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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地处浙闽交界，崇武之风，自古较盛。纵观苍南

武术发展史，则宋、明至民国为鼎盛期。在宋代，苍南考取

武科进士名冠温州；明至民国，苍南武术或用于军事，或参

与社会活动，或扎根民间，形成全民性习武热潮，影响至深，

全国罕见。苍南武术已是苍南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成为苍南人身上抹不去的文化基因。

查阅历代《平阳县志》、1997 年版《苍南县志》、2017 年

版《温州南拳简志》等史料，发现在宋代尤其是南宋，苍南是

全国盛产武状元与武进士的县域，数量之多，令人刮目相

看。苍南历史上首位武状元，为南宋绍兴八年（1138）考中

武状元的陈鳌。他是今金乡镇坊下村人，授东南第八将。

绍兴十二年（1142），陈鳌之胞弟陈鹗考中武状元，授东南第

十将。他们的父亲陈文，原为韩世忠部将，曾告诫他们兄弟

俩：“世治尚文，世乱尚武，建功报国，正此时也。”陈家一门

三武将，实为罕见，颇为壮观。自绍兴八年（1138）至咸淳七

年（1271）共计 133 年间，苍南县共出现了陈鳌、陈鹗、黄裒

然、林管、项桂发、章梦飞、林时中等七位武状元，还有武榜

眼戴应发、武探花孔元圭等。百年间，苍南县每隔十多年就

出现一位武科鼎甲，实乃全国罕见。宋代温州籍武状元共

计 18 位，其中，苍南 7 位、平阳 6 位、永嘉 2 位、泰顺 1 位、瓯

海1位、鹿城1位。从这组数据来看，苍南名列第一，其次为

平阳，而苍南与平阳合计 13 位，等于说老平阳差不多包揽

了宋代温州武科鼎甲。从史料中进一步发现：苍南县武科

进士共计160人，其中，宋代武进士145人，武料补遗12人；

明代武进士1人；清代武进士2人。

考取武科功名者，有不少是文武双科进士，文武兼备，

文韬武略。还有一种现象是很值得关注与研究的，那就是

“家族式”“地域性”很突出，主要体现在：一是从武状元籍

贯来看，主要来自古时的金舟乡、林坳、百丈、松山等地；二

是从进士等籍贯来看，今苍南江南片所占比例较大，以龙金

线以东为主要区域；三是同属一个村庄的不少，如金乡坊

下、戴家堡、郑楼，钱库项桥、倪处等村数量较多；四是从

姓氏或家族来看，主要集中在陈、林、郑、戴、项、章、黄等

家族。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应该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

