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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于家红锤第九代传人于章才，出生于 1919年 12月 5日，汝
州武术名师。他自幼随其父亲、伯父习练于家红锤，十几岁时已崭

露头角，擅长单练手把、幺步掌、裹手、贴身靠、虎抱头、夹肋炮等

招式，武功超群，是于家红锤集大成者。据《汝州市志》记载，民国

二十五年(1936年)于章才任三官庙临汝县国术馆教师。
据于家红锤传承人于天性等人讲述，1937年，18岁的于章才

应邀参加由时任民国政府临汝县县长毛汝采亲临现场主持的武

术擂台赛。擂台赛上，于章才和登封拳师一同打擂。第一场，于章

才因不知对方功夫深浅，使出全身力气，一个“扑地踅”，一下子把

对方打倒在地，对方不服，要求换人再战。素以交友切磋为宗旨的

于章才，怕再伤了对方，就手下留情，使出“夹肋炮”，再次将对方

击败。他接连击败登封两名著名拳师，声名远扬。毛县长亲自送上

毛巾一条、搪瓷茶杯一个，以资鼓励。

新中国成立后，于章才曾多次参加省、地、县组织的武术表演，

并获优异成绩。1973年任临汝县武术代表团总教练，参加洛阳地区
武术选拔赛表演，获较高赞誉。1976年代表临汝县参加河南省老拳
师武术汇演获优秀奖，同年被驻扎在风穴寺的解放军 460空军郑州
医院聘为武术教官，为部队培养了一大批武术人才。1983年 4月，临
汝县武术协会成立，于章才任顾问。同年 6月，他在于庄村办起少林
武校，传授技艺，弟子遍布城乡各地，在汝州附近县市有较高声望。

1978年夏末，于章才在解放军 460空军郑州医院（风穴寺）任
武术教官。一位师长从洛阳路过汝州，慕名到风穴寺找于章才请

教切磋。于章才和师长各自介绍和演示了自己的拳路和渊源，师

长提出想比试一下，于章才不爱炫耀，故婉拒，师长深感遗憾。午

饭后，师长要返回洛阳，于章才相送至风穴寺夷园门口，话别时师

长再次表示没有领教到于章才的功夫感到遗憾。于章才只好走到

一块石碑前，对着石碑一个虎扑下去，石碑应声断为两截。师长大

吃一惊，当即赞曰：“于师傅神功啊！佩服，佩服，今天真让我开了

眼界，这趟临汝之行没有遗憾了。”

四

据汝州市原教育局局长李宗斌说：1978年，他和唐子正一起到
风穴寺看望于章才。于章才热情招待。席间，李宗斌说：“于老师，都

说你功夫好，今天能不能露一手让我们开开眼界。”于章才说：“可以

啊！”即抬脚朝地上一跺，一双新的军用球鞋被他一脚跺得鞋面炸

开。众人看得瞠目结舌，连连惊叹。

据于红伟回忆说，“1985年春，伯父于章才因患中风在家疗
养，我买了玻璃瓶装的水果罐头回家探望。他见了我非常高兴，当

即让我把罐头打开吃，因用力过猛，

瓶口弄碎一块玻璃掉进瓶子里。我

将罐头瓶递到他手里时，告诉他瓶

里有玻璃碴儿，小心点。他说没事

儿，端起瓶子仰脸将瓶里的水果连

汤吃进肚里。他放下瓶子时，嘴里咯

嘣咯嘣嚼着东西像吃冰糖一样，嚼

碎后咽下。我一看瓶子里空荡荡的，

原来伯父竟将掉进瓶里的玻璃碴儿

也嚼碎咽下，而且毫无损伤。那年秋

天，他的病还没好利索，行走仍不

便。我再次回家看望，他让我和他一

起下地摘豆角。一路上，他背着手看

似不慌不忙走，而我则要一路小跑

才能赶上他。街上因连日下雨，路被

冲成一条两米多的小河，哗哗流水。

眼看伯父已走到了小河边，我紧追

几步想帮他过河。谁知他身子一蹲，单腿一跳，已经跳到了河对

岸，让我惊叹不已。我后退了两步，助跑几下才跳过小河。”

