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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近

银发晚霞别样美
坚守传统武术魂
———记汝州市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刘家通背猴锤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孙利芳 马俊杰

汝州历史悠久，南邻南阳、鲁山；北靠嵩

山、少林；东西依临许昌、洛阳两大古都，自

古习武之风盛行。陵头镇黄岭村刘圪垱自然

村更是远近闻名的教师窝，因这里和登封少

林寺只有一山之隔，经常学习交流丰富了刘

家武术，因此，刘圪垱村成了著名的“武术之

乡”。许多武林拳师聚集在此练拳习武，切磋

交流，高手辈出。历史上曾出过刘崋大师，文

武兼备，受到清朝宣统皇帝的封赏。

相传，汝州刘家通背猴锤传自明末清

初。在本家内代代口传身授。民国时期，刘

维周大师于 1927年曾在河南开封冯玉祥
将军麾下任武术教官，传授全军将士武术，

学员遍布全国。

刘家通背猴锤由刘定邦传刘宣、刘旺；

刘宣传给其子刘成仁；刘成仁传其子刘峩、

刘崋；刘峩、刘崋又传于刘崋之子刘长青；

刘长青又传承给其子刘振朝；刘振朝传给

其子刘维臣、刘维周；后由刘维周传给其子

刘万山、其孙刘伟、刘长明、李海须、陈秀

利、于红伟、李中学、杨林西、谷富聚等；之

后由刘万山传给其子刘杰、其女刘会荣，由

李海须传给张运朝、王要、王国政、王建平，

刘伟传给曹爱民等。

至今刘家通背猴锤已传至第九代，有

二百多年历史，祖传的兵器单刀、大拐、草

镰也有二百多年历史。

至刘维周大师这一代，结合自身练功

体会，在原来传统套路的基础上，加以创新

丰富了刘家通背猴锤一路、老通背锤二路、

老通背锤三路、炮锤、双打六合锤等。器械

有六合单刀、双刀、春秋刀、草镰、眉齐棍、

大杆子、双打疯魔棍、梢子棍穿枪、梅花枪

等。

汝州刘家通背猴锤属中华武术宝库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攻防严密、实战性

强、习练方便、顺应人体气血运行之规

律，具有防身自卫、强身健体的效果，又

能修身养性、净化心灵，塑造以德为先的

人格魅力。

在这群老人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第八代

传承人刘万山老人。他今年已经 82岁了，仍
然老当益壮、精神矍铄、威风凛凛。

只见他舞起春秋刀虎虎生风、节奏迅捷、

刀法紧密、翻转跳跃、技法多变。春秋刀以威武

凶猛、杀伤力强著称，有“百兵之帅”之美誉。

刀光剑影中，或劈或砍，或斩或剁，或削或

截，或撩或挂，或拔或压，时而缠腰，时而裹脖，

时而云胸，时而舞背。只见人随刀走、刀随人行，

人刀合一、如影相随。

草镰是刘家通背猴锤的独门兵器，具有

健身、防身的作用，既有攻击性，又有中原人

民的隐忍、内敛、谦恭、温和。真正的功夫高

手，拐杖可以袭人，镰刀亦能成兵器。

中原河南，农业大省。河南汝州，中原

古城。翻滚麦浪，六月麦黄，大片收割，镰刀

上场。镰刀农忙时是收割工具，农闲时，被

智慧的中原人民演化改进为兵器，平时是

农具，战时是武器。它既锋利又隐忍，似月

牙弯弯柔情似水，又锋利无比蕴含刚强。

只见刘万山老人一个云镰亮相，接着

一个三拚镰疾步如风，继而白马分鬃，再

来个偷步滚身、回头望月，紧接着扑步连

环镰呼呼生风，最后一个捧镰招式，圆满

手势，收放自如，韵味独特。

更有青大拐、通背猴锤、眉齐棍……

正是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八十年春
秋武术生魂。

1976年的一天，夕阳的余晖映照着大
地，弯弯的山路上，一个清瘦的少年，穿着

简朴的衣服，脚蹬一双白底黑灯芯绒面的

千层底布鞋，急匆匆一路向北飞奔而去。

他要在太阳落山之前赶二十多里山

路，到刘圪垱村外公刘维周家习武练拳。该

少年叫陈秀利。

刘维周（1906年—1993年），汝州刘氏
通背猴锤第七代传承人，汝州十大武术名

师。据汝州《史志》记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刘维周任临汝县武术教练马庙总教练，

培养了学徒斗子、孟老天等数十名。

外公刘维周慈祥地抚摸着外孙陈秀利的

头，招呼陈秀利吃过晚饭，祖孙二人就来到南

窑练习基本功。生活上外公对他慈爱有加，习

武上却要求极其严格，不能偷半点懒。陈秀利

看着别的师兄们拿刀舞棒特别神气，就也想

偷偷拿兵器玩耍。刘维周见了严厉地批评他，

给他讲习武的道理：“拳成家伙秀。基本功夫

练到家了，拿着一条板凳也是兵器，功夫不

到，就算拿着齐眉棍也不顶一个烧火棍。武术

训练要循序渐进，打好基础，不可急于求成。”

