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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武学研究》

前言

孙氏武学问世以来，至今已跨越两个世纪，一直为武术界同人所尊崇、赞颂，享誉海内外。近一二十
年来，童旭东先生重点研究孙氏武学，为此做出极大的努力，寻访、广收资料、深钻、细研、思考、
探索等，均尽其所能而为之。功夫不负有心人，童先生编写的《孙氏武学研究》即将公之于众。如此
不吝和盘托出其多年苦研，作品实属难得，赞之、贵之。阅读之后，自感值得一读，其文内容丰富，
资料翔实，将孙氏武学思想理论、技术体系梳理有序，赋予新理念，便于今后从学者交流共研，为继
续普及、推广、发扬光大孙氏武学增添了新的动力。本书的内容侧重于人物、史实、武学原理和技术
原则，对于具体的练拳方法和体会涉及不多，有关具体练拳方法和体会将是我下一部书的重点内容，
目前已经开始着手。本书在出版过程中曾多次修改，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如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博士
于均刚先生、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武冬先生、台湾中国武术史研究专家周剑南先生、“中华武林百杰
”吴江平先生、中国书籍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刘伟见先生、本书责编毕磊先生以及孙婉容师姐、孙宝亨
师兄、白普山师兄、刘树春师兄、雷世泰先生、张大辉师弟、李斌先生等都对本书的出版提出了建设
性的意见。此外，我公司的高斌女士也为本书的文字整理做了很多工作。我的妻子吴华女士长期支持
我从事这项事业，付出了很多辛劳。在本书出版之际，我向他们一并致谢。

Page 2



《孙氏武学研究》

内容概要

《孙氏武学研究》上卷以“孙禄堂先生传”为首篇，以“五百年来中国武学发展历程及主要代表人物
”为终篇，由此可以清楚地呈现孙氏武学在近500年来武学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下卷是以“孙禄堂先
生五大武学贡献”为首篇，以“孙氏三拳练什么及其特点”为终篇，阐发孙氏武学对技击运动乃至对
整个人类文化的独特贡献。其中研究武术运动的几个基本理论包含笔者20多年前对科学哲学的思考，
而有关孙氏武学的基本技术特点与要求，则是笔者在收集前辈心得的基础上也融进了笔者自己的体会
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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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武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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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武学研究》

章节摘录

第五章　孙禄堂先生武功轶事摘录孙禄堂先生武功绝伦，技击造诣登峰造极，空占绝今，比武轶事极
多。孙禄堂先生　与当时几乎所有的高手都有过交流，未尝一负，未遇其匹。鉴于所战胜者多为名家
，涉及　的事迹不便披露。本章摘录若干事例，尽量不涉及具体姓名，仅反映孙禄堂先生的部分武　
学造诣，以备研究。一、《北派国术家掌故》“孙禄堂”光绪时，有蒲阳孙氏禄堂，以拳勇独步一时
，举世无敌。其所精之艺为形意拳、八　卦拳、太极拳皆内家绝学，禄堂更旁参外家各派，融会贯通
，纯以神行，集有清一代拳技　之大成。江湖人称“天下第一手”。时有宫廷侍卫“鼻子李”者闻其
名，欲约以公赛。知　者多劝李日，孙玲珑透体，鬼神难测，不可公赛。李遂私访，时孙随肃王游，
知李大名，　待李甚殷勤，谦逊如无所能。李疑为浪图虚名辈，再三邀赛，孙乃从之。二人对立，旁
者　喊号，号声方出，李尚定睛未动，已然跌出，时孙早立于李之身后。观者皆未见孙何时动　作，
疑为神乎。李羞去，深悔此行。（摘自1 930年《北派国术家拳故》)二、胡俭珍编辑孙禄堂先生轶事
（一）禄堂先生漫游各省后复归保定从商，谋什一之利，得资以奉母。其时保定摔跤之风大盛，摔跤
者多傲然自得，轻视一切。每每无故肇事。一般技击家为避免麻烦计，从无久寓该地者。而先生竟久
寓之，遂遭摔跤者之嫉，群谋惩之。一日先生赴茶肆品茗，方入门，迎面有一壮汉用双风贯耳手法，
向先生两太阳穴猛击，身后另有一入施展摔跤惯技扫趟腿，来势如急风暴雨，猛不可挡。两旁茶客无
不失色，先生竟于从容不迫之间，用手指点壮汉之腕，同时起腿微蹬，前后二人应声跌出丈余，并殃
及其他茗客。其用扫趟腿者骇然倒地，惫不能兴矣。至此先生始徐徐目：“何恶作剧如是耶？”斯时
尚有同党预伏四旁者二十余人，均惊骇不止，叩地求恕。先生曰：“诸君请起，彼此好友不可如此。
”言毕举步就座。因当蹬腿时系用内功之力，故鞋底已脱，乃授资茶役购新鞋一双。仍与彼等谈笑尽
欢而散。此事传出后，闻名访拜者日众，先生苦之，遂弃商返里，研究天文、奇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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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武学研究》

后记

本书的内容侧重于人物、史实、武学原理和技术原则，对于具体的练拳方法和体会涉及不多，有关具
体练拳方法和体会将是我下一部书的重点内容，目前已经开始着手。本书在出版过程中曾多次修改，
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如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博士于均刚先生、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武冬先生、台湾中
国武术史研究专家周剑南先生、“中华武林百杰”吴江平先生、中国书籍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刘伟见先
生、本书责编毕磊先生以及孙婉容师姐、孙宝亨师兄、白普山师兄、刘树春师兄、雷世泰先生、张大
辉师弟、李斌先生等都对本书的出版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此外，我公司的高斌女士也为本书的文字
整理做了很多工作。我的妻子吴华女士长期支持我从事这项事业，付出了很多辛劳。在本书出版之际
，我向他们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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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武学研究》

