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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化周刊

王灵恩

王志鹏 (1901- 1985)，又名志
文，宁海长街石桥头人。1901年他
出生在东乡长街青珠村的一个庄户
人家。他的父亲望着这个五官清秀
个头匀称的可爱小婴孩，乐不可支，
思来想去，为他的儿子出了个响亮
的名字叫“志鹏”。大概注定他是一
个为武术而生的人物，让他落在一
个困顿贫寒之家，仿佛上天有意让
他自少有了野蛮其体魄、练就其筋
骨的体验，也为他日后成就为武林
好手，打下其特别能吃苦的根基。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六七岁光
景，他被父亲送到长街大湖五份头做
牧童。放牧时，他自然免不了玩耍些
符合孩童天性的跌扑摔打、棍棒拳
脚，也会跟着大人打狮子、舞龙队后
面闹着玩。不过，他还是认真地一招
一式试学着，倒也学得像模像样。
这，也显示出超乎他年龄的模仿能
力。十四五岁时，他便加入村中狮子
队、龙灯队，算是他从事民间体育活
动的起始。王志鹏先生在晚年自述
文稿中曾提及到这一段时光：“在十
三四岁时，在乡下学舞狮子、拳棒，当
然是不三不四的胡闹呢。可本性好
武，而且好读书。可是家贫，不能如
愿。好在逢人必问这一点，正合一句
要言本旨，说是敏而好学、不耻下
问。四书古文随身不离，一面看牛，
一面求学，一面学拳棒——后来有几
个字识得，好看小说、武术的书籍。”
由于他生性好武，练拳击，习棍棒，很
快便脱颖而出，成为队中翘楚。快乐
的日子总是短暂的，不觉度过了他的
少年时代。

沪上谋生 精武习拳

民国六年（1917），16岁的王志
鹏告别家人，只身赴上海虹口谋生，
加入到鲍鸿泰铁箱厂当钣金工学
徒。工余时，常与同乡工友坚持读
书习武，由于天性聪慧，他逐渐被拥
为同乡工友的核心。他回忆道：

“1917年10月到上海鲍鸿泰箱子作
场当学生，一面做工，一面练武，皆
在乡间所学的功夫，早晚不是读书，
就是拳棒。书课由商界联合会教师
上，但凡一有空便去请教。”当时铁
箱行业竞争生意，常有同行挑衅，鼓
动社会流氓进厂捣乱。志鹏遂引领
宁海工友，以武力护厂。厂主感其
护厂之恩，即选送志鹏到上海精武
会学习拳术。

上海精武体育会为清季武术名
家霍元甲在 1910年所创办。王志
鹏回忆道：“由朋友介绍到北四川路
横滨桥精武体育会赵莲何老师。赵
师之前即霍元甲老师，赵师的助教
王凤春，王凤江、白莲玺又是凤春的
助手，年岁差不多。”是时，精武体育
会名师云集，高手荟萃。时驻会主
教练为黄河流域派谭腿名师赵莲
何，其他尚有鹰爪门的陈子贞，还有
属于长江流域派螳螂门罗光玉、查
拳李会亭及其子李龙标与江阴派南
拳代表人物陈薇贤等各派名师。

志鹏进入精武会后，犹蛟龙入
海，如鱼得水。“先学谭腿门，次学功
力拳，脱战、大战、上下合战，即拳这
一路，我在表演中到处得到指教成
绩显著，而后达摩剑、子午剑、群羊

棍、行者棍（即金箍棒）、五伟枪、抱
月刀。此后去鹰爪门练拳及大枪
术，以陈子贞先生的大枪术最精。
鹰爪功的抓功极难练，先下手而腕
肌肉乌青发黑，数月后渐渐生劲。
再究螳螂派的功夫，先学奔步，因为
螳螂拳的架式多高马，与之前学的
步法有异，故少练。”据他回忆：“王
凤春、陈子贞、罗光玉、李会亭、马成
兴、罗师的特色者，螳螂功最优等，
练时拳腿交加，势拍无敌，看似勇猛
异常，一交手浮势皆无，才见此时的
形式，殊难形容述说了，故我以后更
求进步。”他勤学苦练，悉心琢磨，反
复体会各派各门的特异之处，识之
长短优弊，加之他悟性聪颖，天分也
高，晨练夜习，技艺日精。没多久，
他就赢得各派老师的青睐与赞赏。

