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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抗倭大本营观海卫流传有左手棍、金锁拳、栲子拳

少林功夫流落江南五百年？
少林寺回应：从习练和进攻特点上看基本一致，但还有待验证

在古代，位于海边的观海卫一直是兵家
必争之地。目前，境内还保存着大量的古时
军备设施，其中，明朝戚继光抗倭留下的遗址
影响最大。

或许是古代战乱不断的原因，观海卫民间
自古就有尚武之风，而左手棍、金锁拳、栲子
拳在当地影响更加深远。关于这三种武术起
源于明朝抗倭大将戚继光的军营，历史上没
有争议，在民间还流传着许多有关这三种武

术在抗击倭寇中大显身手的传说。
据史料记载，戚继光经过与倭寇几次战

斗，深感明军缺乏训练，临阵畏缩。他决心整
饬军备，训练士兵，在金华、义乌等地招募了
3000多名新兵，在观海卫等地设武场操练新
兵。此后，战事吃紧，戚继光又从福建调来一
批老兵，增加抗倭力量。由少林僧兵传授的左
手棍、金锁拳、栲子拳一度成为当时戚家军抗
倭的必杀技。在与倭寇面对面的交锋中，曾创

下了一名械棍高手手刃十多名倭寇的纪录。
郑国军是当地一名武术爱好者，据他介

绍，抗倭的胜利后，有些老兵因为种种原因留
在了观海卫，娶妻生子，于是左手棍、金锁拳、
栲子拳就流传到了民间。在观海卫还流传着
许多这些武师除暴安良的故事。

用郑国军的话说，观海卫的左手棍、金锁
拳、栲子拳这三种武术，招数都很霸道，攻击
性极强，出手就要伤人。

近两年来，当地人王国灿和郑国军联合
十多名志愿者开始挖掘整理观海卫民间流传
已经 500多年的武术套路。观海卫武术以左
手棍、金锁拳、栲子拳套路为主，具有很重要
的地位，但现在会这种武术套路的人已经不
多了，尤其是栲子拳濒临失传。

左手棍、金锁拳、栲子拳传承很保守，当
地有一种说法是，这三种武术只传本地人，不
传外乡人，怕的就是外乡人学会了本地人的
看家本领，来欺负本地人。

王国灿是观海卫较有名望的企业家，如
今年事已高，他将企业交给儿子打理，现在他
专门从事观海卫武术的挖掘和抢救工作。

据王国灿介绍，两年前，他发现左手棍、
金锁拳、栲子拳面临失传之忧。金锁拳情况
好些，还有人能完整地打下来。左手棍虽然
有人会，但是已经没有人能够使全整个套路
了。而栲子拳，已经找不到会打拳的人了。

他说，随着一些老武师的辞世，这些套路
随时都有失传的可能。

从那时起，王国灿和另外十多名热衷于
保护当地民间文化的志愿者就开始抢救和保
护观海卫本土的武术。

左手棍法已开始授徒
他们首先从抢救左手棍开始。镇里有多

名年事已高的老武师，最大的已经80多岁，最
小的也有 60多岁了。他们找到这些老武师，
让武师们根据记忆，将左手棍的套路记录下

来，然后再整合在一起。
为了发动更多的人来练观海卫失传的武

术，2008年 6月，在王国灿等人的努力下，观
海卫左棍金栲武术协会成立，并由王国灿和
另外一位企业主出资4万多元，在卫山它山岭
上建立了习武场。目前，老拳师沈江华、陈世
渭已经收了十多位徒弟，每天清晨，他们都会
集合到它山岭上练武。

经过挖掘出来的左手棍是怎么一种样子？
2月 19日上午 10时，左手棍传人沈江华

在习武场给记者演示了这套棍法。沈江华虽
然已经 64岁了，但是将手中一根杯子般粗细
的棍子使得呼呼生风，进退有致，攻防兼备，
拳势古朴、遒劲雄强、断然果决。72招式如行
云流水般，棍法灵活而迅猛有力，引来了一片
叫好之声。

据沈江华介绍，左手棍讲究的是进、退、
扫、收、挑、拨、劈、架、点、穿等招数，要想把这
套棍法全部学会，并且能够运用到实战之中，
要花费很大工夫。

栲子拳传人还没找到
郑国军是观海卫太极拳的创始人，在镇

政府工作，一直关注观海卫本土文化的保护
工作。据他讲，左手棍的套路挖掘工作已基
本结束，下一步就是如何推广了。但是他们
最大的担心是栲子拳。据他们了解，观海卫
镇最后一名会栲子拳的是一名哑巴武师，已
经去世了，并且没有留下后人。

