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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武术》

内容概要

作为《中华武术传统名拳纵览》丛书的《燕京武术》共分为七章，其中1-4章为理论部分，分别对燕京
的历史、武术文化、武术名家逸事、主要武术拳种等进行了介绍：5-7章则分别对八卦掌、戳脚、三皇
炮捶拳三个有代表性的特色拳种进行了介绍，对其典型套路进行了图文说明。为方便大家的阅读，以
及对这三个拳种有一个概括的认识，我们还拍摄了三个拳种的相关音像材料，供爱好者参考、学习。
燕京武术，由于特殊的地域和人文原因，历史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灿烂，文化内涵博大精深。《燕京
武术》这本书，只能起到引路和初步了解的作用。现在，一些高等院校，正在进行《京武文化》研究
的大课题，他们按照北京市武术界不同的拳种，分门别类，以虔诚的精神，虚心向有实践经验的民间
武术家学习、调研，以科学的态度，深入研究精彩纷呈的燕京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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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武术》

作者简介

周世勤，1941年生于北京，原籍山东烟台。1965年清华大学毕业，航天三院教授，中国武术八段，武
术一级裁判。
    1948年拜著名武术家高瑞周练李式太极拳、五禽拳、五龙通花炮等拳械，从张立堂练八极拳，从清
华大学王志忠练梅花桩、形意拳、长拳等，从韩其昌练梅花桩，后拜王培生练吴式太极拳械和推手，
拜孙剑云练孙式太极拳、形意拳等拳械。曾多次代表清华大学参加北京市高等院校武术比赛，获得形
意拳第一名、剑术第一名、长拳第三名、空手夺匕首和梅花桩对打表演奖等。培养的国内外弟子及女
儿周梦华多人参加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北京市武术比赛获多块金牌。担任北京市武协副秘书长、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孙式太极拳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吴式太极拳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北京李式
太极拳研究会名誉会长，并任北京六合拳研究会、清华大学和河北大学武协顾问等职。多次担任北京
市传统武术和太极拳比赛仲裁委员。1983年被中国武术协会评选为全国优秀武术辅导员，1995-2000年
被北京市体育局评为群众体育工作荣誉奖，2005年被北京市职工体协评为北京市职工体育“健身明星
”。应邀赴韩国教授孙式太极拳，被聘为韩国孙式太极拳研究会名誉会长。著有《精练太极拳剑》等
，发表武术著作多篇，出版了孙式、李式太极拳，李式太极剑，五禽拳等多种光盘。被原国家体委副
主任徐才誉为文武兼备、德艺双馨的武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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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武术》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燕京历史概貌　第一节　北京的先民及文化遗址　　一、周口店的古人类　　二、清水河畔
的“东胡林人”　　三、平谷盆地的上宅文化遗址　　四、军都山旁的雪山文化遗址　第二节　北京
湾里诞生的早期国家和城市　　一、夏时的小附属国　　二、商代蓟城与古燕国的发展　　三、西周
对燕、蓟的分封　　四、燕国的兴起与衰亡　第三节　屏障中原的军事重镇　  一、秦汉及三国两晋
南北朝时期的蓟城  　二、隋唐五代时期的涿郡、幽州  　三、“安史之乱”起范阳（幽州），燕京之
名由此始　第四节　五朝帝都的北京　　一、辽朝的陪都——南京　　二、金朝的中都　　三、元朝
的大都　　四、明朝的北京　　五、清朝的京师第二章　丰厚的燕京武术文化  第一节　燕京武术文
化的历史演变    一、唐以前的地区武术文化    二、作为五朝帝都的京师武术文化    三、辛亥革命时期
北京的武术文化    四、新中国北京武术运动的大发展  第二节　燕京武术文化发展的社会背景    一、古
来民风尚武勇    二、封建政权崇尚军事武艺    三、习武娱乐和秘密结社活动促进了武术的普及    四、
镖局兴盛武艺纯    五、武术社团的兴起促进了武术的社会化  第三节　天桥八大怪中的武术    一、第一
代八大怪中的武术    二、第二代八大怪中的武术    三、第三代八大怪中的武术  第四节　北京花会中的
武术表演    一、开路    二、五虎棍  第五节　北京牛街的尚武活动    一、子弟玩意儿——撂跤    二、行
拳——白猿通背第三章　燕京武术名家逸事  第一节  大刀王五逸事三则    一、大刀王五与谭嗣同的忘
年之交    二、大刀王五与赛蛟龙以武会友    三、大刀王五义解回汉矛盾  第二节　会友镖局逸事三则　 
一、李尧臣创编无极刀  　二、焦朋林发奋习武  　三、会友镖师勇擒黑老宋  第三节　京城镖户四大家
逸事　  一、京北李家——护驾有功  　二、京南高家——大木锤与海盗式  　三、京东邱家——邱家不
怕丘八  　四、京西王家——半山秋色　第四节　“估衣梁”义杀恶奴　第五节　“武术界功臣”张
文广的武术人生    一、学武中央国术馆，扬威奥林匹克运动会    二、编创套路，著书立说    三、授业
解惑教武术，弟子众多传薪火　第六节　武打影视明星李连杰  　一、“小老虎”的习武生涯  　二、
出演炒林寺》一炮走红  　三、“东方虎”的武打影视之路第四章　北京武术拳种概观　第一节　以
转为走的八卦掌  　一、八卦掌的流派  　二、八卦掌的风格与技击特点  　三、八卦掌的练功步骤与方
法  　四、一代宗师董海川　第二节　生生不息的戳脚　第三节　气势勇猛的三皇炮捶　第四节　注
重实战的大成拳　第五节　以柔克刚的太极拳　第六节　其他传统武术流派　第七节　走在全国前列
的竞技武术套路第五章　八卦掌套路举要第六章　三皇炮捶套路举要第七章　戳脚套路举要主要参考
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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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武术》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燕京历史概貌　　第一节　北京的先民及文化遗址　　一、周口店的古人类周口店距北京城
区西南约五十公里，这一带有一些低平小山，地质成分主要是石灰岩。由于石灰岩易被水溶解，经过
千百年的溶蚀，这些小山中逐渐发育成许多溶洞和裂缝，其中一座叫龙骨山的小丘上就有五个大小不
一的洞穴。正是在这些洞穴中，考古人员、人类学家发现了古人类的化石。　 （一）北京人　20世
纪20年代，在周口店龙骨山东北坡最大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了原始人类的牙齿和骸骨化石。这种原始人
类就是著名的“北京猿人”，在人类学上正式名称为“北京直立人”，俗称“北京人”。1929年12月2
日傍晚，在我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的主持下，在猿人洞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北
京人化石的发现是震动世界的一件大事，可惜北京猿人最初的头盖骨化石在抗日战争期间丢失了，至
今下落不明）。此后，又不断有新的发现。最后，在“北京人遗址”的整个发掘过程中，共发现了属
于四十多个不同年龄、性别的猿人化石。1989年，科学家采用先进的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北京人
”化石年代距今有57.8万年（旧石器时代初期）（《北京日报》1989年10月21日报道）。从复原后的面
貌来看，这些“北京人”还保留有近似猿的特征（如眉骨粗壮，而且向前凸出），但手足已经分工，
且上肢进化较快，这无疑是长期劳动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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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武术》