是宋太祖赵匡胤发动兵变，建立了大宋王朝，推行“文武并

蓄”的人才发展战略；而南宋因战事不断，需要大量武术人

才效命国家，故延续了北宋人才发展政策，多渠道挖掘武科

人才，使广大平民出身的武术人才得以考取功名，而苍南离

南宋政治中心较近。二是苍南地处浙闽交界，史称“两浙咽

喉，八闽唇齿”，历来的战事不断，奠定了崇武风尚的社会地

理环境。三是入苍的闽人，受南北少林武术影响较深，迁居

新环境，为自身安全需要考虑，武力成为其依赖与保障的首

选。四是考中武科功名者的榜样作用，并在他们帮助提携

下，带动了家族与一定区域内人们，见贤思齐，大大促进与

提高了考取率。

苍南武术人才在宋代抗金与南宋末年的抗元等关系民

族存亡中，叱咤风云，披荆斩棘，为国效力，屡立战功。自宋

后，明、清两朝虽有考取武科功名者，但数量上已大不如宋

代。出现此情况，定有其因，我想无非是：自元至清代，统治

集团为稳定其统治地位，有意压制武术发展，而随着枪支炮

弹出现，军事依靠武器，武术对军事的作用在不同程度上削

弱。从地方志与各地家谱等史料来看，清代苍南有出现一

定数量的武生员，如清乾隆年间武生员李商铭、道光年间武

生员陈志潮、同治年间武生员陈步青与陈敬厅等等，举不胜

数，暂无法完整统计。进入民国，苍南武术人士有考取功名

或任公职者：如考取杭州国学馆并任国术馆馆长的陈萃涛，

任浙江保安处国术教官兼平阳保卫团督察员与孙传芳部队

教营的刘震扬，任平阳县国术馆馆长的陈承庚，任南京雨花

台武术教官与江南自卫队队长的林昭晃等等。武术人才在

不同时代，为国家与民族，为社稷苍生作出自己贡献，不管

功名大小，都曾为苍南历史留下奋斗的痕迹。

隋唐的佛教在苍南县盛行，那时苍南建有护法院、宝庆

禅院等较为著名寺院，至宋代所建的道观，均处于远离集

市，人烟稀少的高山峻岭地带。山地森林茂盛，猛兽常常出

入，又逢战乱岁月，僧人与道士似乎必须拥有一些看家本

领，才得以安全传道，有效保护自身与寺庙的安全。游民出

身的朱元璋，对民间习武传统比较提防，故在明朝初期，武

术受到一定压制。但明朝中期及之后，由于倭寇之患，迫在

眉睫，苍南武术又引来一次大发展的机遇。苍南作为沿海

抗倭前沿阵地，设有卫、所等军事单位，戚继光等武技在军

中传承，好多武术人士服务于军事。如当年金乡卫有指挥

使六员；指挥同知六员；指挥佥事六员；镇抚三员；经历一

员；知事一员。清有左营游击一员；守备二员；把总四员。

上述还不包括驻军士兵们，他们均是具有一定武技的人。

在抗倭整个过程中，苍南好多武术高手不同程度参与其中，

为沿海抗倭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倭寇攻城略地，杀人放

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好多武功高强者，为民除害，涌现

出明朝陈寅、清代应正春、宋经邦、顾群佐、陈武英、陈志景

等抗倭英雄。而平民出生的陈志景，在抗倭与抓海盗中表

现突出，被清廷授予“五品军功”。

在清代，汉人反清思潮未减，好多武林高手参与了一些

组织活动。在老平阳，旨在反抗暴政的武术人士，成立了金

钱会，民间称之“金钱反”。清咸丰十一年（1861），金钱会在

拳师赵起等带领下，以武术人士为主力，队伍一度发展至数

千人，影响至永嘉、青田、泰顺、福鼎等地。苍南武术人士参

与金钱会，起带头作用的有李南琴、陈成开与陈正强父子等

等。也有好多武功高强者，参加了反抗黑暗统治，跟统治阶

级做最坚决的斗争。民国拳师林瑞龙以创建“七宝童”拳法

为掩护，一生坚持从事革命活动，报效社会，献出了年仅三

十三周岁的年轻生命。其徒孙董仁涨，因不堪忍受欺凌，学

习“七宝童”拳法，组织了轰动浙闽交界一带的“大刀会”。

“大刀会”虽具有历史局限性，但得到了底层百姓的支持拥

护，惊动了统治阶层，在社会上影响力极大。

自清至民国，好多社会知名乡绅亦是武师，他们亦文亦

武，为创建稳定和谐社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如王理孚、

汤国琛、陈承榔等等。很多武术人士选择在民间传承，以此

为终身职业，民间称其为“师傅”，杰出者被称之“名师”。在

苍南民间，常常发生宗族械斗等极端群殴事件，民间武师在

调解、压制械斗等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清末金乡坊下与大

桥头宗族械斗一触即发，是棒师陈志着出面才得以息战；清

末民国间，陈维厅拆贼窝、决堤排水体现武者大义；民国期

间，江南陈林矛盾激化，棒法名师陈敬定与陈绍景以生命为

代价，平息了“宗族激战”；攻柔名师李悌盛出手，李氏族人

免遭侵犯，保护了家园平安；棒法名师董怀健父子出面制

止，平息了因扫墓而发生的群殴。苍南民间大小纠纷冲突，

无不有武师作出默默的贡献：但凡民俗中的龙舟出港、演戏

和各种纠纷，是武师参与平衡了各方力量，减少不必要的肢

