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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家拳的缘起、流派及拳理拳路初探 

杨欣颖

（湖南工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巫家拳由清嘉庆时期巫必达创立，盛传于湖南，现已传承八代，分李氏、冯氏、唐氏三大流派。其拳劲力内含，动
作松柔，拳路多以“六肘”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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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家拳，江南之名拳，广泛流传于湖南、湖北等
省，尤以湖南湘潭、长沙、株洲一带为盛。自清嘉庆

初年（１７９７年）巫必达来湘创拳，至现今已传承２００
余年，荣立湖南四大名拳（巫、洪、薛、岳）之首。巫

家拳在湖南传统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已成为

湖南民间传统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巫家拳是中

华传统武术中的一个著名拳种，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全国开展武术大普查被收入中华武术大拳种家谱

中后，３０年来却鲜有学者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分
析。相比其它民间拳种的消亡，巫家拳至今在广袤

湖湘城乡间依然保持着活力，可以说相当罕见。对

于这样一个优秀的拳种，学界有必要对其展开深入

的挖掘、梳理及探究。

　　一　巫家拳源起

湖南巫家拳源起于巫家拳始祖巫必达。巫必

达，字有能，福建汀洲府连城人氏（现址为福建连城

县姑田镇洋地村人），生于清乾隆辛未年（１７５１年）
八月初五辰时，逝于清嘉庆壬申年（１８１２年）五月十
七日申时，享年６２岁。［１］据巫姓族谱记载，其父巫承
辐为巫姓十三世祖，于雍正末年从宁化石壁迁至连

城姑田洋地安家落户，生四子：长子宣文、次子宣

亨、三子宣吉、四子宣表。三子宣吉后改名为必达。

巫必达祖父巫应寿便是少林拳师，其父也精通少林

拳术。巫必达少年随父精习福建地方连城拳（连城

拳又称“连城少林拳”或“少林独门拳”），［２］青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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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闽，北上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等省求艺，