1924年，精武会选送了10名会
中精英，赴南京参加全国国术统一
考试，其中8名为教师，而学生辈中
唯独选拔了王志鹏和杨松山两人参
加考试。王志鹏也谈到其中的缘
由，他曾回忆道：“当时参加全国国
术考试前，本会派我去参加预先选
拔，由本会一个较有成绩的同学同
我试比。初次比试，两方皆外行，好
像我稍占点优，故叫我去参加国
考。”八位老师也一同作为精武会代
表参加国考，这除谭腿名师赵莲何
外，还有王凤春、王凤江、白莲玺、陈
子贞、罗光玉、李会亭及其子李龙标
及陈微贤诸等。他在回忆当时的场
景时写道：“李会亭武师时约七十多
岁了，须发皆白，体质健硕，肉色无
异少年，肥瘦适中，在所参加国考的
全体人员中，老人要算年龄最大的
一位了。”到南京第三天，就进行对
击比赛。待到王志鹏上场，因李会
亭不服，一定要跟孙禄堂一较高下，
经张静江、戴季陶、蔡元培等大佬居
间劝和，此事才算了结，但比赛因此
也就停搁下来。国术考试一事虽因
故而止，但志鹏的武术功力已为精
武会同仁所公认。返沪后，志鹏又
于翌年转入上海国技学会姚馥春处
学习剑术、枪法和形意拳，姚师在武
坛颇有资望与号召力，他与姜容樵
合著《太极拳讲义》在当时拳坛影响
颇大。王志鹏求艺心切，为此遍访
名师，还到岳州路的北京武士会王
恩庆处，学习了青门拳与太极拳。
他回忆道：“王恩庆原先是奉天镖
师，他本人已腿残，由其侄子代
教”。转益多师，技艺日进。

在沪期间，王志鹏与大桥李村
的李和富、白峤村的杨明成皆是好
友，相互引为莫逆，堪称拳友“铁三
角”。1926年，王志鹏因失业由沪返
乡，曾一度在县城民众教育馆、宁海
中学和正学高等小学等处担任武术
教师。1930年7月底回沪，逢遇前精
武会会长王汉礼先生，见王志鹏仍
在失业状态，生活无着，遂由王汉礼
介绍他到南京国术馆，并赠洋五
元。8月16日，他乘火车来到南京，
拜见教务主任朱国福。翌日，又拜
见了馆长张之江（1882-1969）先生。

当王志鹏再度赴南京参加国术
考试，时国术馆成立已两年时间。
他回忆参加考试时写道：“面考拳、
棍、枪、剑、刀五套功夫，录取为(国
术馆)练习生。会见全体教师及助
手，老少皆喜形相待。”

是年12月初，随国术表演团赴

镇江、扬州等地表演。嗣后，南京国
术馆遴选10名拳师组成表演小组，
分赴各地表演国术，志鹏与朱国贞、
杨松山、田景山等名家均列其中。
需提及的是，他与号称“东北三省无
敌手”的田景山最为要好。他俩经
常对练切磋，每周常邀约一道到夫
子庙等地游逛。

在国术馆的日子充实而忙碌。
他自己用心习练，老师们辅导有方，
使他各取所长，为己所用。他先是
跟学朱连柯的青萍剑六套 484个姿
势，他只学了四套，由其大徒弟郭锡
三教的，还有学扑击、摔跤等技；八
卦掌、太极拳等技由马永胜指导；
棍法由黄柏年(1880-1954)老师教
导，还学了梅花刀枪等技。王志鹏
还跟了一代宗师孙禄堂 (1860-
1933)前辈，向他学习了形意拳及太
极 。 著 名 武 术 家 王 子 平 先 生
（1881-1973）也常给他面命耳提。
由于诸名师的点拨与指导，加上他
不服输的个性及极高的悟性，使他
技艺大进。初进国术馆首月月考，
他先是输给一个比他早进馆的同
学，次月就赢了回来。当时馆中负
责教务的朱国福主任当着众人的
面，表示大家要向王志鹏学习。

