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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代武学宗师，为什么竟甘愿做西单商场一个普通的看门人？
而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为什么又突然开口，大公无私地将自己毕生经验和盘托出？
本书讲述您不知道的武林故事，讲述在那个武术被称为国术的时代，中国传统武者的爱恨情仇。
在不经意间，您也许会忽然明白，我们中国人，原来竟也是尚武的！
　　书中有武林事件，有老一辈武者的思维意识，更有区别于西方体育、为我中华所独有的训练体系
。
武术来源于道家文化，但当今往往练武是练武、道学是道学，武术失去了上通道学的途径，此书则把
两者沟通在一起，说出了武术的无限进境。
　　李仲轩先生年轻时，拜入三位形意拳大师门下，后退隐几十年，未曾受过武术表演化和商品化潮
流的侵扰，他所见证的三位大师的生活、功夫造诣，令人窥见了原汁原味的中华武学。
　　李仲轩先生生于书香门第，被唐维禄悉心培养，被尚云祥、薛颠破例收于门下，三位大师看重的
是他的文化素质。
果然，一个甲子过去，人间经过又一个轮回，当三位大师的徒弟一辈人尽数凋零的时候，李仲轩凭借
他的文化素质，给世人留下了三位大师的言行和武学。
　　收李仲轩为徒，是三位大师早有的深意。
老一代拳师多因文化水平所限，即便武功修为很高，却深陷无法表达之苦，李仲轩能留下文章，是中
华武术的一次险胜。
　　　　李仲轩的三位师父唐维禄、尚云祥、薛颠是民国武林的巅峰人物，其在武林的地位与当时张
大千与徐悲鸿在美术界的地位相当　　第一，他见证了三位大师的生活、功夫造诣，令人窥见了原汁
原味的中华武学。
”　　第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武林风貌，纪录了许多武人武事　　第三，书里有技术、有经验、
有做人的道理，其立意很高，传达了中国武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
　　第四，武术来源于道家文化，但当今往往练武是练武、道学是道学，武术失去了上通道学的途径
， 此书则把两者沟通在一起，说出了武术的无限进境。
　　第五，明清之际，一个叫的姬际可人无意在一破庙发现了半卷《武穆遗书》，并由此创建了内家
拳的第一个拳种——形意拳。
此后，这半卷《武穆遗书》一直作为形意拳的镇派之宝被传下去。
金庸在他的名著《射雕英雄传》里就用了这个典故，《逝去的武林》一书刊登了现存的《武穆遗书》
的习武口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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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仲轩：（1915——2004年）天津宁河县人，形意拳大师唐维禄、尚云祥、薛颠弟子，武林名号
为“二先生”。
其父系和母系为京津地区的官宦大家族，因遵守“武林人士不能有官场身份”的门规，放弃做官机会
。
　　三十四岁自武林退隐，晚年在西单一个普通电器商店看门为生。
遵守与尚云祥的誓言，一生未收徒弟。
85岁时，在《武魂》杂志发表系列文章，提供珍贵史料和拳理，被誉为“中华武学最后一个高峰期的
最后一位见证者”，在海内外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逝去的武林>>

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序三李仲轩自序  荣辱悲欢事勿追唐门忆旧  丈夫立身当如此  乃知兵者是凶器  五台雨雪恨难
消  总为从前作诗苦  别来几春未还家尚入忆旧  入门且一笑  师是平淡人  把臂话山河  使我自惊惕  功成
无所用  这般清滋味  曹溪一句亡  雕虫丧天真  杀人如剪草  大道如青天  长剑挂空壁  我与日月同  掩泪悲
千古薛门忆旧  世人闻此皆掉头  心亦不能为之哀  处事若大梦  困时动懒腰  欲济苍生忧太晚  薛师楼下
花满园 今日竟无一枝在  遂将三五少年辈 登高远望形神开  一生傲岸苦不谐  万言不值一杯水  仰天大笑
