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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季培刚所著的《太极往事：晚清以来太极拳的传承系谱(修订本)》全面呈现太
极拳各家派的传递脉络与承接状况，汇聚了众家太极拳传承人的记忆和智慧，展示出晚
清民国以来不同历史背景下，太极拳前辈高人们拳艺与人生融为一体的人生历程，将成
为每位太极拳爱好者的必读之书！

 

内容简介

    太极拳并非单纯的运动或技术，它有自身传承的历史，与中国文化精髓本为一
体，且须存乎其人。“平生之志，不在仕途，不务工商，不做打手，不图侠名，只为继
绝学而已。”（孙存周语）这其实也是诸多前辈大家共同的人生写照。拳如其人，自然
不该将“人”隐去，而当在历史时光的脉络中了解传承流变的具体情形。
    至今没有较大争议的太极拳的历史，仅乾嘉以来二百余年，季培刚所著的《太
极往事：晚清以来太极拳的传承系谱(修订本)》便是对晚清以来太极拳各家派传递脉络
与承接状况的首次全方位细致梳理。通过《太极往事：晚清以来太极拳的传承系谱(修订
本)》，可以全面了解太极拳的传承状况。至于更多内容，则需透过纸面去看。

作者简介

    季培刚，史学硕士，太极拳手。已版专著：《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2007）
，《太极拳往事》（2009）。其他文论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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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晚清的北京城，亲贵王公、贝勒贝子等上流人士中已有不少人在习练一种绵软的拳术—
—太极拳。这种行拳迟缓却融强身技击于一体、有“四两拨千斤”之妙的拳艺，是杨禄
禅(1799—1874)及其子杨班侯(1837—1892)、杨健侯(1839—1918)等人传授开来的。清末宣
统皇帝逊位，进入中华民国之初，杨健侯老先生的儿子杨少侯(1862—1930)、杨澄甫(188
3—1936)等人又继承了家业。
  一 一代宗师——杨禄禅杨禄禅，名福魁，生于清嘉庆四年(1799)，直隶广平府永年县
人，世居县城南关，与其父以售煤、摆粮摊为生。永年县的习武风气甚盛，杨禄禅自幼
好武，习过少林拳，已有一些功底。
  广平府西大街道北，自明末就开了一家“太和堂”药店，到清代时已远近闻名。药店
东家一直是河南怀庆府温县陈家沟人，其中掌柜和伙计均是从温县一带招来。据传闻，
一天，杨禄禅途经太和堂，正遇有人在其中寻衅生事，只见掌柜王旭初略将手掌一扬，
就将闹事者掷于门外跌倒在地。杨禄禅目睹此举，甚为惊奇，钦羡不已。此后寻机前来
竭诚求教。药店王掌柜有感其诚，让他在店内打杂，闲时可跟随学拳。在此期间，杨禄
禅得知河南怀庆府温县陈家沟的陈长兴最精这种拳技。后因聪敏勤俭，杨禄禅被特荐到
了陈家沟。
  太和堂第四代东家陈德瑚是陈家沟第十五世，科举出身，他本人不练拳，但特聘村中
太极拳高手陈长兴每晚在其南院教授族人。
  陈长兴，字云亭，生于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八月十六日巳时。其人“立身中正，不
倚不靠，状如木鸡，人称为‘牌位先生’”。“至道光年间，拳好极，矗立千百人中，
无论众如何推拥挤，脚步丝毫不动，近其身者，如水触石，不抗自颓”。其时，从陈长
兴习拳者大都是陈姓人。杨禄禅虽未被拒在门墙之外，却一直不知其拳的精要处。
  据杨禄禅之孙杨澄甫的弟子，清末翰林、清史馆纂修陈微明记述：露禅尝习外家拳，
其后闻河南怀庆府陈家沟陈长兴者精太极拳。露禅倾产挈金，往怀庆从长兴学。数年，
偶与其师兄弟相较辄负。夜起溺，闻有声于墙外，乃越墙往观其异。见师兄弟辈群集于
厅中，其师口讲指授，皆拳中精意也。乃伏窗外窃窥，自后每夜必往。他日其师兄强露
禅与之较，露禅不得已许之，不能胜露禅，众大惊异。其师召露禅曰：“吾察子数年，
诚朴而能忍耐，将授子以意，明日来予室。”翌日，露禅往见其师，假寐于椅而仰其首
，状至不适。露禅垂手立于侧，久之不醒，于是以手承师之首，良久臂若折，而不敢稍
移。及其师醒曰：“孺子来耶？予倦睡矣。明日再来。”露禅退，明日复如约而往，其
师已陶然入睡乡矣。露禅屏声息气而待之。其师或张目四顾，见露禅俟于旁，无怨色，
且加敬焉。又言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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