据他说失传的主要原因是，栲子拳只传
近亲属，不传外人。

郑国军称，他们为了找到栲子拳的传人，
走访了很多地方。前几天，听说一名老人会
栲子拳，他们曾上门请教，但是被拒绝。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相对于左手棍，栲子
拳更是充满了神秘色彩。在观海卫流传着上
世纪 30年代初期，一栲子拳高手在上海一人
将 100多名收保护费的流氓打得落花流水的
传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志愿者们在发掘本
土武术的时候，对于谁传授了观海卫武术越来
越感兴趣。据郑国军介绍，观海卫武术应该属
于外家拳，套路刚猛，注重攻击。曾有一名少林
俗家弟子见过观海卫武术，称和少林拳的路子
非常相似，怀疑观海卫武术和少林武术有渊
源。对此，观海卫本土武师也给予认可。

史料记载，少林寺曾派僧兵抗倭
历史上，关于少林僧兵到东南沿海抗击倭

寇的传说很多。据登封县志记载：“明代万历九
年，上司调遣寺僧随征倭寇，阵亡数僧。”

据河南有关方面专家介绍，这是指明代后
期海防松弛，倭寇频繁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并不
断侵袭江南地区，在来不及调集中央军队的情
况下，只好临时征召地方武装助战，少林武僧毅
然奔赴前线杀敌。

对少林武僧在江浙抗击倭寇的情况，各类
史料记载较多，其中当时的宁波卫署指挥佥事
万表在《海寇议》中写道：“时值海寇出没，为江
浙患……其后倭乱大起，万表结少林僧，习格斗
法，屡歼其众。”

由此看来，当初少林派出僧兵到东南沿海
参加抗倭斗争，在宁波部署的有少林武僧。观
海卫作为抗击倭寇的大本营，少林武僧教士卒
习练少林武技杀敌，也是极有可能的。如果这
个假设成立的话，观海卫武术怎么形成这个谜
就可以解开，也就是说，观海卫武术源自名满天
下的少林武术，在观海卫生根成长。

少林寺曾有左手棍法，后失传
少林棍法天下闻名，变幻多端，威力无穷，

特别是从十三棍僧救唐王开始，更是闻名天
下。后来有一位右手残疾的少年到少林寺出
家，法号了痕，因其刻苦钻研，练就了一身左手
少林棍法，与他的师兄一起组成左右棍法绝唱，
了痕法师也因此成为当时一代武林高僧。

据登封市市志办主任吕红军介绍说，后来
了痕法师的高徒参与了抗倭战争，并且因为左
手棍法出人意料之外，出奇得有效，成为取得胜
利的一大因素。后来因为习练之人较少逐渐离
开了人们视线，以致最后失传。

少林寺外联部主任兼少林寺整理、挖掘少
林功夫的负责人郑书民告诉记者，少林寺正在
面向全国整理、挖掘少林功夫。

少林寺也曾计划将来按当年少林寺武僧抗
击倭寇的线路寻找遗失在民间的少林功夫。从
左手棍、金锁拳、栲子拳的习练、进攻特点上看，
和当年抗倭武僧月空大师他们使用练习的拳术
特点基本一致。

少林功夫尤以棍法著称，少林棍法有几十
种，左手棍应该就是少林棍法中的一种，而金锁
拳、栲子拳在少林寺拳法中应该会有别的名字，
这种现象在整理、挖掘少林功夫中经常出现。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林功夫在传承过
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称呼和动作上的变化。但
具体到观海卫的左手棍、金锁拳、栲子拳是否就
是少林功夫，只能说是极有可能，有待验证。

他表示，不管怎样，少林寺都非常欢迎老拳
师光临少林寺，验证左手棍、金锁拳、栲子拳是
不是少林功夫所包含的拳法。如果真是失传的
绝技，少林寺也希望老拳师献出自己的绝技，为
少林文化的发扬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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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说传 说 抗倭必杀技疑似少林武僧所授

浙江省慈溪市观海卫镇是当年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击倭寇的大本营。在观海卫民间，一直流传着左手棍、金锁拳和
栲子拳三种古老的武术，据传这三种武术就是从抗倭军营中流传出来的。但现在随着一些老武师的渐渐离世，这三种
武术面临着失传之忧。这三种武术究竟何人所传？观海卫武术和名满天下的少林武功究竟有无联系？观海卫功夫传
人想和记者一起寻找历史的记忆，想亲自到少林寺进行验证。如果真的和少林寺武术同出一脉，老拳师想认祖归宗。
对此，少林寺表示非常欢迎，并分析说从习练和进攻特点上看，和当年抗倭武僧月空大师他们使用的拳术特点基本一
致，很有可能是少林功夫流传出去的一支，不过还需老拳师到少林寺进行验证。 晚报记者 袁建龙 文/图

观海卫当地还有人会打金锁拳观海卫当地还有人会打金锁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