1931年 1月，志鹏被民国政府
教育部登记为国术教师。当时提倡
学校国术，他负责南京市苍顶、荷花
塘、仙鹤街、船板巷四所学校任教，
由此他也成为将国术教育进学校开
先河的人物之一。当时国术馆给这
批国术教师每人发了一辆自行车，
他每个星期到一所学校教一节课。
据说，后因某教师不慎骑车撞了小
贩摊头，他就把自行车交还国术
馆。当时张之江馆长问王志鹏为何
退还车子，他立即回答：“撞了人，有
损国术馆的声誉。”此话深得馆长赞
许。此后，馆里就派专车往返接送
他们去上课。同年 9月份，张学良
视察南京国术馆，看到志鹏与同学
们的表演后十分赞赏，并与这批表
演者合照留念。三十年代初，国民
政府为迎接国外的元首级重要来
宾，有专门迎宾献艺的表演团队，志
鹏先生就是国术（武术）表演团队的
主要成员之一。

军中教头 名动南粤

广东人素有习武之传统。1917
年夏，就成立了广东精武体育总
会。1925年 3月，汕头也成立了精
武分会。1931年10月，应广东汕头
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南京国术馆
拟派教师赴汕头弘扬国术。当时汕
头早已被同仁眼中皆畏南人野蛮而
纷纷推诿，唯独志鹏欣然从命。

起初，汕头的拳师对太极拳不
是很理解，认为软弱无力。要知道
北派拳术兵器，多用柔功，并长于扩
展身手，对炼身和表演尚有可观之
处，且易引人喜欢。后有些专习南
拳之会员，曾诋毁起北拳，引起两派
武师的误会。如兰德华、石天士、章
明亮，还有一个在新加坡、马来西
亚、东南亚等地四处卖拳的熊孟秀
老拳师等也皆然。果然有当地同行
挑衅，提出要与他比试。因他初来
乍到，不熟悉粤地乡土风俗与习惯，
同时为免伤和气，志鹏均谦让婉
拒。及至第三年，大家彼此熟悉了，

志鹏始才应允，主动提出切磋比赛，
并约法三章：一是赢输不要对外扩
传，二是不准发脾气，三是友谊为
重，不以胜负论英雄。有此三条底
定，始才比武开招。头位上场的是
当地最有名的大力士兰德华，以剑
术试招。没过招几个回合，王用了
姚馥春先生的“圈剑”手法，粘住了
兰的手腕直指咽喉要害，小试牛刀
便赢了兰德华的剑功；第二个上场
的是章明亮，两人试比棍术，王以枪
法里的“将斩”之技，轻松赢了章明
亮的棍术。这两次赢了对手不打
紧，可气坏了这位作保的熊孟秀老
先生，王志鹏见状，忙拱手作揖说：

“熊老先生，请您指教。”并言明：“让
熊先生您先主动出击，不管在我身
体何处着拳，敝人就认输。”结果，熊
之如闪电般的拳点，却始终难以抵
近王之身上。接着志鹏又说：“我不
看你人，也不用手，两手背着，眼看
天花板，用谭腿的寸腿功，即用脚尖
点踢你的小腿胫骨，点到为止。”此
招若踢重了，极有可能造成胫骨踢
断，因此处没有肌肉。如此两招过
后，始才让熊老先生折服。众高手
皆心诚悦服，当下摆宴庆贺，他终于
在尚武之地的南粤立住脚跟。