五

74岁的于天性老人精神矍铄，声如洪钟，他 1990年就开始参
加传统武术比赛，直到现在还坚持练武。

于天性、于红现、陈冲彪、马云峰等人讲起于家红锤的传奇往事

侃侃而谈，第七代传人于仁贵被誉为“大教师”，一生从未失过手。传

说登封有位拳师谢某，武功了得，访遍周边 13县无敌手。后谢某来
会于仁贵，他自恃千金坠练得好，说：“我坐在椅子上，没人能把我拉

起来。”于仁贵听罢，微微一笑，一搭手带着他的胳膊，一下把他从椅

子上掂了起来，本想再出招，转念一想，来者是客，以武会友，不能伤

了和气，就此罢手。临走时，于仁贵的弟弟于天贵（人称二教师）不

服，心想：“谢某口出狂言，还想跟我哥斗？我的武功虽然不如我哥，

料定他连我也斗不过。”于天贵一招“攒手”，引诱谢某抬手，谢某刚

一抬手，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出“裹手”，将其打翻在地。

谢某败后，心有不甘，回去召集 60余人，驻扎在骑岭乡范集
村，给于庄下请帖。请帖内容，表面客气地称“以武会友”，最后两

句“来了是君子，不来是小人”则充满挑衅和不服。

于仁贵、于本和、李发荣等商议应战。“以武会友”，实则宣战，此

番前去，也许会有一场恶战。咱们仨谁去应战？于本和说：“不让‘大

教师’出手，我有一手绝妙独招，能一招制敌。”于仁贵说：“你用的哪

一招？咱哥俩先比划比划。”“我用斩手一招。”于本和“斩手”刚刚出

手，于仁贵比他出招更快，用同样的招数“斩手”压在于本和的斩手

之上，于本和动弹不得。正是“手快打手迟，功大打功小。”

李发荣因反臂动作做得好，从后面能看到对方来人，瞬间抓

住手，拧住胳膊转半圈，一招制胜，被称为“李二反臂”。最后三人

商议，表演赛李发荣出场，比武时于本和先，于仁贵后。

比武场上，李发荣表演了于家红锤。他身法矫捷，稳如泰山，

快如旋风，威武勇猛，招式行云流水，出神入化。赢得满堂喝彩，震

慑了登封来的武林高手。

于本和表演了一套关东锤，其中有个动作“二起脚”。只见他

一声吆喝，左右脚先后飞踢而起，右脚踢起时，一脚踢到墙上，震

得土墙上的泥皮泥灰“哗啦啦”直往下掉。

对方一看，先出手的两个人武功就如此了得，还有于仁贵压

轴没出手，不敢再提交战二字。预想中的一场恶战友好收场，化干

戈为玉帛。

六

于天性老人继续侃侃而谈说：那时，连年自然灾害，家里粮食

不够吃，于仁贵带领村人去南阳换粮以养家糊口。他们的牛车到

一个村庄时，因下雨大路冲坏，转走小路，但小路太窄，牛车过不

去，就辗到人家麦地里了，当地村民拦车不让走。

于仁贵上前解释说道：“路太窄，牛车实在过不去，要不让一

个车轱辘走在小路上，另一个轱辘我们提起来，不辗你们的地怎

么样？”村民不相信他能提起牛车，就冷眼旁观。只见于仁贵走到

牛车一边，往上一提，车轱辘提了起来，边提边走，没有辗到地里

的庄稼。对方一看，只能望车兴叹。

第二次再次路过，村里人气没消，说啥也不让过，20多个人拿
着武术棍棒农具气势汹汹围了上来。于仁贵一看架势不对，赶紧

劝大家，习武之人不能打人，我来交涉。

村人拿着工具呼喊着攻上来，于仁贵不费吹灰之力，一个一

个将他们手中的工具夺了过来，放在地上，概不还手。后面一老者

知道遇见高人了，高喊：“赶快放下武器。”老人把于仁贵等请到村

里热情招待后说：“我们村这帮人想练武术，苦于没有老师，今天

遇见高手，恳请你们留下来教我们好吗？”于仁贵说：“家里人还等

着我们到南阳换回粮食养家糊口呢，不然就要饿死人了呀。”“你

们哪怕教我们 20天、半个月也行！”经不住老人苦苦相求，最后于
仁贵一行商定留下来教 7天。

7天后，老人说：“你们也别去南阳了，我们把村里的粮食给你
们装一牛车拉回去。”