听秽语 我辈岂是草木人  君不见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逝去的武林>>

章节摘录

插图序　　由李仲轩老先生讲述、徐皓峰先生整理的文章，令海内外许多武术爱好者称赞不绝！
从其披露的点滴技术细节看，非形意拳嫡传莫属，非尚云祥先生言传身教不能。
平淡之中显真实，读后令人顿觉清爽，是近年来有关心意、形意等历史考证、技术阐述的佳作！
　　尚云祥先生的情况，以前虽然陆续有文章介绍，但由于缺乏更具体的技术、生活方面的信息，使
作为读者的我们，始终对尚云祥先生知之甚少，或仅是感觉神奇。
而这种感觉，不   仅是对尚先生，就是对形意拳本身以及对形意拳其他早期有贡献的历史人物,形意文
化也是如此，而李仲轩先生的回忆，再现了大量客观真实的历史画面，弥补了许多方面的空白。
　　李仲轩老先生确得到了唐维禄、尚云祥、薛颠先生的真传，并在中国武术人才断层与技术断层的
关键时刻，轻描淡写地将之披露，是在两大技术断层中起到了部分钢筋支撑作用。
文章面世后，得到广泛好评，尤其在活跃的网络上，得到不同门派的推崇，其影响还波及海外。
　　李仲轩老先生文章中有许多内容，再现了当时武林风俗，对习艺作人很有启迪。
例如：　　一、 古人守信：　　尚先生收徒时为其所立的规矩，真实地反映出前辈们凡事不仅仅考虑
到自己，还要为其弟子们着想，对人负责，也对这门艺术的传播负责。
这是历史，李老的作法也是与此一脉相承的，实现了对恩师的信用!　　二、 弘扬国术精神：　　诚
然如李存义先生所言“形意拳叫国术，就是保家卫国”，我的恩师亦曾道： “心意、形意的真传正传
，乃是正、大、光、明。
”这不仅仅是指技术上，更是指精气神、胆识、气魄与抱负！
津津乐道于一拳一脚，谁胜谁负者，必与真谛相去甚远！
　　三、 体现武术工艺层面：　　武术的内容除去拳谱上的理论和指导时的具体要求，实际上，从深
层次上分析，还有一大块内容，那是难以表达,难以传播的，但却对学者的成功与否起到关键作用的中
间内容——笔者喻之为“武术工艺层”，这些内容,处于理论与具体要求之间的夹缝中，难以寻求，不
易悟到，而李老的文章中却含有许多，实难能可贵，价值连城。
　　四、 提供历史证据：　　李老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技术艺术真传等内容，而且为形意有关历史,
文化,事件现象及其人物的空白,提供了及时的证据。
且提醒我们，以今日之理去判断衡量古人，在历史研究中是不恰当的。
　　以前，我们看到民国时期出版的武术书中,常有以口令形式编排的教学内容，使人看后产生怀疑：
那是国术么？
是内行所为么？
　　李老文中简单的一句话，倒出了缘由：那是国难当头时，国术界的热血男儿为早日培养出杀敌之
军而作的努力！
　　历史证据表明，中国抗日部队确以形意门武功训练士兵，如《最新形意刺枪术》一书，印成方便
携带的随军小册，这是历史上形意拳大规模运用于“保家卫国”实战中的证据，进而回证了李先生讲
述的那段历史真情。
　　墙倒容易推，天塌最难擎。
中华武学经过战乱、抗战战争、文革等，至今已经是青黄不接。
技术与学术，文化与历史均出现严重断层，挖掘抢救刻不容缓，在这一时刻，出来为断层接续的人，
就是武术界的英雄。
　　但当李老先生开始倾吐更高层次的形意绝学，令我们了解和分享其中奇妙的时候，却意外辞世，
系列文章嘎然而止!不能不令读者失声、茫然⋯⋯　　今日，以故事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挖掘、抢救、宣
传之文，已是武术界新颖文风。
由此想到，从此开始，各武术人物都应该写传记，以弥补技术著作不方便写出的内容，那将是对历史
不同侧面的纪录，将是武林的一大财富！
无论对前人、对后代，功德无量！
　　公元二零零六年十月 胡刚　　于加拿大首府渥汰华 探微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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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般清滋味，料得少人知:读观后感-－程然　　这本书，真令我惊讶。
　　它不同于我以往读过的一切经典和著作。
它没有华丽的辞藻，并非名家的力作，不是文学作品，也不是时尚中物，更不是什么可以让人津津乐
道的谈资笑料。
　　如果要来读解，我的心里会升腾起一份巨大的寂寞。
