、研究,并对麻蓬武术在新时代的发展

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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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Mapeng martial arts culture in Shiliang Town, Qu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were studied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historical tracing and oral history,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peng martial art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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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止戈为武；术,指方法、技术。因

此,从字面上来理解,武术即是一种用来

停止个人或国家之间战斗、维护家庭或

国家和平的方法、技术。中华武术源远

流长,向上可以追溯到商周之时,是古代

的劳动人民在长期艰苦的社会实践之中

不断积累、不断总结与他人或凶兽的搏

斗经验而形成的一项技艺。而在过去的

很长一段时间内,武术被看作一种在军

事斗争时使用的技击手段,广泛流传于

军队、门派之中,而武者们苦练武术更多

是为了拥有维护自身或国家安全和权益

的实力。并且在几千年的演变历程中,

武术的内容、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人口的流动、社

会的变迁而愈加丰富的。 

1 麻蓬武术的缘起 

麻蓬村位于浙江省西部的衢州市,

是一个拥有3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麻蓬

村村内民风淳朴,村民崇尚习武强身。明

末清初之时,由于战争和教难傅氏佑仁、

佑成、佑次三兄弟从江西南丰潋都逃至

偏僻荒芜的衢州石梁并定居于此,以种

植苧麻为生,因此取名为麻蓬村。而且他

们三兄弟原本就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并曾经在福建莆田南少林学习过南少林

的拳法,在麻蓬定居之后,便将之前所学

拳术传入麻蓬,麻蓬武术也由此诞生。 

2 麻蓬武术的历史演进 

中华传统武术从古至今一直以来都

是我国文化传承中比较特殊的一个组成

部分,它包含拳法、腿法、身法等诸多种

类和少林、峨眉、武当等诸多门派。而

严格地说来,没有哪一种武术不是由代

代先辈积累对敌实践经验并且参考融合

其他门派武术而形成的。 

2.1二十四壮士学艺 

麻蓬村作为一个从外地而来的移民

村,立村之时恰逢乱世,为了更好自保和

生存发展,在1815年,村中长老商量就全

村集资、动员村民,选出了24个人,其中

最小的14岁,最大的36岁,虽然年龄跨度

很大,但这已经是村里所有的青壮劳动

力。他们挑了24担礼物,在熟人的引荐下

到达福建省莆田县的九连山林泉苑,即

南少林研修教义,并讨学武艺。麻蓬人和

少林寺的和尚商量,这24个人在少林寺

学习半年,学完后还要回去负责田里的

农活的(没有这24个人,家里种下去的粮

食都收不回来)。少林和尚于是便把这24

个人分成4组,每组6人,第一组资质好一

点每人学几招,套路学会了以后学拆拳。

这24个人学会以后让他们回来再相互教,

教会以后过了一年,寺院里会派师傅下

来,每年都有少林的云游和尚到麻蓬来

教这24个出家弟子。 

2.2十三太保拳初成 

道光末年,麻蓬村傅、王两姓弟子在

潜心研习武术的同时,他们再次派村民

前往福建南少林拜师学武,学成归来之

后,由于景仰唐代 “王不过霸王,武不过

存孝”的猛将李存孝,以及感念恩师,于

是就萃取了少林拳法之中精华,自创了

一套拳法并取名为“十三太保拳”。这套

拳法精髓可以概括为“四法两快”,即“步

法、身法、手法、眼法”和“眼快,手快”。 



国际教育论坛 
第 3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196（P）/ 2705-120X (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7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2.3请云游师傅教授武艺 