体冲突……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无不体现民间武师在维

护社会秩序上所发挥的作用。好多民间武师为弱者打抱不

平，主持公道，弱势群体因此免遭侵犯。武术在民间广泛传

承，除起到上述功能外，对民众的强身健体、提高劳作效率

等方面也起到不可估量的功效。诚然，因习武者良莠不齐，

不讲武德者比比皆是，以武欺人不在少数，曾几何时武术成

了社会危害源之一。武术的单极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形成

了“拳头见输赢”的社会化一般理念。至今，在苍南老一辈

脑海中，“门头官司定输赢”的思想很是根深蒂固，这不能不

说是对社会发展有弊端性的一面。一般情况是：真正习武

者，还是较自觉遵守武德，不惹人不惹事，保持一颗谦卑心，

给人的印象总是沉稳、低调。善于惹事者基本上是学而不

精，民间所说的“半桶水”之流。

宋初吴越节度使林倪，弃官归隐荪湖（今属望里镇），以

武传授乡民，开启了苍南传武先风。武术在民间传承，历史

悠久，但因民间武术历史缺乏文字记载，年代久远者，基本上

已失传或难以考证，但发生于近代以来的一些武术历史，其

资料尚可整理还原。生于明天启五年（1625）的蔡友礼，从泉

州少林寺武僧学得拳法，除在苍南当地传教外，还传承至台

湾、福建，人称该法为“东山下法”。生于清雍正癸丑年

（1733）的吴士颜，回原籍福建永春府学得苏光著等人棒法，

回苍南一带传教，该棒法被时人称之“老渊棒法”。该棒法于

道光十一年（1831）传入望里浃底园，经浃底园传承发展至温

州各地，出现了几十位在民间享有影响力的棍棒名师，起传

承关键作用者有陈正鳌、陈正答、陈志逆、陈志焕、陈志着、

陈朝缘、陈敬定、陈敬卿、陈绍宽、陈维厅、张成巧等棒师。

清乾隆年间，金乡出现了刚柔拳法，又出现了攻柔拳法

等等，而以金乡前半垟的攻柔拳法较为出名，出了陈张坤、

陈承庚等名师。生于清道光十年（1830）的李南琴，自苍南

南港阿创师傅习得衣钵，参加金钱会失败后，专心传授攻柔

拳法于民间，经其子李守汉发扬光大，在苍南县江南垟成为

重要的拳法门派。约生于咸丰十年（1860）的拳法名师倪树

郎，传刚柔拳法于金乡陈翔银，发展成一大门派。生于清同

治五年（1866）的势车棍棒法名师李世接，把棍棒法传入苍

南北岙后，经李法厅等名师潜心传授，再传至苍南、温州、杭

州等地，在武术界享有一定影响力。清末期间，苍南蒲门馒

头山五支拳法，传于江南垟半浃连等地。生于清光绪二十

七年（1901）拳师林瑞龙，创“七宝童”拳法，其拳法直接追溯

至宋初吴越节度使林倪所创的“五基拳法”。该拳法在民间

传承，至民国期间传入望里北岙后，经李悌恒与李法魏父子

传承，为苍南拳法一大门派。金乡余家棒法,清末出了余国

壕等棒法名师。儒桥头拳棒法名师众多，在江南垟名气较

大，传授范围较广……苍南境内武术门派繁多，数不胜数，

曾出现“村村设武坛，男壮皆习武”的全民性习武大局面。

武术经漫长历史发展与演变，出现一派多门，一门多

师，一师多法的格局，但千变不离其宗，所谓长江黄河总归

同源。从各地收集资料来看，苍南武术以拳法与棍棒法为

主。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民间武术改变之前传承方

式，有些地方创办了武术学校，也有少数民间武师还在传

承，但已无法再现之前全民学武热潮。进入二十一世纪，

“重文轻武”现象较为普遍，民间武术传承几近绝迹，但随着

武术申遗与非遗项目进校园，各地武术类协会的相继成立，

武术又为部分健身者所亲睐。此文虽能反映苍南武术历史

之大体，但不足以反映其全貌，难免以偏概全，挂一漏万。

从武状元到民间武师

苍南武术群星荟萃名震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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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童谣

考取功名 独占鳌头

苍南县武科鼎甲名表

望牛崽啰，逍活多，

哪个石鼓②冇去坐，

牛婗哦，逃去冇地锦④，

牛仔⑤逃去反人禾⑥。

望牛崽啰，逍活仙⑦，

哪个石鼓冇太见，

牛婗哦，逃去冇地锦，

牛仔逃去叫皇天。

【注解】
①望牛崽：放牛的小孩。

②石鼓：大石头。

③牛婗：母牛。

④冇地锦：没大事。

⑤牛仔：小牛仔。

⑥反人禾：吃掉、毁掉他人的

禾稻。

⑦逍活仙：逍遥、快活似神仙。

【童谣背景】
这首童谣在苍南县矾山镇昌

禅社区中岙村流

记录人：兰成美（男，1972.5）苍

南县图书馆

望牛崽①（畲语）

贡献社会 中坚力量

扎根民间 全民学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