这是一位经历了民国、抗战、解放、反右扩大化，文革乃至现世的老人，在人生的暮年口述的近代武
学实践史。
这些叙述在老人生命里的最后几年，拨云见雾，偶露峥嵘，一经面世，语惊四座。
然而，随着老人的溘然长逝，更多的秘密成为伤痛历史的空白，将沉入无人知晓的海底。
　　这位叫做李仲轩的老人，出身名门，他母亲的太爷是鸦片战争定海战役里为国捐躯的三总兵之一
王锡鹏，他的二姥爷是参与戊戌变法的王照，后来发明了汉语拼音前身的“官话合音字母”。
因他是忠良之后，又自小读书知礼，被当时京津地区的三位形意拳大师唐维禄、尚云祥和薛颠相继收
为弟子，深得形意拳大义。
生逢乱世，李仲轩不得已退出武林，以一挂算盘谋生立世多年。
晚年老人隐踪藏迹，先后在中科院的某研究所，西单某电器行给人看大门。
　　他令我有深刻的恍惚感——走在街上，你能知道与你迎面擦肩的人里有多少龙虎前辈吗？
！
你能认出那些销声匿迹，欢声泪痕都沉默的英雄和大隐吗？
！
　　我们险些不能。
　　若不是李老在晚年怀有济世心胸，于《武魂》杂志发表20余篇谈拳论道的文章，在海内外引起了
强烈反响，我们竟然不能。
　　我不是一个对武术感兴趣的人，即便看武侠小说或电影，也只是外行看个热闹。
然而这本书，却让我捧得七天，哑口无言。
深觉李老讲的虽然是形意拳的打法要领，关照的却是苍生人心。
那字字句句，在在处处，都让我如雷贯耳，有芒刺背。
　　这是一本道书。
　　所谓道书，就是所有钻研一技之长的人，都可以捧读，都可以恍然觉悟，都可以含泪微笑来领受
的经书。
那些画画的、写字的、跳舞的、练琴的，乃至卖票的、抓药的、耍大刀的，玩杂技的，等等各色人，
都可以从仲轩老人的讲述里，得到机要，获取法宝。
这是因为至道是一，不是二；更是因为大道会意，大道相通。
　　那么，我就试着来细诉书中对我帮助最大的三个方面吧。
　　一、 做人　　首先，什么样的人能练拳？
　　武学泰斗们观察小辈，是先从人品上来看的。
　　是不是孝子？
是不是为人正派？
是不是知礼，挚诚，敞亮，厚道？
是不是懂得报效国家，能够把武艺和中国人的武学精神传承下去，而非斗狠压人，逞强好胜？
　　李仲轩的第一位老师唐维禄一辈子只是个农夫，在陌生人的眼里，根本看不出他是身怀绝技，腿
功了得的大家。
他教育一众弟子，说的是勇气本领全部要报效国家，私人恩怨要摆出窝囊样子，“你凶我悚，你悚我
更悚”，不要卷入人我是非，但凡有点时间，一心一意来练拳。
　　其次，万事低调，收敛光芒。
不仅为修养德行，也是为拳道长进做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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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维禄一生无名，别人抬他捧他，他只淡淡一句，谁敢说自己会什么呀，形意拳，我就不会。
李老听了，以此为座右铭，说在练武上，没有适可而止的事。
　　在学武的人群里，越是那高声吵闹，挑衅斗殴的，越是小喽罗，那能虚怀若谷，隐没江湖的，却
往往技艺超群。
仲轩老人提到，练成钻拳后，人的性格都会变得沉稳谦和，皮肤质地都会因之改善，声音悦耳，心思
缜密，所谓水处卑下。
　　人品和拳法是相辅相成的。
少年气盛不自知，修养够了，即便沉默，也会有默如雷。
　　再次，以什么样的心来练拳，来博弈？
　　却不是一颗杀心。
练功的时候不能有一丝的杀气，搏击的技能是临敌时的自然勃发，如果造作杀心去练拳，人会陷于愚
昧。
　　这个说得真好！
这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心地是好的，是纯正的，你只管去练周身的敏感，练力量的控制，练气息的吐纳，真有伤害发生
时，所有的反应都会跟上。
要是心地就不正，就如同那个崂山的道士，虽然会了穿墙术，却因为想借此来偷邻人财物，而使法术
失灵。
　　这也是在说做人的道理啊。
你的出发点和目的没有人看得见，但你自己清楚。
你行的是善事，但若你的出发点和你的目的，有问题，有私心，甚至不怀好意，那么，善事也会转化
。
检点发心，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为人功课。
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你若得到了真本领，与你善护心地一定密不可分。
