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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师鞭又称太师鞭又称““太师虎尾太师虎尾
钢鞭钢鞭”，”，属于硬鞭属于硬鞭，，一般由金属一般由金属
或硬木制成或硬木制成。。它的招法十分刚它的招法十分刚
烈烈，，故有故有““鞭锤之将不可力敌鞭锤之将不可力敌””之之
说说。。

20192019年年，，太师鞭被列太师鞭被列
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产名录。。

太师鞭太师鞭

传承300余年2

梅花香自苦寒来3
别看王旭江满身书卷气，却天

生力气大，对太师鞭技法由衷地喜
爱。贾勃生根据他的自身条件，在教
授青萍剑和白猿通臂拳的同时，将
太师鞭技法倾囊相授。

“1979年，我14岁那年拜秘宗拳
第七代老拳师徐连升为师习练秘宗
艺，4年后，又拜秘宗拳第八代拳师
徐复楼习练搏击术，练了3年散打对
抗的同时，学得了秘宗门‘小银锤’

‘八折’等多个拳、械对练套路，提升
了我的实战能力。”回忆起习武的经
历，王旭江如数家珍。“1986年，我21
岁时拜在师父贾勃生的门下，习练
太师鞭。”

多年来，王旭江潜心研究太师
鞭的传承历史、理论体系、风格特点
及实战技法，并将青萍剑的实战技
术、现代短兵对抗技术与太师鞭法
融为一体，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而
完善的技法，并多次在各级武术比
赛中取得佳绩。

为传承艺业，王旭江于 2013年
在黄骅建立太师鞭训练基地，并招
收30余名青少年进行武术基本功和
拳术套路的训练，目前已授徒近百
人。

“现在，师父收徒不像过去那么
挑剔。孩子们只要喜欢就可以来学，
也不像过去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受
那么多苦了。”王旭江说着，回忆起
自己第一次与师父贾勃生见面的场
景。

一提到贾勃生，王旭江和孔令
春、王文耕、齐晓鹏、范放委等几个师兄弟感慨万千。“师父文武双
全，以身示范，挑徒授徒也都特别严格。”王旭江说，“第一次见师
父时，他老人家先让我和他过招，试试我的根底。没过几招，我就
被师父一拳打到脸上。通过这件事，我对手、眼、身、法、步有了切
身的感触。”

如今，工作之余的王旭江，在每天清晨集中教学的同时，也将
太师鞭这一传统武术文化推广到几所学校。每周，他都会挤出时
间到学校去给孩子们上太师鞭武术课，理论和实践同时推广。

“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通过习练武术增强体魄，更好地投入
到学习中，也以此让太师鞭一代代传承下去。”王旭江坚定地说。

鞭，自古为兵家所重视。唐代名将尉迟恭曾凭借手中的钢鞭
日占三城，夜夺八寨。他和秦琼助李世民打下天下建立大唐，被封
为开国元勋。他的鞭可谓功不可没。

“太师鞭这个名字据说是由殷商时期的闻仲太师所传。闻太
师曾经辅佐两朝君主。他对朝廷忠心耿耿，为人刚正不阿，很有威
望。他持有先王赐的打王鞭，就是太师鞭。太师鞭可以上打昏君、
下打奸臣。我们现在练的太师鞭，就和他拿着上殿的打王鞭一样，
是硬鞭。但是，这个说法是师祖们传下来的，究竟创自何时、何人，
已无从稽考了。”手握太师鞭，王旭江细心介绍着。

王旭江手中的太师鞭，在光照下通体散发出优雅的暗红色
光。他说，这是用硬枣木制成的。因为枣木密度大，所以制成鞭非
常硬实、耐用。

太师鞭鞭法巧妙，刚柔有度，有盘错、有顿荡，顺逆回环，可长
可短，且可两头并用，横竖咸宜，奇正相生。

“它既有棍之勇武、刀之威猛、锤之强劲、剑之灵动，又有枪之
神出鬼没，绝对担得起‘太师鞭’这个大名。”王旭江说，“看，鞭头
上是尖的，可以当枪刺；鞭身上有13个多面体的疙瘩，可以砍、剌、
挫；把柄的尾部，也可以用做击打。”

太师鞭有独立的训练体系，层次分明。从基本功到手法入门，
到套路进阶训练，再到适应不同格斗环境的实战训练，细化到应
对长器械和短器械之分。

最初，太师鞭器械的制作相对比较随意。在大的形制不变的
前提下，传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喜好加以变通。为防止年久失真，
太师鞭第七代传人刘文石还从太极、三才、九宫、十二次等，给太
师鞭的外部形态赋予了传统文化属性和吉祥寓意。

后经几代传人的进一步修正，使得太师鞭制作得更加精致，
形态也更加美观。

历史上有关鞭的记载，早期可见于宋时的《武经总要》，而太
师鞭在谱书中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清朝康熙年间。

太师鞭于清朝康熙年间随白猿通臂拳一起传入黄骅市境内，
二者皆为陕西延安府王延明所传。当时，王延明在陕甘宁一带有

“神臂金鞭”之称。
“最初将太师鞭带入黄骅的，是浙江省乌程县金沙镇钮凤鸣、

钮凤山兄弟。因此，咱黄骅太师鞭和白猿通臂拳传人都尊钮氏兄
弟为一世祖。”王旭江说。

太师鞭传入黄骅后，饱经沧桑，历时300余年的传承、演变与
发展，至今已形成了一个独立而且完整的训练系统。

太师鞭的理论体系高屋建瓴，其《鞭法论》《手法论》《眼法论》
《身法论》《步法论》《心法论》等文集，用词华美，语言精练，寓意深
邃，被近现代武术专家高度认可。

直至清朝末期，太师鞭由刘文石传出韩村镇。民国时期，因沧
州籍武术名家姜容樵在原南京国术馆的鼎力推介，太师鞭得到更
加广泛的传播，一度风靡全国。

原传太师鞭只有一趟，称为水摩鞭法，又称“十三鞭”。
“刘文石先师在此基础之上加以改编，才有了水摩鞭法第二

趟和虎尾鞭法，现在，外界广泛流传的太师鞭仅有第二趟水摩鞭
法和虎尾鞭法，以及鞭法进枪和鞭法对击。”王旭江说，“因此，才
有了民国时期姜容樵先生的‘写真’系列作品中太师鞭共四趟的
说法。”

“我的师祖第八代传人贾耀亭秉承家学，自幼随父亲贾灵泉习
武。贾灵泉与刘文石两位老先生是儿女亲家，所以，师祖也尽得刘文
石的衣钵。再加晚年还乡的马振祥先生没有授徒，只是每天早晚与
师弟贾耀亭切磋武功，使贾耀亭的修为日臻提升。”王旭江说。

贾耀亭有胸襟、有格局。他打破门户之见，广收门徒。得其太师
鞭精髓者有其嫡孙贾勃生、义子宁子光以及张树森、刘青锋等人。

我国历史上兵器众多。其
中，有一件“神器”，不是因为设
计巧妙，也不是因为习练起来
多么威武成名，而是因为它亦
是权利的代表，甚至能够“上打
昏君，下打谗臣”——它就是在
武风盛行的黄骅市众多武术爱
好者手中习练的太师鞭。

鞭行风吼，速而不乱，进
招有方，破招有数……在位于
黄骅市西湖公园的一处广场，
人们会经常看到省级非遗太
师鞭代表性传承人王旭江带
着十数名学生习练太师鞭的
场景。

虽已 50 多岁，王旭江练
起鞭来依然精神抖擞、刚劲有
力，勾搅撩劈、盘旋击刺，一招
一式张弛有度、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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