基本功练不好，刘维周绝不允许他拿器械，光

基本功陈秀利就练了三四年。

刘维周生性豁达，心怀宽广，收徒弟从

不收钱，而且还管徒弟们吃住。那时候地是

望天收，常常闹饥荒，习武的年轻人饭量

大，每天家里都有十多人学习习武，吃饭是

个大问题。没办法，刘维周只好让儿子刘万

山去附近的石灰窑打工干活，挣钱贴补家

用，供养家里的徒弟们吃饭。

当晚上弟子们对练时，师傅刘维周突

然把灯吹灭，大家不知何故，瞬间沉默。师

傅高声呵斥：“继续练，这样更能练习你们

的反应和听力。”“你们要把这祖上传承的

东西继承好，我每天提着灯，熬着油，陪着

你们，你们再不好好练能行吗？”

现在，作为汝州市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刘家通背猴锤项目申报人的陈秀利，回忆

起当时的情景，仍眼含热泪说：“记得当时，外

爷家里腌的香椿、野菜，从来不舍得自己吃，

都是徒弟们去了呼啦啦给吃个精光。”

李海须老人也是刘维周的弟子之一。他跟随师傅学习多年，深得

师傅真传，有时候没有兵器大刀，就拿家里的农具尖头铁锨当兵器来

练。

他记忆最深的是师傅教他猴拳现猴儿形的时候，给他传授秘诀：

“一跃而起，箭步如飞，猴拳的灵性之美就在那一‘跃’一‘箭’之中升华。”

师傅口口相授的拳法口诀，他默默记在心里。晚上凭白天记忆，将

拳谱口诀抄录在本子上。采访时，当他专门回家取了那本 1980年左右
写的，早已泛黄的手抄拳谱记录时，我肃然起敬，感动得热泪盈眶。

只见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

小通臂歌诀：“左右双开板，攒手便飞沙。黄龙去探爪，很稳单托

塔。五龙捧圣势，白猴献果瓜。揺护急换步，大体成一家。出身显身段，

眼前不可错。梅花双卧枕，本身是妙法。积崩滑靠势，急勇不卸甲。扳

手速转身，脚落似雪花。乘势三踩脚，磨手括肘压。呼风又唤雨，旋风脚

可夸。胯开气象凶，心动身形随。两手捧日月，脚尖将地抓……”

一个个已经模糊泛黄的文字，一页页浸润着武术精华的记录，一

句句朗朗上口的拳谱秘笈，一字字渗透着学武秘诀、做人道理的瑰宝，

是一代刘家通背猴锤传承人对非遗文化赤胆忠心的见证。

回家当晚，我连夜通过当时拍的照片，一字一句辨认模糊的字眼，

将宝贵的武术文化遗产整理成电子稿，也算一位文字爱好者对非遗文

化传承的一点敬意。

第八代传人杨林西，是刘维周的关门

弟子。他当时十四五岁，正上高一，因看了

电影《少林寺》，血气方刚的他萌生了学武

术的念头。瞒着家人，暑假期间，他和同班

的四五个同龄人一块去了刘维周家。刘维

周热情先招待他们吃了顿饭，然后说起拜

师的事。刘维周同意，但说孩子来不行，得

需要让家长来。回家之后杨林西跟家里人

商量，家人最初不同意，因他正上学。但后

来考虑杨林西身体不好，武术可以增强体

质，强身健体，就同意了。但给他约法三

章，不能耽误高中学习，只能星期天学，只

能放假学。后趁秋收放假，父亲带着杨林

西再次拜师，78岁的刘维周热情招待，收
下了他这个关门弟子。

记得一次周六下午快到师傅家时，远

远看见将近 80岁的师傅正在地里背着半
口袋的粮食，依然疾步如风。杨林西飞奔

上前要去接，只见师傅背着那么重的口袋

从一米多高的石崖子上飞跃而下，身负重

物依然身轻如燕。他一下子惊呆了，心里

暗暗敬佩：“师傅不愧为一代名师啊！”

和师傅刘维周练对手，师傅一把抓住

他的手，那只茧子很厚的手如铁钳子一般

力大无穷，杨林西使出浑身解数也挣脱不

开。自己的胳膊碰着师傅的胳膊，感觉师

傅的胳膊坚硬如铁，碰的自己生疼。

晚上练功时，因孩子们正长身体，饿

的快，师傅总是不吭声从家里拿来干粮

（馒头或者红薯），趁休息时拿出来给他们

加夜餐。

提起师傅，杨林西感激地说：“那时候

吃住都在师傅家，既没交学费，也没拿过任

何礼物，有时想帮忙给师傅家干活表示谢

意，师傅也不让，说我正上学，时间紧，不能

耽误习武学习，师傅对我恩重如山……”