　　最后，师徒之间的关系。
学武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拜师傅？
　　李仲轩说，师傅就是你的心态，告诉你：要当好汉。
没事，就这么办！
这一句话就能救了命。
师徒感情好，是师傅对徒弟生命的参与太大了。
拜师傅，就是当自己动摇时，找个能给自己做主的人。
人太容易动摇，风吹草动，见异思迁，好逸恶劳，这世上没有几个天生的好汉。
　　练拳的时候，要有老师给看着。
这又是为何？
因为人太容易自满。
刚有一点小进步，就飘飘然，有大师冷眼看着，总能激发你的自觉之心。
自觉才能有进益。
　　要是没有福分找到自己的师傅，那么练习形意拳，要懂得以24法随时矫正自己。
无师，24法就是师。
这一点多么象佛教里讲，释迦牟尼佛涅槃后以戒为师的遗训啊！
李老也说，形意拳的24法犹如和尚的戒律，时刻保持警醒之心，就不会出偏。
　　李仲轩最早拜师唐维禄，唐维禄教他倾心尽力，不藏私，因为觉得自己无名，恐耽误徒弟前程，
所以不计较个人得失，领了李仲轩拜大家尚云祥，那时尚云祥已年过七十，而李仲轩只有十九岁，尚
师爱惜他是人才，愿意收下他为徒，但又因为年纪悬殊太大，而门中弟子众多，恐乱了辈分，而让他
许诺终生不收徒弟。
李仲轩应下这个誓言后，投身尚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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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唐维禄在天津，尚云祥在北京，唐师常来看李仲轩，京津两地，唐师施展腿功，一夜就到了。
这样的恩德，让李仲轩终生感念。
他晚年口述拳法秘诀，说如果有读者因此受益，那么向旁人传一传唐师的名，也算自己对深厚师恩的
一点回报。
这样的报还，令人泪下。
　　李老也把形意门收徒的规矩讲了两条，一不能为官，以免有仗势欺人之嫌；二不能搞迷信，因为
形意拳有祖师。
祖师正是岳飞，金庸写的武侠小说里提到的武穆遗书，正是形意拳的宗书。
当然，李仲轩所学的形意拳派系，更注重拜达摩。
这是后话。
世人诽谤，任人宰割，这是外力在喧哗，经历过浮沉坎坷的李老却发出了自己的忠实声音。
　　爱自己的师傅，却要保持距离。
太近，就少了刺激身体反应的那个强度，太远，就不能学到全部的精髓。
而如果永远亦步亦趋，不能自悟自修，也是没出路的，对苦心教你的师傅也是个辜负，李仲轩老人特
别提到了，要能够举一反三，这样才能真正学会东西。
　　二、 拳与禅　　看这本书，还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触类旁通的感觉。
　　讲的是拳，却讲了很多，比如米芾的书法，诸葛亮的武功，曹雪芹的红楼，易经，儒学，颠倒众
生的戏子，西游记里的白骨精，纷纷来至笔下，扮演角色。
李老的譬喻，让人常常有茅塞顿开的意外之喜。
会觉得知识在我们这里，仅仅是浩如烟海，转身即忘的知识，而在老拳师那里，气贯游虹，万般道理
皆是拳法。
　　而那被唤作拳法的，竟也是禅机佛理。
条条大路皆通罗马。
　　比如说，形意拳，讲究象形取意。
先开始练拳，要找天地辽远的宽阔处来练，取个借景生发广大之心的意头，待到心胸开了，那么任何
弹丸之地，都可以练拳。
心胸已开，不再依仗外部世界。
　　画画的人，有个意思就可以动笔，不用想得太明晰太清楚，如果什么都叫真，脑子会上火，出来
的东西也容易死板。
有意念，顺笔而发，好诗好画都由此来。
　　李老的话，打形意拳，会觉得自己渺小。
高峰坠石，浪遏飞舟——这种天地间的惊人之举，在形意拳中都有。
而真正的拳不是练出来的，是碰到的，冷不丁发现的，意外相逢的，它告诉你，永远天外有天。
这是什么？
仿佛我们写字时生发的灵感，在漫长的暗夜跋涉后，突然脚力深厚，健步如飞，那支笔如有神助，风
驰电掣。
你写出了华章，却生发了卑微。
越美的，越谦逊。
　　又比如说，有人说，练形意拳容易短寿。
却不知道，短寿的，是因为不得法，死于法，一味地硬练，那拳也是双刃剑，练出来了颐养天年，抗
敌杀敌，练偏了无异于迅猛地自杀！
例如站桩，不会站的人站得腰都要断掉，泰山压顶，压倒的是自己。
会站的，叫做“无为的要站出灵感，有为的要站空了自己”！
　　再如象形术的自修，有两个词要懂，一是“不着相”，一是“入了象”。
不着相，就是平常人刹那显真形。
时刻端着个真形架子，一打就倒。