于仁贵借此机会教育弟子们：“武功再厉害，也不准伤人、打

人，练习武功，不是逞能，不能欺负人，更不是显摆，是为了强身健

体、防身自卫。”通过这件事，大家更佩服于仁贵的武德了。

七

于建伟，1955年出生于于庄村，自幼爱好武术，两三岁时即跟
随父亲于章才习武，刻苦钻研习练，较全面地继承了家传武学，系

汝州于家红锤第十代传承人。

他说，别人抱孩子都是胳膊托，而他父亲因练武术，只用三个

指头就能把儿时的他举到头顶。

夏天，为了让他练好武术，于章才让他睡在一条很窄的板凳

上，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来，时刻提醒他不能贪睡。为练好基本功，

于建伟将蜡烛点燃放在桌上，面对桌子蹲马步，两手抱拳腰间，向

蜡烛冲拳，拳打烛光灭为成功一次。每天练习，根据功力，逐渐增

加次数。他还将硬纸用绳子穿透绑在木桩上，硬纸悬挂空中，高度

与胸部平齐，下肢成活步，两手抱拳在腰间，向纸张冲拳，当纸张

回荡时身体躲闪，来练习冲拳的速度、力量和躲闪身法。为练腰背

手臂力量，他通过举提拉抛石锁等反复练，基本功练好了，打起于

家红锤便得心应手。

他长期在汝州市区、米庙镇一带习武教拳，多次带队参加省、

市武术表演及比赛。他整理出老洪锤、关东锤、提手炮、小洪橛等

拳谱，以及青龙偃月刀刀谱和齐眉棍谱。拳谱刀谱棍谱，是无数武

术传承人的心血凝成，不仅读来朗朗上口，更是习武之人心法手

法拳法之秘籍。

于红伟，1964年出生于于庄村，自幼跟随伯父于章才习练家
传红锤，后又得到少林拳师刘维周、田九义，内家拳师陈玉朝的悉

心指导，拳艺更加精进，系汝州于家红锤第十代传承人。历任第四

届汝州市武术协会副会长，第五、六届汝州市武术协会会长。现兼

任米庙镇武术协会会长。多次带队参加国家、省级武术表演赛，曾

获多项奖项，并和于建伟共同整理了拳谱，传承中华传统武术。

为传承发扬于家红锤，2016年成立于家红锤偃龙武术队，同
年，于家红锤非遗训练基地在于庄村委会挂牌，配置武术器械、服

装计 5000多元，收学徒将近 80人义务传授。
于建伟说：“老父亲曾多次教导我，以武会友，朋友三不交，教

拳三不教，收徒三不收。即：不孝敬长辈者、家庭不支持者、打架斗

狠仗势欺弱报仇心切者。”在父亲的教导下，于建伟不仅功夫好，

人品亦佳，武德纯厚，人人敬重。他遵循家风，在传授弟子们武术

技艺的同时，更注重武德培养。

于家红锤在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的传承创新下，武出了汝州的

精气神，先后获得诸多奖项：2013年 8月获汝州市“体彩杯”传统
武术集体项目二等奖、三等奖；2016年 2月获汝州市“体彩杯”新
春传统武术及健身气功展演优秀奖；2017年 2月获“体彩杯”河南
省第三届中原大舞台武术展演优秀奖；2019年 1月获汝州市第二
届青少年搏击赛道德风尚奖；2019年 2月获汝州市春节期间健身
气功交流活动优秀组织奖；2019年 5月获武韵中原“体彩杯”河南
省第三届传统武术大赛汝州赛区武德风尚奖，于文杰、于爱琴、李