傅氏三兄弟自从江西南丰潋都迁入

至衢州石梁麻蓬开荒种麻,便渴望在此

安居。但由于他们是从外地迁入的,人员

稀少,且由于语言不通、宗教信仰不同以

及自然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时常受邻村

人欺负 ,于是麻蓬人从外地请了一些云

游师傅来麻蓬村传授武艺 ,村民也从此

苦练武艺。 

如在清朝末年,义和团运动时期,义

和团在中央方村那里集合了2000人的民

兵团,做了十分充分的准备,但是最终却

无法攻打进麻蓬。这就体现出了请云游

师傅的必要,因为虽然麻蓬人自身的武

术都很好,但是如果要论排兵布阵的话,

就可能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所以麻蓬人

为了保护村庄,由教会出面外面请了温

家兄弟,温家老大在当时是清军管带(相

当于现在的师或旅级),前来教导村民如

何才能在战争中正确熟练地运用阵法,

起到如虎添翼的作用。 

2.4外地武术融合 

傅氏三兄弟自江西南丰迁入麻蓬时

带来了南少林拳法,随后也有外地的云

游师傅来村里教授武术,再加上一些外

出打工或经商的村民在外学成的各种武

术,最后回到家乡,并将所学武术融入麻

蓬,形成了如今的麻蓬武术。又如民国时

期的金华人夏耀飞,他年轻时在上海加

入了青帮,但在经历了一些事后希望退

隐。且由于他的妻子是麻蓬人,因此他就

跟着他的妻子来到了麻蓬村,洪拳也跟

着夏耀飞传入到了麻蓬村。除此之外,

像武松脱铐拳、猴拳等拳法也陆续传入

麻蓬,与麻蓬武术融为一体。例如麻蓬武

术的代表麻蓬拳,它就可以说是由七王

公的气功、外国神父的拳击和林泉院少

林拳等融合而成。 

2.5整合麻蓬拳,形成子母连环 

因为麻蓬人都不是专业的,都是农

民。而农民意味着能练武的时间并不长,

因此,麻蓬拳的特点就是实用,就是你练

了一样东西,拿起来就要会用。而且麻蓬

拳里没有很多危险的动作,这些动作都

被去掉了,只剩下了实战当中最实用的

动作。 

而十三太保拳就是麻蓬武术的核心,

麻蓬人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套路总结,使

麻蓬武术更加实用。也就是说,只要你把

套路练熟了,手上拿着着两个东西,无论

你是拿了两把宝剑,还是双锏,只要用力

的方式调整一下,拿了两把锏就是双锏

套路,拿了两把刀就是双刀套路。 

蔴蓬拳的子母关系为以十三太保拳

术套路为核心母拳,以小拆拳、大拆拳散

手功夫为核心子拳,以凤凰甩翼拳术套

路和四门金锁拳术套路为辅助母拳,以

及以凤凰甩翼双锏套路、四门金锁双匕

首套路为辅助子拳。而在器械类中单头

棍母拳为金鸡啄米棍套路,单头棍子拳

为发劲、用棍；双头棍母拳为姜太公钓

鱼套路,双头棍子拳为发劲、用棍；还有

罗汉锄地功和罗汉十八锄法。气功类有

练出丹田：猛虎探爪套路(磨担钩),丹田

抖劲：神虎出浴功(磨豆腐拳)和内壮功

夫：易筋经、变弱为强。养生功祛脏腑

病的六息养生功、内养五脏和蔴蓬桩功

——混元桩。 

总而言之,于搏击麻蓬武术可以提

升整体功力、激活神经元、久站罡气护

体。于养生可以外静内动,升清降浊、畅

通三焦,三高消除,延年益寿。且单练十

三太保套路能健身防身,学会小拆拳、大

拆拳克敌制胜。 

3 麻蓬武术的传承现状 

麻蓬武术在如今是兼搏击格斗与

健身养生于一体,内外兼修,且自成一

脉的民间武术流派。由于在文化大革命

时期部分麻蓬拳谱被烧,一些拳师被批

斗,被打成右派分子,造成了一些武术

传承上的断层,甚至导致个别武术套路

和功法内容失传,麻蓬武术的传承现状

不容乐观。伴随现代政治经济、科技文

化的发展,麻蓬武术作为一种传统的技

术,已经渐渐被世人所遗忘和摒弃。进

入新世纪后,当地政府以村民意识到了

保护麻蓬武术的重要性,并进行了一些

保护性的举措,如创办了麻蓬武馆、向

上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等。同时,

通过与学校合作,向学生进行麻蓬武术

普及、推广,使得麻蓬武术得以继续传

承和蓬勃发展。 

4 麻蓬武术在新时代的发展 

如今麻蓬武术的拳术是由南少林拳

法并融合了洪家拳、咏春拳等的部分套

路,经过演化已形成如今“扁担花、汤布

花、板凳花以及十三太保”为主题的拳

术体系,至今传承已有 300余年历史。而

为了让麻蓬武术在新时代更好的传承与

发展,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继续借鉴其他流派,完善麻蓬武

术内容体系 

如今那些名声在外的武术家或有深

远影响的诸家流派,都不是一蹴而就,一

下子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的,而是在继承

前人积淀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并保持自

己的特色而产形成。在高度发展的今天,

麻蓬武术应积极利用网络传播媒介覆盖

面广、方便检索等特点,搜索并参考其他

流派武术,完善麻蓬武术内容体系。 

4.2确认麻蓬武术的当代传人,确保

麻蓬武术能完整传承 

武术的传承自古以来多是以师傅传

弟子的方式进行的。而传人是指传于后

世的人、接班人,因此在麻蓬武术的传承

过程中确定传人是传承武术的关键环

节。此外,不仅是传人需要努力,其他的

麻蓬拳师也要积极配合传人,破除传统

“传男不传女”等思想界限,把自己对武

术的理解毫无保留的与武术传人交流,

成为麻蓬武术传人坚实的后盾,使得麻

蓬武术传承体系更加系统、完整。 

4.3发扬麻蓬武术精神 

麻蓬武术源自福建南少林,继承了

少林武术文化的精神特质,即爱国爱

民、兼容并蓄、心身双修：麻蓬武师曾

积极参加抗日,麻蓬武术融合了大量江

浙的武术元素和近现代格斗术的精髓。

麻蓬武术还传承了少林武术中“武为祥

体,医为武翼,武医相依”的武术发展

原则,延伸出了武医结合的麻蓬武术

道统。 

麻蓬武术的精神特点十分鲜明并

且内涵丰富,集中体现了麻蓬人豪放直

爽的性格特点和麻蓬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麻蓬武术在个人层面形成了以自强

不息为核心的奋斗精神；在社会层面形

成了侠肝义胆的道德精神；在国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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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核心的

爱国精神,以及武学理念处处体现的,

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为核心的哲学精

神,这些都是麻蓬传统武术精神的核心

内涵。 

4.4开设武术培训班,从小培养麻蓬

村民武术基础 

任何文化的发展都需要有一定的政

治、经济基础,而现如今生活节奏加快,

村里的习武风尚逐渐消退,孩子们大多

在外读书,传统武术极有可能面临后继

无人的困境。针对这个问题,希望能在村

里建立一个少儿武术培训班,招收一些

适龄儿童传授武术。或者与学校合作,

将武术课作为中小学学生的一门选修课,

为麻蓬武术的传承奠定良好的基础。 

5 结论 

通过修习武术,不仅能帮助孩子强

身健体,更能促进骨骼肌肉的发展和右

脑功能的综合发挥。同时,修习武术的过

程也是修心养性的过程,能培养起孩子

坚毅、果敢的良好品质,提升孩子为人、

为学的自信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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