据说他到广东汕头后，汕头地
方就马上登报招生。他先是担任基
督教青年会教师，受业于他的得意
门生有萧振渊、林文亭与张应健、张
应真兄弟，还有马一飞、刘汉生等
人。因他武艺高强，且带出一批高
足，王武师的名气及影响力就大
了。一传十，十传百，声播潮汕一
带。不久就传入驻防当地粤军长官
的耳朵。未久，一纸广东东区绥靖
公署辖下丽泽社的教师聘书，便来
到他的手中。当时驻粤各部纷纷开
办军中国术社，丽泽社便在此时应
运而生。该社先是由驻潮汕第3军
军长兼广东东区绥靖委员李扬敬主
办，后由第3军第6师师长兼广东东
区绥靖委员李汉魂接任。历任驻防
长官对王先生甚是信任与礼遇，也
寄予厚望。原因有二：一是他由中
央国字号的南京国术馆委托；二是
王志鹏本人功力深厚，功夫上乘。
1934年，他又兼任了广东南国国术
馆顾问兼教师。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情
势危急，志鹏老父先后两次发来电
报催其回乡。因汕头国术同仁不肯
放行，他只能身处南国不能成行。
直至第三份电报其父佯称病重，因
志鹏八岁丧母，自是孝子一个，觉得
不得不行，但需与粤方达成协议，主
要内容有：一俟父病痊愈，速回汕
头；行李、书籍、衣服及练武器械一
概不带走。有此两条，汕头方始才
放行。临行时，给他送行的人很多，
大家依依不舍。汕头市长李源和亲
书“强国之基”四个大字给他，国术
班同事也送上一帧匾额，匾上书有

“王教师志鹏鉴”，落款为“广东东区
绥靖公署国术班敬赠”。以至先生
晚年，还念念不忘在汕头的那些日
子，以及那些难忘的武友朋辈。每
每忆及于此，老人便会潸然泪下。

后因时局变迁，战事吃紧，加上
航道不畅，返粤之行终无法启行。尽
管汕头方曾多次来函盛情邀请，他终
因情势之变，只好放弃此念。这，无
疑成了志鹏先生一生永久的遗憾。

一代武师王志鹏（上）

叶雅琴

宁海盖苍山下，沥水之
北，一个世称“苍山之麓，沥
水之阳”叫沥阳 （现改名力
洋）的地方，生活着一群吃苦
耐劳、勤俭智慧而又耿介侠义
的饮食男女。他们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就溪而饮，犁田而
食。所背靠的盖苍山山高林
茂，郁郁苍苍。

据后世光绪《宁海县志叙
山》记载：“盖苍山，县东北
三十四里，高五百五十七丈，
最高处曰‘磨注’，迥出东北
诸山之上，晴日登览，宁绍诸
郡并在指顾间。”最高峰称摩
柱峰，濒临东海，海拔较高，
常年云雾缭绕，故称东海云
顶。

盖苍山上有一桃花坪，因
此源自盖苍山的溪流，称为桃
花溪。桃花溪一路欢歌，向南
穿山越岭，跨涧跃路，藤树相
间，一派原始秘境风貌。

沥阳东北部有一村，名岭
峧，系西仓溪源头，名如其
形，山高岭峻，风光秀美，俨
然世外桃源。因濒临胡陈港和
三门湾，由海水长期冲击形成
淤积平原之故，横亘于东仓和
西仓间的隔仓岭，山道蜿蜒，
树木葳蕤，山谷清幽，涧水潺
潺，四季流传间，杂花异草次
第枯荣，别有一番野趣。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个
后生，一个叫文贤，一个叫楚
贤，俩人赤胯臀打交，亲如兄
弟。平时孟不离焦，焦不离
孟，不管种田打稻，还是吃喝
玩闹，都厮混在一起，被笑称

“难拆对”。虽然长得都还人模
狗样，终因家贫，勉强度日，
均未娶上媳妇。两条光棍凑一
起，也会打从读过的书中琢磨
些做人的道理，谋划下今后的
出路。

随着张道士得道成仙的事
越传越神，本就对黄老之术有
几分痴迷的文贤与楚贤，决定
学张道士，一同上山修道。选
来选去，他们选中盖苍山深处
的桐油洞作为修道场所。桐油
洞是天然石窟，里面有半间屋
那么大，还有个天然石桌，足
够挡风避雨，而且深山密林，
极为清幽，对修道十分有利。
若在周边辟点田地，种点吃吃
没有问题。

俩人打点好诸多俗事，于
某日一早，背上包袱，沿着岭
峧弯弯曲曲的鹅卵石路上山。
饿了吃点干粮，渴了喝口溪
水，说说笑笑，倒也轻松愉
快。这不，一走就把大雁岩
塔、长洋、山湾、大白水、小
白水、滴水山、饿死窑、大转
髋、马车门杠、黄狗睏、尖耙
弯等山山弯弯甩在后面。