精彩短评

1、对了解本地民风民情很有帮助
2、促销价时所买，全是大而泛之介绍，还有几个代表拳种，光碟也只有一两种拳演示。
3、多了解一些武林故事
4、名家名拳值得购买
5、这套丛书很有特色，值得拥有。
6、这本书是系列图书其中一本，主要是梳理了北京地区的武术/或者讲武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流
传较广的拳法的发展脉络，整体思路很清晰。里面提到了关于镖局、天桥儿艺人以及什刹海和北京武
术发展的关系。让我心心念念的想去把镖局的旧址都走一遍，想再到老天桥儿去转一圈，想去什刹海
沿着河边儿溜达一趟。过去的武林，现在的繁复世界。我从来没有断过要当一个大侠的梦。两仪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太极拳一起一落，沉淀了几百年的历史。再难也要做。
7、支持正版图书，当当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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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武术》

精彩书评

1、这本书是系列图书其中一本，主要是梳理了北京地区的武术/或者讲武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流
传较广的拳法的发展脉络，整体思路很清晰。里面提到了关于镖局、天桥儿艺人以及什刹海和北京武
术发展的关系。让我心心念念的想去把镖局的旧址都走一遍，想再到老天桥儿去转一圈，想去什刹海
沿着河边儿溜达一趟。过去的武林，现在的繁复世界。我从来没有断过要当一个大侠的梦。两仪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太极拳一起一落，沉淀了几百年的历史。再难也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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