“入了象”，是脑子开悟后，懂得借力打力，不蛮干，不逞血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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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例子如关羽。
他没有赵云的七进七出，也不象张飞大喝长坂坡，却被人尊为武圣，那过五关斩六将，皆是智慧生发
，心机奥妙，省时省力而得来的。
　　还有这本书里一直提到的虎豹雷音。
随着李老学拳的深入，我们也一步步地揭开了虎豹雷音的奥秘。
是对打时发出的怒喝吗？
还是吓唬人的气势？
却都不是。
唐维禄师傅为了给李老说明，领着他来到庙里的一口大钟前，他敲响了钟，然后让李仲轩把手放在钟
上，那钟有颤音传达到手上。
李仲轩不解。
后来尚云祥师傅把一只猫放到仲轩怀中，他再次感受到猫身潜在的颤动，尚师说，这好比功夫要上身
，需要有物来接引，那么猫如虎豹，能发出低沉，不为人觉的“嗯、嚯”声，由声来接引，功夫便潜
移默化到五脏六腑之中。
　　这就是在长功夫了啊。
　　那么，将这样的静中有动，动静相续的拳法放之于四海，你会感到有心意相通的地方吗？
我有，所以我非常震动。
　　三、 讲述的与省略的　　上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电影是省略的艺术。
　　去看一部影片，不仅仅要看它讲述了什么，还要思量琢磨它省略了什么。
　　口述历史呢？
不也是么。
　　能与人言的，是假语村言，真事却要隐掉。
李老在书中唏嘘仅得几声，却在通篇埋下了苍茫伏笔。
他说他小时候听大人讲，失意的人看《聊斋》。
而自己60岁后，《聊斋》不离手。
他自问，难道我成了失意的人吗！
他说，《聊斋》里都是被冤枉的人，心有苦衷，看看，找到共鸣，便缓和了情绪。
书里怪话多，怪话就是真话，怪话多有隐情啊。
　　死与生都契阔，唯独中间道路忽明忽昧，逼仄诘曲。
讲的是劝世的话，留下的却依稀有寥落的长衫背影。
有很多的真相和传奇，都进入不了文字啦，但它们能进入人们的心里，口口相传，千秋万世。
　　而整理此书，与李老有一段因缘的徐皓峰，在文中也有叹词说，李老谈拳的话语，在广阔后学中
，能有人体味，便是李老余音未绝。
皓峰对话李老，真真有功于世。
但凡有一二知己，读出这禅话拳法的血泪，便是对前辈的最好告慰。
　　书中境界，岂能尽述。
罗嗦至此，已是黄昏。
但愿武林不逝。
但愿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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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代武学宗师，为什么竟甘愿做西单商场一个普通的看门人？
而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为什么又突然开口，大公无私地将自己毕生经验和盘托出？
本书讲述您不知道的武林故事，讲述在那个武术被称为国术的时代，中国传统武者的爱恨情仇。
在不经意间，您也许会忽然明白，我们中国人，原来竟也是尚武的！
　　书中有武林事件，有老一辈武者的思维意识，更有区别于西方体育、为我中华所独有的训练体系
。
武术来源于道家文化，但当今往往练武是练武、道学是道学，武术失去了上通道学的途径，此书则把
两者沟通在一起，说出了武术的无限进境。
　　李仲轩先生年轻时，拜入三位形意拳大师门下，后退隐几十年，未曾受过武术表演化和商品化潮
流的侵扰，他所见证的三位大师的生活、功夫造诣，令人窥见了原汁原味的中华武学。
　　李仲轩先生生于书香门第，被唐维禄悉心培养，被尚云祥、薛颠破例收于门下，三位大师看重的
是他的文化素质。
果然，一个甲子过去，人间经过又一个轮回，当三位大师的徒弟一辈人尽数凋零的时候，李仲轩凭借
他的文化素质，给世人留下了三位大师的言行和武学。
　　收李仲轩为徒，是三位大师早有的深意。
老一代拳师多因文化水平所限，即便武功修为很高，却深陷无法表达之苦，李仲轩能留下文章，是中
华武术的一次险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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