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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摘要： 

 
台灣中部地區概指苗栗縣、台中縣、台中市、彰化縣、雲林縣、南投縣等五

縣一市區域。其中屬於粵籍的客家族群如苗栗固早為台灣人熟知，然另有許多閩

籍或粵閩交界處（如廣東饒平）之客家族群，由於長期與閩南人混居，遂不易分

辨。雖為數不少，台灣人卻素來陌生。也因此台灣許多重要武術拳法，雖然或者

直接由大陸客籍人士傳播來台，或在台主要即流傳於客家族群，或客籍人士獨擅

專揚，均可視為客家武術之內容。也就一直沒有較清楚的釐清與認定。 
 
    本文主採田野調查方法，初步認為中部地區可概稱為客家武術之重要武術系

統，如依其主要流傳區域而分概有：雲林縣之勤習堂與振興社、振興館、武野館、

鳳山館等；台中縣之欽習堂；彰化縣南投縣之同義堂；苗栗縣之岳飛拳等。其餘

尚有較不成體系，卻也別具意義之武術傳承。 
 

總的來說，中部地區客家武術，不乏傳承完整，而傳衍廣泛悠久者，不論在

武術史或社會史均具相當意義。 
 
關鍵字：客家、武術、詔安客、饒平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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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所謂客家人之界定，相當紛歧。1但是一般而言，清朝康熙、雍正與乾隆年