刘维周去世后，弟子们也都各忙各的

事，渐渐失去了联系。

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

重视，2019年汝州市申报非遗项目，陈秀
利听说后，找到舅舅刘万山、师兄李海须，

商议召集刘家传承人，重整刘家通背猴锤

非遗事宜。

他们费尽周折，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

9个第八代传人和 7个第九代传人。
人凑齐了，没有练武场地。陈秀利就

在自己租用的四季春花卉基地建了一个

200多平方米的练武场馆，为了能保证风
雨无阻习武练拳，他又搭建了彩钢瓦棚，

焊了铁架子做兵器架，还在墙上安装了两

个大电扇祛暑。

有了场地，还要购买兵器。陈秀利又

筹款到登封少林寺买了大刀、单刀、眉齐

棍、春秋刀等兵器，只有独门兵器草镰是

稀有兵器，哪里都买不到。

没办法，杨林西出钱买来原料，他们

想办法自己加工。

第九代传人张运朝，一边做修补轮胎的

生意，一边负责草镰兵器的制作。最初买来

了铁，铁匠不会加工。又从网上买来不锈钢

钢板，但还是无法加工。只好按照原来祖传

草镰的照片，量好尺寸发给江苏的一个厂

家，反复协商，最终厂家只能分开加工成镰

头和镰把，但合不到一块。回来之后还要焊

在一块儿才行。他挖空心思想尽办法，用石

膏做成模子，把镰头和镰把固定在一块，用

火炉子把铜烧成铜水，再将铜水注进石膏做

成的模子里，放凉凝固之后，再进行打磨。

每打一个草镰，就要做四个链接的地

方，11对 22把草镰，将近做了一年时间。
因为没有实物参照，只能根据图片和记忆

摸索着做。做好后对照原来的照片，不像

的地方反复修改。

张运朝自己还做着补轮胎的生意，特

别忙，全都是抽空做，只要一闲下来赶紧

做。不知道试验了多少次，不知做坏了多

少钢板，终于成功了。

当拿到泛着银光的草镰兵器时，他们

有的欢呼雀跃，有的热泪盈眶，几个汉子

紧紧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

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场地出场

地，为的是齐心协力，能把刘家通背猴锤传

承下去，大家都没有一点私心，也没有任何

收益，只是无私的奉献，这就是非遗传承人

的宽广胸怀和责任担当。

这群老非遗传承人，年轻的 50多岁，
年龄最大的已经 80多岁了。有的做生意，
有的上班，有的身体不好，各有各的事，但

总能遵守约定，每周六到练武场集合集中

练习。其中临汝镇的张运朝家离习武地最

远，但他只要有时间每周六都会从临汝镇

坐公交车来练习。

每周六下午集合练习，成了刘家通背

猴锤风雨无阻不见不散的约定。

汝州刘家通背猴锤讲究六合相融，内

三合：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外

三合：手与足合、肩与胯合、肘与膝合；手

法屈而不屈、直而不直；手不离肘、肘不离

肋；滚入滚出、运用自如；出掌必似瓦楞、

利于勾带和变拳；眼法以目注目、以观敌

势、目光犀利威慑对方；身法以起、落、进、

退、收、纵、反、侧八要为主，要求定势正，

进退和顺，起落自然，变换灵活，重心稳

定，低进高退；步法轻灵敏捷，沉实稳固、

进身常用溜子步。

刘家通背猴锤特点身小步活、进退自

如、动作朴实无华、实用性强、攻防严密、

注重实战，攻中有防、防中带攻，有“缩身

小如鼠、长身大如牛”之说，也有“拳打卧

牛之地”“拳打满场之说”，方寸之地即可

练拳之特点。

汝州刘家通背猴锤，由于历史原因，在

刘家代代口传身授，很少文字记载。随着老

一代传承人相继去世，部分功法和套路已经

失传，比如：双刀、大拐、梢子棍穿枪、梅花枪

套路已经失传；另一方面，受经济大潮的冲

击，人们外出务工，没有闲暇时间练拳习武；

其三，受外来武术体育的冲击，使人们对汝

州本土传统武术缺乏正确的理解和认识，人

们热衷于跆拳道等外来武术，传统武术传承

正面临濒危状态，亟待保护和抢救。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刘万山、李

海须、陈秀利、杨林西、谷富聚等老人，正用

金色的年华、大公无私的品德，续写着汝州

刘家通背猴锤火一样的未来，为中原汝州传

统武术事业默默绽放着别样的晚霞风采。

简洁的习武堂内，满满一架威风凛凛的大刀棍棒巍然屹立，一群中老年人胸膛里“砰

砰砰”跳动着年轻的心。

他们时而健步如飞，时而静若伏虎，时而缓若游云，时而动若灵猴，时而疾若闪电，时

而从容自若，时而潇洒飘逸,时而利刃相击……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他们正用银色的白发传承着汝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刘家通背猴锤，他们恰似金色的

晚霞镶嵌着熠熠生辉的中华武术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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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眉棍草镰对练

汝州刘家通背猴锤套路动作展示

刘万山眉齐棍套路动作展示

集体草镰套路动作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