编辑推荐

孙氏武学问世以来，至今已跨越两个世纪，一直为武术界同人所尊祟、赞颂，事誉海内外。《孙氏武
学研究》将孙氏武学思想理论、技术体系梳理有序，赋予新理念，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便于从学者
交流共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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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武学研究》

精彩短评

1、对于追求太极拳至高境界者而言，价值很高；对于探索武学至高境界者而言，价值很高；对于探
索由拳入道、拳禅合一、拳即是道者而言，价值很高。
2、真想练武的，找个老师踏踏实实跟着学吧。想看小说的，另当别论。
3、书的参考价值比较大
4、孙氏武学研究
5、还不错，但有点夸大孙氏武功，在孙氏的武术成就上有神秘化得倾向，不够客观。但也可以理解
，作者毕竟是孙氏的传人，当然要为自己的门派说好话，这是中国武术界的通病。我认为若想要把我
国的武术发扬广大，必须克服门派观念，实事求是，去除一些夸大其词的传说，减少神秘感，还原真
实面目，让武术回归到科学的轨道上来。作者虽然在史料上做了一些考证，但结论没有做到客观、真
实、可信。作者... 阅读更多
6、历史内容多过武学研究.道听途说的东西一大堆.真正有关孙氏武学的内容只有最后一小部分.
7、书中写了很多前辈练功的事迹和诀窍。是一本难得的好书。美中不足是，如果能分成上下册就更
好了。因为一本书比较重，躺在床上看不方便。
8、读书如品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茶，而且也没有那个必要。妖言惑众、混淆视听者大有人在，童
先生叙述的事实，口气反倒太过客气了。从学术上来说，口述史也具有极其重大的参考价值，尤其对
于长期混乱的武术史而言，更是如此。童先生引用的材料，肯定是刺激了某些存在相关利益冲突的人
士的敏感神经，于是给童先生带上了一个大大的帽子“造神”，使得孙氏武学也被此种人弄得神秘玄
虚，然后等而下之，降到他们自己能理解的那个层次，再大肆诋毁与污蔑，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些人一边偷窃着孙氏武学的精华，一边又在骂孙氏武学，吃里爬外这个词恐怕很适用于他。童先
生的书并不适合所有人，读不懂很正常，无甚收获也很正常，因为世界真的还没进步到那个地步。
9、很好。很好的一部书。
10、当小说看吧。我是挺喜欢看轶事的，适合我。不过我也想从这本书中找到练拳的理路，可惜没有
！
11、孙氏武学的必读之书
12、武侠小说般引人入胜，史料丰富！难得的好书，与《逝去的武林》有的一比！孙禄堂真乃盖世奇
才，五百年出一个！关于孙夫子的轶事让人神往之！内容翔实，把禄堂公的形象描述的栩栩如生！武
圣孙禄堂！... 阅读更多
13、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有几人能承
担得起这么好的精神遗产呢？
14、这本书对孙禄堂一生介绍的很详细，里面的很多故事讲得非常精彩。想了解孙氏武学的人应该一
读，并且书的质量很好。
15、很好很满意，值得收藏
16、研究
17、万法出三体，知拍应无敌。老先生高山仰止，真绝艺最难传续。玄处慢悟，先六合吧 ~
18、太坑爹了，感觉白花了钱。
19、有介绍太极的，也有孙氏的情况，相了解就选这本吧
20、这是研究孙氏武学的经典著作，内容系统全面，史料丰富详实，述事引人入胜，阐理深刻精到。
对孙氏武学的理论还作了详细无私的总结研究。如按其中指导练拳的理论，实力作去，定有收获。难
得的好书，是研究孙氏武学甚至研究中国武学的一部好书。我在别的店买了一部，后来又在本店再买
了一部以作收藏，可惜不知何故封底被划得花花的，遗憾了，难道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原因？
21、看到书，只知道书好大啊，还没看就很因为这喜欢它了
22、有不少有趣的东西，很喜欢读里面的故事和记述的前辈言论，也有不少看不下去的无趣的东西。
是16开大本的书，买时看图片还以为是那种小本呢，也很厚的。书页挺白，字号稍微大一些吧，排版
没什么创意，也有不少图片，从前报纸什么的影印图片，书的味道稍微有一点儿，但不是我喜欢的味
道。
23、对理解孙氏武学的确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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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武学研究》

精彩书评

1、可能有人对童先生很不以为然，但我看过童先生的一篇技术文章还是很有见地的。孙禄堂先生的
功夫我相信是可以独步当时的，一个那么谦虚好学的人，又有那么好的机缘得到那么多行医前辈的指
点，不厉害才怪!我不是孙门的人，我是山西车式的爱好者，只求客观，大家可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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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武学研究》

章节试读

1、《孙氏武学研究》的笔记-第36页

        民國八九年間，祿堂先生在京。先為徐世昌之侍衛，後升承宣官。時有日本著名柔術家板垣者，
來遊中國，恃其柔術與華人鬥，所向無敵⋯⋯即訪孫，請一較身手⋯⋯孫力辭不獲，乃允之，並依板
垣所提出之比賽方法，於客廳中設一地毯，二人並臥其上，板垣以雙腿夾住孫之雙腿，兩手攀抱孫之
左臂，曰：余將使用柔術，只需兩手一搓，汝左臂將斷。孫笑答曰：請汝一試可也，余意制之亦非難
事。

這⋯⋯⋯⋯⋯⋯好變態的比武啊⋯⋯這是比武嗎？這是吃豆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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