广交拳师，博纳众长。清嘉庆初年（１７９７年），巫必
达定居湖南湘潭，潜习武学，精研南少林拳法中攻

防多变的实用招式与武当内家藏精培神、蓄气发劲

的内功心法，再结合自身瘸脚生理及湖南人霸蛮敢

死这一性格特征，而创立一种既不同于南少林又不

同于武当拳的湖南本土南拳，并在湘潭、株洲、长沙

一带传徒授技，以武为生。后辈尊师，以姓氏命拳，

尊称其拳为巫家拳。［３］

巫必达终生未娶，死未还乡，葬于湘潭东郊有

“青山黑石白泥塘”之谓的荷塘乡青山村黑石头（该

地旧为湘潭班毛塘冯家族地），现当地尚有碑墓可

考（巫祖墓碑为第６代冯家冯作仕与第６代颜子俊
携徒１９７９年新立，老碑于文革期间破损）。主要传
人李大魁、冯南山、唐三等人，李、冯二人为其养老

送终，因而各得其真传。巫必达授徒善因材施教，

故同一路拳传承下来风格各异。据记载：李家多为

种田之人，平素穿短衣长裤，故取矮桩，其讲究矮桩

低马，丢臀放掌，劲力偏刚；冯家多为读书之人，穿

长袍，为免长袍拖地，故取高桩，其讲究高桩长手，

重于身法运用，劲力偏柔。冯、李两家巫家拳风格

各异：李氏习低马，稳扎稳打；冯氏练高桩，疾驰巧

取。后人诗云：“冯氏鹰凌李虎形，高桩低马各相

宜。想是因材好施教，苦心留于后人疑”。［４］

李、冯、唐三氏及早期几代在传承巫家拳方面严

把族规门派，少有外姓弟子，因而巫家拳发展缓慢。

后历经湘军对战太平天国及近代革命风云，尚武盛

行，其间许多将士习练巫家拳。如曾国潘麾下湘军将

领郭森林、刘连捷等，辛亥革命元勋之一国民革命军

大元帅黄兴（巫家拳第５代传人，《冯氏族谱艺文志》
记载：“党国元勋黄克强先生亦出其门下”）、鉴湖女

侠秋瑾等都是巫家拳的门人高足。此时期巫家拳发

展迅速，尔后随着时势与政策的变迁，巫家拳的传承

与发展有落有起，时至今日传承７代、２００余年，门徒
以万计，其传承播及湘、赣、闽、鄂、豫、川、贵、新、沪、

京、粤、港等地及海外，现湖北的巫家艺，便是湖南巫

家拳的分支，但巫家拳的传承与发展主要地域仍是湖

南的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地区。

　　二　巫家拳主要流派

据记载：巫必达于清嘉庆初年（１７９７年）来湘，
时年４７岁，个子不高，左脚微跛，一身布衣短打，其
先抵株洲李家湾（旧属湘潭）教拳。当地龙门拳术

已传承一百多年，久负盛名，李氏族人多操习龙门

拳术与巫必达较技皆败，并为其技折服，于是李氏

族人李三百弃龙门拳接巫必达回家教习拳术。［５］李

氏巫家拳谱《少林总论》一文中有言：“三佰祖师自

幼学龙门数代，苦功未不善迨，后与巫公交锋不及，

逊谢不遑，于是俯首求教，往来数年，用费许殷勤，

方得其洪拳枪棍心法。”李家有四子，即大魁、大俊、

大秀、大禄（此子后习文），均拜师于巫必达门下，巫

必达感其盛情款待，传艺于大魁、大俊、大秀，尤以

李大魁学艺最精，李家奉养巫必达３年有余，得其真
传，此为湖南巫家拳之嫡传李氏一脉。李氏一支在

习练巫家拳时，多取夹剪矮桩教授，其讲究矮桩低

马，丢臀放掌，劲力偏刚，近攻短打，稳扎稳打。

《冯氏族谱艺文志》记载：清嘉庆初年（１８０２
年），巫必达到达冯家，冯家以挖窑谋生，冯芳柏（又

名冯南山，绰号：柏一先生）初见巫祖身材单薄，又

有残疾，非劳力之夫，不愿收留，冯母贤惠，言一人

有一人之力，巫祖方留下，然巫祖并非为食禄而依

赖于此，实则寻觅传承拳艺之人。巫祖留此数日之

后，正好碰见霞湾窑业行内争斗，冯家势单力薄，无

力与人打拼，只好龟缩家中。巫祖见此便说：“汝等

欺我羸弱，便让愚一人与其相斗，斗死甚好。”说罢

扬长而去。冯家家人称奇，尾随观战，只见巫祖左

拼右打，不一会，相争之人尽皆倒地。冯芳柏方知

巫祖乃世外高人，遂尊其为师，专心奉养。自此冯

芳柏与子冯熙台（绰号：灯芯灰）承其艺，又以冯熙

台学艺最精。冯家富有，精心待奉巫师１０年并为其
养老送终，因而得巫必达拳艺倾囊相授。即此开创

湖南巫家拳又一嫡传冯氏一脉。冯氏一支在习练

巫家拳时，多取夹剪高桩，其讲究高桩长手，重于身

法运用，劲力偏柔，手法连击，疾驰巧取。

巫必达在清嘉庆年间于１７９７年来湘授拳，定居
至１８１２年逝世，主要生活在李、冯两家。但在这１６
年间，巫必达也时有外出，在湖南长沙、望城、浏阳、醴

陵、湘乡、益阳、南县、华容、湘阴等地，巫必达边游历

边寻访能授之衣钵的门徒，除长沙的唐三受巫必达悉

心传授田字六肘与麒麟六肘外，其他人终究未果。据

考证，益阳的刘氏、株洲龙头铺烟墩冲周氏与湘乡的

周氏等都师从巫必达，但学其技艺不多，均未承巫必

达之衣钵；且其后人对巫家拳套路多有改编，现今其

传承也不旺盛，因而刘氏、周氏等家不能算是巫家拳

的主要流派。唯有唐氏一支发展较好，特别是在民国

时期，巫家拳传人唐徽典力挫群雄勇夺湖南省首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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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考试第一名；此后受聘国术馆，继而破除封建授徒