間，遷移到台灣的客家族群主要有來白梅州的四縣客(鎮平、興寧、長樂、平遠、

梅縣)、惠州的海陸客（海豐、陸豐、河源）、潮州客（大埔、豐順、饒平、惠來）、

汀州客（永定、上杭、長汀、寧化、武平）與漳州客（南靖、平和、詔安）。中

部地區與武術較為有關的客家族群有雲林縣之詔安客、饒平客；主分佈於西螺、

崙背、二崙、荊桐、虎尾等地。彰化縣之饒平客，主分佈於永靖。苗栗縣之四縣

客等等。以上客家族群，雲彰地區者，多已成為「福佬客」，不諳自己客家之根

源，所傳武術系統，當然長久也不被知道是客家武術。此外，某些閩南部落傳衍

之武術，其實是來自客家族群，就更加難以明白了。故而，可以視之為客家族群

之武術系統，一直沒有明確的釐清，明白的劃分，當然也就無法被列為學術討論

的一個範疇。本文嚐試加以釐清劃分。由於乃初步之工作，可能引起之爭議；可

能尚待進一步深入調查之處是還很多。 
 
本文的界定標準很簡單，第一、凡是可考，係來自客家族群傳承的武術系統，

則視之為客家武術。第二、依考據，其源由不是客家人，但目前卻唯獨或絕大部

分流傳於客家族群者，亦視之為客家武術。這個界定或許較為寬鬆，但文化層次

上，從嚴不如從寬，只要考據精實，言之成理，包容的態度是較為可取的文化工

作態度。 
 
準此，中部地區的客家武術系統，依其地域而分，約略有一、西螺七欠之勤

習堂、振興社以及振興館、鳳山館、武野館等。其中勤習堂、振興社在台灣武術

史上尤居重大地位。而以上武館系統，均由雲縣客家族群所創始傳衍。 
 
二、彰化南投之同義堂系統。同義堂創始者羅乾章乃粵籍，2武術派別屬於

洪拳乙系，與福建拳系統迥然有別。主要流傳南投彰化二地。而彰化縣永靖之流

傳，在此系之中甚居要位，我們可以將之視為客家武術。 
 
三、台中縣市之欽習堂與玉麟二系統。欽習堂源自勤習堂，乃別子為宗固不

論，玉麟來自新竹市青草湖，具明顯客家拳特徵，且在新竹已經式微隱沒，在台

中縣市卻依然深具實力，乃中部地區客家武術之代表。 
 

                                                 
1 據福建省龍岩市古田鎮古田會議紀念館館長傅柒生所云：龍岩市連城縣人口不過三十多萬，但

客家方言即達三十多種。故即便以語言來界定客家族群，亦屬不易，此羅香林一度未將連城縣列

為客屬原因之一。 
2 羅乾章乃潮州府高明縣人，今尚未查到清末潮州之高明縣何在。但潮州當地多為客家人，故羅

乾章極可能為客家人，但尚待最後確定。 



四、苗栗縣之岳飛拳系統。岳飛拳雖不能確定是否由客家人所始傳，但現今

在台，主要傳人幾乎是客籍人士，，傳佈地區也主在苗栗縣，故列為中部客家武

術系統大體無疑。此外，苗栗客籍人士間負絕學，不為他處所見，似乎已可將之

列入客家武術內容了。以下即依序說明： 
 

 

 

 

 

 

 

 

 

 

 

 

 

 

 

 

 

 

 

 



第壹章：雲林縣部份 

第ㄧ節 、勤習堂 

 

勤習堂創館師為雲林縣西螺鎮廖懋昭，人稱「萬得師」，生於 1862 年(清同

治元年)，卒於 1932 年（民國 21 年），享壽 71 歲。創館年代為西元 1886 年（清

光緒 12 年）。廖懋昭係雲林縣所謂詔安客家人。雖然其後人均已不諳客語，但依

其氏族譜系，應屬客籍無誤。 

 

雲林縣詔安客家人，為清治時期的康熙、雍正及乾隆年間陸續從大陸詔安縣

二都官陂、秀篆地區渡台之開墾者，其可溯自 1701 年(康熙 40 年)的廖氏(雙廖)

家族，其次是李姓，還有鍾、邱、黃、呂、田姓等詔安客家人。由官陂廖姓的張

廖家祠（又稱祟遠堂）最具代表性，楹聯對聯：「崇連祠堂詔邑山連鯤島峙，遠

尋地脈官陂水合虎溪流」。「詔邑」指的就是福建省詔安縣，「官陂」指的就是詔

安縣的官陂鎮，而「虎溪」指的就是虎尾溪。此系客家人在雲林縣境內開墾出一

片廣袤的土地，北至濁水溪(包含今彰化縣溪洲鄉的一部分)，南到新虎尾溪，東

到西螺鎮大新里，西到崙背鄉的大有，共計約有 25 個村落，在清治時期稱為「西

螺堡」，涵蓋現今的西螺鎮、二崙鄉、崙背鄉及土庫鎮、莿桐鄉的一部份等地。 

 

廖懋昭為福建省詔安縣二都官陂人氏，於康熙年間陸續遷入西螺二崙地區，

廖懋昭之祖父士演，於嘉慶年間才由官陂進入西螺，至乃父金埜，在西螺街經商

有成，富甲一方，乃延請高榮師為護院武師，廖懋昭原習有家傳武藝，又追隨高

榮師習武，盡得高榮師真傳，並於清光緒年間考取武秀才，在西螺街逐漸展露頭

角。張廖宗族及街坊鄰居多次敦請其傳授武術，遂於西元 1886 年 (清光緒 12 年) 