行顺等获单项奖 6个；2021年 2月获河南省第 17届中原大舞台
武术展演优秀组织奖；2021年 5月李顺获河南省少林武术短视频
大赛一等奖；2021年 5月马瑞阳、马子龙、于鹏歌等人获“汝行杯”
汝州市传统拳大赛第二名、第三名、优胜奖等 5个奖项；2023年参
加河南省“武协杯”传统武术比赛，于小龙、于夕轩、于奕轩、于佳

俊、李行顺、马瑞阳、马子龙等人斩获 15个奖项。

八

少年强则国强。为提升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做好武术进校园

活动，于家红锤响应政府号召，先后走进纸坊镇五中、米庙镇三

中，义务传授孩子们武术。

于建伟在米庙镇三中教六个班的武术课，传授 400余名学
生。刚开始时，他感觉没法入手，因为孩子们没有一点武术基础，

老师们也担心孩子们练习武术之后，上课老想着练动作，更加调

皮难管理，家长们更怕耽误孩子学习。但他毫不气馁，一招一式手

把手教，言传身教，多讲多练，一教就是一个学期。

他教育孩子们要端正习武态度，德武兼修，不恃强凌弱、扰乱

学校秩序，要树立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搞好团结，互相帮助，共

同进步。

在他的悉心教导下，老师和家长们都发现，练了武术后，孩子

们学习成绩不但没受影响，对学习反而有促进作用，大家注意力

更加集中，学习更加条理清晰，事半功倍。

在米庙镇的武术汇演中，孩子们不负众望，步履整齐，招式流

畅，英姿勃发。时而冲拳，时而踢腿，时而马步，步随身移，手眼相

随，玉树临风。呐喊声铿锵有力，喝彩声不绝于耳。最终，米庙镇三

中在汇演中荣获第二名。

于建伟说：“于家红锤讲究六合相融。要求内三合、外三合。内三

合即：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外三合即：手与足合、肩与胯

合、肘与膝合。于家红锤的动作朴实无华、实用性强、攻防严密、注重

实战，有‘缩身小如鼠、长身大如牛’之说，也有‘拳打卧牛之地’，方

寸之地即可练拳之特点。既适合个人演练，也适宜团体表演。”

汝州于家红锤攻防严密、实战性强，具有防身自卫，强身健体的

功效。可使人修身养性、净化心灵，塑造以德为先的人格，为研究和

发展传统体育和实现全民健身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丰富了群众的

体育文化生活，也激励青少年早日立志，实现人生远大目标。

这正是：于家红锤真不凡，发力刚猛招连贯；稳健灵活力顺

达，根底稳固如泰山；出手留痕疾如风，落地砸坑声震天；刚柔并

济武术魂，舒展大方气宇轩；强身健体护家国，中华武术代代传。

孙利芳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

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汝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自然