门规，把历来民间族内私密传承的巫家拳带到省、县

国术馆，公开传授巫家拳，从而把巫家拳的继承与发

展推向新的高峰，至现今唐氏一脉传承一直兴旺，因

而也成就了巫家拳嫡传唐氏一脉。唐氏一支在习练

巫家拳时，多取夹剪中桩，其讲究中桩，短打、连击，惯

使冷腿，弹抖发劲，动作迅猛，以巧取胜。

　　三　巫家拳技术内容与拳理

湖南巫家拳拳名皆以六肘为名，《巫家秘诀》

“十问师”记载：“一问：拳名六肘，如何不名六拳又

不名六脚，请师说出原故。师答曰：拳名六肘，大有

意味，盖六肘乃打之根源，非别的拳法可以推其至

要，打则动其心，心则动其目，目则见之于手足，而

手足无身法不能适其运，于六肘，均在身法，有前、

有后、有高、有矮、有左、有右、故手足长短高矮，全

以身法为主，乃不得不以六肘为名。”因而，民间有

“巫家六肘”之称。

巫家拳内容丰富，其拳术以六肘命名：三叉六

肘（又名三桩六肘）掐吊六肘（掐吊六肘又包含掐

吊１～６桩）、麒麟六肘、摆门六肘、田字六肘（又名
护心六肘）、七星六肘、十字六肘、单吊六肘、正平六

肘等拳路。其功法包括：爪功、排打功、子午罗汉

功、轻功等。其器械有：巫家七步连针棍术、巫家单

刀、巫家双锏、巫家四门板凳、巫家六合钯、暗器金

钱标。其中七步连针棍为巫家独门棍术，此棍为单

头棍，使棍尤为讲究“针力”，其棍法讲究“兜归尾”

“尾归兜”和“兜尾归中”与八卦掌诀的运用，其中以

“地枪”为最，因其势有“上起下落无所不包之意”。

故又有：“七步连针棍中王，万法归宗为地枪”之言。

其中以冯家七步连针棍为最，故巫家拳有“唐家拳，

冯家棍，李家耙”之说。（见巫家拳《拳棍秘诀》）

巫家拳击法包括：冲、点、劈、搁、抹、扣、盖、撞、

卦、托、叉、霸、缠、推、拢、拿、提、穿、搂、锁等。出手

时注重长手与短手结合，讲究一出三不归，善长用

肘。进攻手法有五吊、六肘、八拳、十二掌。五吊手

有：穿吊手、枪吊手、掐吊手、插吊手、泼吊手；六肘

包括：擂肘、搁肘、扁肘、滚肘、摇肘、撞肘；八拳为：

大、小黑虎拳，三门罩拳，单双罩拳、连环罩拳，连环

炮拳，洗手拳，肘子攀拳，太子金拳；十二掌有：三门

掌子、吊手掌子、架手掌子、分寸掌子、封面阳手掌

子、连环掌子、准手掌子、塞河掌子、步手掌子、满面

胡椒掌子、偷路掌子、双掌子。［６］其中“肘法”为巫家

拳最奇巧又最具威力之技法，冯家的“林哥”曾一肘

“卧”倒两匹马而流传有“林哥的肘子，一卧如泰山，

卧人人倒，卧马马翻”的趣事（冯福寿《少林巫家秘

传》）。而腿法因巫必达足微跛这一生理特征，仅

有：明尖腿、铲腿等低腿法，腿法虽少，但用法奇妙

善偷袭，讲究“搭手起脚”多击下盘。巫家拳身法讲

究“方、圆、扁、侧、吞、吐、浮、沉”，身法运用起来：身

如柳絮轻摇。出手讲究：出手如探脉 落手如铁锤，

出脚宜轻，回脚如扯绳之猛勇。内力的运用讲究：

刚劲不外露，天针对地针，先天翻后天，故传有巫家

拳靠“半个圆”打人之说。其拳理讲究：以勇为先，

不避生死；乘空而进，见隙必攻，手进身进脚亦进，

意动气动劲亦动。举手不离七孔埋伏（即保护头

部），踩丁不丁，八不八步型，手打三分，脚进七分。

一要练，二要健，三要起手心不善；容情不起手，起

手不容情，稍有容情手，便是愚蠢人。巫家拳特别

崇尚武德，定下了“狂妄、轻浮、忘恩负义之徒不教”

的戒律。（见巫家拳《巫家秘诀》）

本文是笔者根据已掌握的材料对巫家拳开展

重新挖掘、整理及探究考证的成果，希望以此求教

方家，促使巫家拳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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