年方 24 歲開設武館，高榮師期許習武者唯有「勤習」才能練就一身好功夫，代

為命名為「勤習堂」。勤習堂初創之際，地點在西螺街市仔頭北側，名為「水針」

的地方，而後再遷至街內。萬得師正跳 2 丈 4，左跳 3 丈 6，縱跳 8 尺，除了武

術之外，亦擅長接骨醫藥。萬得師生平大批招收兩批徒弟，第一次人數為 36 人，

其中以高阿江為頭叫師仔，第二次招收 40 餘人，其餘則陸續慕名習藝。當時，

西螺街流傳一段佳話：「聽曲市仔頭錦城齋，看武街仔尾勤習堂」。萬得師依據徒

弟的體型及資質，分別傳授不同的技藝，學成之後，紛紛返為原居住地開館授徒，

奠定了勤習堂散布全台的基業。此外，亦有外地徒孫為求武藝精進而回本館就

教，如彰化縣溪湖的楊呆，師承彰化縣埔心瓦瑤厝張王師（人稱作佛師仔），學

成後赴台北大龍峒陳祖厝開館。萬得師在生前除了在街內的武館持續經營外，還

帶著廖龍銀（萬得師六哥江水之次子）、廖大治兩人，四處巡視他徒弟開設的武

館，所到之處，徒弟必將收到館禮呈給萬得師。此外，西螺街內勤習堂之獅陣要

出陣前，全員要到勤習堂本館，向祖師牌位拜獅才能出發，以示對師父的尊重及



飲水思源。萬得師擅長北管文武場的樂器，並能彈奏揚琴，與振興社的蔡秋風同

為市仔頭北管「錦城齋」之師兄弟。萬得師仙逝之際，全省勤習堂聞訊，徒弟徒

孫紛紛前來，靈前的獅陣多達 100 餘隊，送靈的人潮由西螺街排到小茄苳，綿延

2 公里以上。萬得師育有六子，長子廖心海自幼傳授醫藥，二子廖心義早么，三

子廖心慈則傳授武術，希望一文一武能夠將勤習堂在子孫輩延續下去。廖懋昭之

族譜傳承表，請參表一；傳承表如以西螺及鄰近鄉鎮，請參表二。3 

 

 

 

 

 

 

 

 

 

 

 

 

 

 

 

 

 

 

 

 

 

                                                 
3 參廖君達＜勤習堂源流考＞，海峽兩岸南少林武藝文化學術論文研討會。2005 年 11 月 26 日。

麻豆，致遠管理學院。其他地區傳承情形，參許秋德，＜台灣勤習堂之源流與傳承初探＞，《力

與美》，第 76 期，1996。林美容，《彰化縣曲館與武館》，彰化縣文化局，1997。王進發，＜金台

山勤習堂傳習錄＞，《台灣武林》，第二期，2000。 



表一、廖懋昭家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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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勤習堂傳承系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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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續）、勤習堂傳承系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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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武藝之內容，勤習堂開館以紅紙、香爐奉祀祖師，宋太祖、白鶴仙師及

觀音佛祖為主祀，此外尚可見到達摩祖師、福德正神、九天玄女等。宋太祖為祖

師居中位者，因為勤習堂的武術是以太祖拳為入門拳種，4相傳係來自以武術見

長的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太祖拳在北方以腿見長，傳至福建與南少林拳交流融

匯，並因應南方人的體型，轉為重視下盤穩固，上肢及手型豐富多變。 

 

太祖拳講究剛、猛、緊、穩、小。剛：具有金剛之勢，硬打硬進，揮掌生風；

猛：姿勢激烈，勁發力猛，呈現磅礡器氣勢；緊：指結構緊密，招連步緊；穩：

指下盤沉穩，以靜待動；小：指套路較小，動作幅度有限，如拳打臥牛之地。太

祖拳基礎套路包括拳母、二斬、三斬、四斬、五斬、六路頭、六路尾、倒坐蓮及

倒踏三角等 9 套，進階套路包括太子拳等 30 餘套。烏鴉揲有 12 套、鶴拳有 24

套、虎拳 2 套（猛虎下山、猛虎出林）、蛇拳 2 套（毒溜、毒座）、猴拳 3 套（上

中下三盤）。丈二有十二套等。獅陣稱為「太祖武術全陣瑞獅館」，獅頭為青頭合

嘴獅，頭部紋飾為「王」及火焰，請參看圖一。 

 

圖一 

 

 

 