资源系统作家研修班学员）

中华武术，智慧结晶；止戈为武，维护和平；

强身健体，怡养性情。于家红锤，传于明清；米庙

于庄，十代传承；攻防严密，快如疾风；刚柔并

济，内外塑形；防身自卫，净化心灵。举人殿一，

开启武风；仁贵天贵，本和发荣；于氏章才，驻军

传承；擂台打擂，一举成名；建伟、红伟，红现天

性；人才辈出，代代传承。

习武之风，风靡盛行；红锤套路，锤打关东；

单双六合，龙虎神功；月牙神斧，偃月青龙；齐眉

棍术，样样精通；六合相融，心手相通；起落自

然，进退疾风；灵活敏锐，虚实兼容；攻中带防，
防中有攻；刚健有力，虎虎生风；以气催力，发力

威猛；招招连贯，步步为营；以德为先，修身养

性；广收学徒，义务传承；走进校园，培育新生；

表演比赛，屡展雄风；传承武术，满腹深情；中华

瑰宝，流芳永恒。

一

习武场上，于家红锤的师徒们正在晨练。

只见他们一个“幺步掌”闪亮登场，漂亮潇洒的

“戗手溜子步”看似轻盈，实则如秋风扫落叶般迅猛，

接着“右推掌”“贴身靠”“摩手”“左顺掌”“低跨”“左

顺掌”“戗手溜子步”“左顺掌”“截子”“右侧脚”“斜

定”“颇脚”“斜定”“冲天炮”……

招招紧凑连贯，步步紧逼稳健，最后一个稳稳的

“座山架”收势。正是一招一式彰显武术魅力，一拳一

脚蕴含武术精华。

接下来演练关东锤。出手“幺步掌”，“戗手溜子

步”快如闪电，“连三锤”威猛雄健，“二起脚”腾空而

起，“绣蹬腿”威猛无比，“连五锤”“踢连腿”步步为

营，一气呵成。冲拳、推掌、跨步、摆手、踢脚、凌空、旋

转、飞舞，身法刚猛有力 ,敏捷矫健，势如闪电划过长
空，韵若瀑布流泻变化,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传说，关东锤（也称关东拳）源于唐朝，一直传习

于嵩山少林寺，曾是少林武僧护寺的必修课，后由民

间承袭，家族秘传而密不外示，拳法得以比较完整、

规范、真实保存并延续至今。此拳凝聚了于家几代人

的心血，是原生态的古拳法。短小精悍，拳势古朴，遒

劲雄强，精到妙奇，招式简洁，短粗迅疾，拳腿互用，

攻防并使，避实击虚，刚柔相济。发力重狠疾稳、沉实

整透；手法连打重击、来去疾速……

你来我往，你攻我挡，你进我退，你退我攻。刀如

猛虎，剑若游龙，拳上生风，脚稳如钟。时而疾步如

风，时而稳如泰山，时而气势磅礴，时而绵里藏针，时

而矫健如虎，时而身轻如燕，时而刚柔并济，时而威

风凛凛。

正是：武术旋舞，盛世腾飞。

二

汝州古称老汝州，北靠嵩山少林寺，历史上习武

之风盛行。米庙镇（原尚庄乡）是著名的“武术之乡”，

米庙镇的于庄村更是远近闻名的教师窝，有许多武

林拳师聚集于庄练拳习武，切磋交流，高手辈出。

相传，汝州于庄于家红锤传自明末清初，在本家

内代代口传身授。传至于殿一这代时，他在家传拳术

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练功体会，创编了于家独特风

格的武术体系———于家红锤。于家曾出过举人于殿

一（字谦益），民国时期临汝国术馆教师于治江、于治

河，解放军风穴寺 460空军医院武术教官于章才等
武术人才。

于家红锤由于殿一传于占魁、于占敖；于占魁、

于占敖传于裕震、于裕桐；于裕震、于裕桐传于德建；

于德建传于太平、于太安、于太旺；于太平、于太安、

于太旺传于三槐、于文章；于三槐、于文章又传给于

仁贵(人称大教师)、于天贵(人称二教师)、于本和(人
称大和尚)、于本耕(人称二和尚)、李发荣(人称李二反
臂)、于老黑(人称黑煞神)；于仁贵、于天贵传给于治
江、于治河、于治远、于治水、于治渠等；于治江、于治

河传给于章才、于福才、于福祥、于章富；于章才传给

于关林、于建伟、于红伟、于天性、于宝聚、于红现等。

于家红锤主要有老红锤、二路红锤、关东锤、提

手炮、小洪拳、五形、对打六合、抓功等。器械有青龙

偃月刀、月牙斧、九子鞭、手鞭、梢子棍等，被收录在

《河南省武术拳械录》，并做专门介绍，至今已有 300
多年历史。现于家仍敬有“挪挪爷”(紧那罗王)塑像，
祖传兵器青龙偃月刀、月牙斧亦有 200多年历史。

于家红锤 武震汝州
———记第四批汝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汝州于家红锤”

武术进校园 张军平 摄

师徒练习二起脚 孙东彪 摄

师徒练习单鞭招式 孙东彪 摄

汇报演出 张军平 摄

师徒练习盘肘招式 孙东彪 摄

于家弟子演练禅杖 孙东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