眼看再半个时辰就能到桐
油洞，不料路边突然冒出一间
茅草屋，里面还传来一个女人

“啊呐天噢”“啊呐娘噢”等忽
高忽低的哭泣声，衬着这四周
杳无人烟的荒凉萧瑟，听着甚
是悲苦。两人不约而同进屋察
看。发现是个很年轻的少妇，
如今披头散发，形容憔悴，眼
睛哭得又红又肿，一个男童在
她怀里缩成一团，肩膀一抽一
抽。见俩人满脸同情开口讯
问，那少妇顾不得眼泪鼻涕，
边哭边告诉他们，她刚死了男
人，儿子只有 2岁，不知以后
该怎么活下去。文贤与楚贤笨

嘴笨舌诺诺劝慰了几句，摸摸
各自干瘪的钱袋，到底也想不
出什么好的办法。

眼看那妇人走投无路，本
就软心肠的文贤突然脑中灵光
一闪，将楚贤拉到屋外，开口
道:“这母子太可怜了，如果没
人照顾，肯定活不了，所以我
决定留下来，不去修道了。”
让楚贤一人去桐油洞修道。楚
贤开始不同意，说好的两人同
修，怎么临时反悔？但文贤态
度坚决，他只好悻悻离开，独
自去桐油洞开始修道生活。

春去秋来，时光荏苒，一
晃16年快过去了。期间，文贤
以正当男劳力，开荒、种菜、
养家禽，苞芦、番薯、五谷
丰，为那母子撑起一片天，夫
唱妇随，日子太平，而那孩儿
如今也长到18岁，成人了。

一天夜里，文贤去田间放
水，突然看到好几只青蛙“呱
啦”“呱啦”，拼了命在抢一个
玉芽，那玉芽是从月亮上跌落
的，纽扣大小，却发出耀眼的
光芒。文贤福至心灵，上前一
伸手抢了过来，一口吞下。刹
时，他眼前霞光万道，万紫千
红，一阵阵美妙的仙乐如缕不
绝，他身轻如燕，即刻便羽化
成仙。

文贤得道欣喜之余，不免
想起16年前一同发心修道的好
友楚贤，不知他得道了没有。
于是，第二天他化身一个姑
娘，花容月貌，前去桐油洞一
探究竟。“她”跟楚贤说，天
色晚了，能否在桐油洞借宿一
宵。楚贤见是个姑娘，推说男
女授受不亲，不予接纳。文贤
卖惨示弱，说这荒山野岭的，

“她”实在害怕得紧，而且明
天一早“她”就去象山，不会
有人知道说闲话的。于是，楚
贤安排文贤睡他的床，自己则
在锅灶膛边将就了一晚。

次日清晨，文贤起床，特
意将一只金戒指藏在被子里，
然后向楚贤道谢后告辞。楚贤
过来收拾被子，从被子里掉出
那只金戒指，心中不由一喜，
虽然内心有些纠结，但是贪心
占了上风，犹豫了一下，把它
藏了起来。

不料没过多久，已经辞行
的文贤却去而复返，说自己丢
了戒指，问楚贤是否见到过。
楚贤强自镇定，回答说没见
过，想把戒指占为己有。

这时，文贤恢复原身，叹
了口气，摇摇头对楚贤说:“你
色死财不死，虽无色心，贪财
之心却还在。”接着说了句:

“文贤渡楚贤，还须二十年。”
楚贤“扑通”一声跪下，跪得
膝盖生痛，慌不择言:“文贤，
我、我、我……”羞愧得再也
说不出话来。

然后一天天，一月月，一
年年，楚贤膝盖跪着的地方，
茅草杆长啊长，长啊长，直往
他膝盖上顶，顶得他膝盖受刑
一样疼痛。终于，在跪足 20
年，一分钟不多、一分钟不少
的时候，楚贤在文贤接渡之
下，也得以修道成仙。两个昔
日好友，一个修行于尘世凡
间，一个修行于天地自然，终
于殊途同归，得道成仙，永永
远远过上了逍遥快活的神仙
日子。

（根据力洋岭峧村叶显杭
老人口述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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