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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沟村口是一所占地30000平
方米的学校——王战军太极拳学校。
11岁的男孩王子华当天在门口接待并
引导参观者，他已经在这里学拳好多
年，也参加过不少比赛。据他讲，学校
已经出了数百个全国武术冠军，各种金
牌就得了20000多枚。

这些在这里全日制上学的孩子，学
武也学文，学校里宣传栏挂着文化课各
科教师的简介，学校操场，有学员在拿
着刀枪训练，还有一组孩子在和着音乐
跳起融合了太极元素的“骑马舞”，这是
他们元旦晚会打算表演的节目。

空旷的小树林里，聂孝海在有板有
眼地打拳，他是从新乡过来的，因为近
年来身体不好，特意来学太极拳健身。
他说，村里教学的特别多，林林总总有
四五十家。名气最大的，是陈正雷,陈
小旺,王西安和朱天才这太极拳“四大

金刚”，还有新生代的小“八大天王”。
此外，还有陈小星、陈炳、陈照森这些名
师。在陈家沟，大的学校有四家，此外，
还有不少的家庭拳馆，吃住都在师傅
家。来学拳的，大都是学员介绍学员，
也有看了一大圈，然后看哪家人多就觉
得哪家教得好报名的。他选这家，“一
是王战军就是‘四大金刚’之一王西安
的儿子，二是这家比较‘能打’，太极老
桩也教得地道。”

据路边的店主讲，陈家沟如今名气
挺大，有很多年轻人来学拳，“将来可以
出去教拳，陈家沟藏龙卧虎，一年在外
面教拳能挣个几十万的不在少数。”

陈家沟村新任党支部书记陈冲告
诉记者，陈家沟村民三千多人,几乎家
家户户练拳。季时，家家拳馆几乎都是
住满员。陈家沟最有名气的“四大金
刚”，都早已做到了弟子遍天下。

北京时间2020年12月17日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我国申报的“太极拳”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
为我国第41个、河南省唯一一个地域鲜明的世界“非遗”代表作。彼时的陈家沟，灯火通明，迅速陷入一片狂欢的海洋。太极拳从诞生到成为人类

“非遗”，中间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又经历了怎样绵延曲折的历程？2020年12月25日，记者来到陈家沟，寻找陈家沟的故事，感受申遗成功后
陈家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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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申遗成功前后：

陈家沟陈氏太极拳“400年简史”

陈家沟位于焦作温县城东，原名常阳村。明朝洪武年间，山西泽州
人陈卜迁到这里，陈氏人丁渐多，占据了村里的绝大多数。而村里又有
一条南北走向的深沟，因此改名叫了“陈家沟”。

据温县政协副主席严双军介绍，近400年前，“闷来时造拳，忙来
时耕田”的陈王廷，以易理和《黄庭经》所蕴含的养生哲理为指导，以家
传108式长拳为基础，创立了新的拳种太极拳。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朱耒刚 见习记者 王琳/文图

说到太极拳，不能不提陈氏
太极拳名人堂名人、陈家沟的老
支书张蔚珍。记者来到张蔚珍家
时，他已经被村里在外面教拳的
人邀请去南方“看拳”。

张蔚珍老人的爱人讲，太极拳
的传承也经历了艰难时刻。1941
年，陈家沟遭蝗灾，饿死了很多人，
陈氏太极拳也中断了；1958年，陈
氏太极拳第十代传人陈照丕退休
回乡，在家中免费授拳。

“文革”时期，太极拳被作为
“四旧”，打拳人被当作“小团体”
“宗派组织”受到批斗。陈照丕屡
挨批斗，不敢教拳，张蔚珍告诉他：
太极拳是好东西，能健身又能防
身，武术不分阶级，为啥不能教？
你好好教拳，出问题了我负责！

为了教拳，陈照丕把太极拳编
成语录拳，一边练一边唱。“红军不
怕远征难”是太极拳起势，“万水千
山只等闲”是金刚捣碓……在毛主
席语录的庇护下，人们又开始练
拳。

张蔚珍还向老人推荐了陈小
旺、陈正雷、王西安和朱天才4个
人。陈小旺和陈正雷是陈照丕的
侄子，王西安是民兵连长，朱天才
是民办教师。在张蔚珍看来，这
4人悟性好，肯下劲，水平高。这
四个人，正是后来的太极拳“四大
金刚”。

1969年，人民日报刊登一条
毛主席语录：“凡是能做到的，都
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

爬山、游泳，打太极拳及各种各样
的体育运动。”陈照丕才得以又明
正言顺地公开教拳。后来，陈氏
太极拳才得以发扬光大。

陈家沟太极拳学校总教练陈
自强对记者表示，太极拳不应该
是模式化的教学，而是言传身教，
身体力行。太极拳招熟、懂劲、神
明，听起来容易，每一个进度都是
几何式放大难度，穷其一生而难
研究透，现在社会上有一些太极
拳不好的说法，不能打的名声，与
一些所谓“大师”的表演有关。

陈自强说，太极也有自己的
物理原理，现代科学告诉我们，那
些背离认知的事根本不可能，若
是任由这种“审丑”继续扩大影响
力，太极拳，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武
术都可能遭受极大非议。

据了解，除了一些“大师”，还
有一些在民间“野蛮生长”的太极
拳门派，为了排除这些“小门小
派”的干扰，《世界太极拳蓝皮书：
太极拳发展报告（2019）》将太极
拳流派主要划分为传统五大流派
和获批国家非遗的流派，组成八
大流派，具体是陈氏太极拳、杨氏
太极拳、武氏太极拳、吴氏太极
拳、孙氏太极拳、李氏太极拳、和
氏太极拳和王其和太极拳。

而今，全国第一所太极拳专
业高等院校——河南太极拳学院
项目已在温县开工，填补了国内
太极拳武术全日制本科院校空
白。

陈氏太极拳差点“中断”，历经坎坷得以发扬光大

太极拳申遗成功之后，十堰
旅游委随即在自己的“澎湃号”发
布消息称，作为道教的起源地，武
当山在各种武侠小说和影视作品
中几乎成为太极拳的朝圣之地。
太极张三丰更是声名远扬，被尊
为太极拳的开山祖师。并称，近
年来，随着史料和古拳谱的问世，
更加确定张三丰是太极拳的创造
者。

早在2014年 7月 16日，文
化部公布的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项目推荐名录中，
福建（邵武）的张三丰太极拳就曾
申遗，当年12月3日文化部官网
公布非遗项目名单，张三丰太极
拳落选。

严双军也遇到了郁闷的事，
庆典完毕，就有人对他大放厥词，
罔顾事实，挑起太极拳起源地之
争。

在他看来，太极拳发源地是
个热门而又敏感的话题，但客观
讲，陈家沟陈氏太极拳的历史传

承留下了清晰的脉络。
这次申遗成功，陈家沟同样

出力最多，正因为陈家沟翔实的
资料，无可争辩的地位，才使我国
单独申报“太极拳”申遗成功。避
免了韩国、日本等国对太极拳这
一中华瑰宝的觊觎。

2007年8月21日，国家体育
总局副局长冯建中，国际武术联合
会副主席、美国武术联合会主席吴
廷贵，国家武术管理中心党委书记
何青龙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上万
名太极拳爱好者来到陈家沟，见证
了授牌河南温县陈家沟为“中国太
极拳发源地”的仪式，金黄色的牌
匾被挂进陈家沟的祖祠。

此前，文化部及相关部门已
将“中国武术太极拳文化发源地”
和“中国太极拳文化研究基地”等
牌挂在了陈家沟。

太极拳文化研究者毛永胜曾
写道，“一部陈家沟史，半部太极
拳史”。 而张三丰会武功，没有
任何明确的历史记载。

太极拳申遗成功后，又有不少人跳出来蹭热度

陈家沟村口青砖黑石板垒就的门
楼上，是烫金的大字“陈家沟”。旁边的
墙上，满是与太极有关的手绘画，“上至
哼哼，下至能能，大人小孩，都会扑腾”，
这些不只写在墙上，路人提醒记者，这
个村里，几乎家家都会两手，“你看到的
扫地的，说不定都是个高手。”

记者在采访时，四个浙江的太极拳
爱好者刚刚从“天才太极院”出来，他们
结束了自己的一期训练，拎着自己的太
极刀正准备返乡。太极拳以前传内不
传外，到第六代才传给了杨氏太极拳创
始人杨露禅，再衍生出武、和、吴、孙等
派别。在陈家沟太极拳祖祠内,也立有
杨、吴、和、武、孙五家的纪念碑,以示认
祖归宗。

很多外国人也在村里学拳，一个叫
达丽亚的女学生，一半时间在陈家沟学

院，一半时间去自己国外的拳馆教拳。
非洲的学员也不少，有个学员因为喜欢
太极拳而爱上了中国，他给自己起了名
字，叫陈大黑。

村里人介绍，曾经有一个企业家来
练拳,给师傅送来了一百斤茅台酒,这
也让很多人羡慕不已。

1954年年初，在澳门举行过一场
香港太极门与白鹤门的较量。比赛只
进行了5分钟就被叫停，结果被裁定为

“不胜、不和、不负”。打是没打出胜负，
两位在场记者却获得灵感，一位写下了
自己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
另一位写出了《书剑恩仇录》，也就是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系
列武侠巨著的开篇。

两人的笔名，一个是梁羽生，另一
个是金庸。

“上至哼哼，下至能能，大人小孩，都会扑腾”

“外村的都想来学拳，讨个好营生”

陈家沟村里与太极有关的手绘画

寻找陈家沟的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