台灣傳統武館除了拳術之外，亦有銅人簿傳承的習俗，師父一般會將銅人簿

傳予得意的徒弟。銅人簿會隨著傳承而增加註解或再序等。經訪查西螺地區的勤

習堂傳人，所見的銅人簿多數為手抄本，著重在傷科藥方，在篇幅上略顯精簡，

多無完整的架構。僅在西螺街勤習堂的廖大猛師保存一本其師父廖萬全師（萬得

師徒弟，精於拳術）之「祖居福建省少林秘笈」，內容有嚴謹的編排次序及頁碼。

                                                 
4 據漳州當地文史資料，與當地武師口述，太祖拳乃永定之客家拳師所傳，參張胡山著，＜武林

逸事，解放前漳州武術門派的源流概況＞，《漳州事蹟古今談》，漳州市圖書館，2003 年 12 月。

另據漳州陳金水，蔡海樹口述。 



廖大猛師保存的銅人簿是以印刷方式製作，全書有 199 頁，外頁封面以墨水書寫

「祖居福建省 少林秘笈」。內頁第一頁有兩組書寫文字，第一组為「祖居福建省

東山縣康美村樓內社  林成全」，第二組使用毛筆字撰寫『少林寺門徒 謝明開

誌』，另有紅色鉛印之『西螺七欠』4 字。其中，謝明開師係萬得師的徒弟，居

住於西螺新社。第 14-15 頁談到武術的傳承，內文由宋太祖談到達尊而至永春，

撰文者落款為『少林寺門徒 鄭禮 譔』。第 16-20 頁談到習武的口訣，但沒有註

明撰文者。由這些落款者中，鄭禮及曾四均為永春名師。 

 

如就數量及影響二方面來論，勤習堂在中部地區傳衍應居最廣，一般論及「西

螺七欠」大抵指勤習堂及振興社二系。其影響力大，傳衍之廣與「萬得師」，授

徒廣泛有極大關係。其次，其武藝及獅藝內容豐富，特別武藝之內容，相當龐雜，

拳種多樣而拳套眾多，此一方面透露出其傳承古樸，蓋武藝之內容，往往龐雜者

多高古，而越演化越成明確之體系。另一方面顯示其「百科全書」之特性，堪稱

台灣武藝重要之基因保存庫。 

 

勤習堂衍生出二支重要之武術傳承，一為台中縣大安大甲等地之「欽習堂」，

一為台中縣龍井之「義英欽習堂」，他處再敘。 

 

 

 

 

 

 

 

 

 

 

 

 

 

 

 

 

 

 

 

 

 



第二節、振興社 

 

    「振興社」據傳乃「阿善師」所傳。「阿善師」在台由於受電視劇之渲染，

極富盛名，但電視劇所演與實情大部分不符，甚至電視劇所本者，其可信度有極

大之問題，不乏造假歪曲之處。我們如果有憑有據的講，只知道阿善師，可能名

叫「劉炮」，也是詔安縣官陂人氏。於道光 8 年，隻身來台。先至嘉義縣民雄，

曾在當地傳授武術，於道光 11 年輾轉赴西螺廣興庄，於當地行醫教拳。阿善師

曾因同庄友人於嘉義受到人稱銅牆虎的武師欺凌，親赴嘉義重創銅牆虎致死而威

震一時。其徒以蔡秋風師（生於 1841 年，卒於 1916 年，享年 76 歲）最為出名，

振興社耆老稱創社祖師實為蔡秋風。蔡秋風於日治時代，前往嘉義東石、彰化等

地傳館，奠定振興社的基業。但是「秋風師」的徒弟蔡豐榮（豐榮師）應該是蔡

秋風勢力往嘉義及彰化傳播的最重要人物。 

 

埔心振興社吳茂藏師父表示：蔡秋風的師父為劉明善（劉炮師、阿善師），

並無廖自善、廖良善之輩。而且，蔡秋風是阿善師唯一的入門弟子。至於武館成

立的順序，先有陳成（肉圓成）所立之振興館，後有振興社。一說振興社是蔡秋

風命名，一說是蔡秋風徒弟協議後定名。 

 

   有關「振興社」及「振興館」；蔡秋風與阿成（肉圓成）之恩怨情仇傳說很多，

有許多內容也相當不堪，恐怕永遠都不宜公諸於世。惟「振興社」之創立及廣傳，

並在中部地區極具相當影響力，昔日社會能與勤習堂並立，其關鍵人物應係「蔡

秋風」（秋風師）無誤。其在西螺目前以埔心（表三）及大茄苳（表四）傳承較

為可考，略為：  

 

 

表三 

 

 



表四 

 

 

 

    振興社奉祀祖師為包括觀音、金鷹（或稱金鶯）、白猴、傳教、練成等五善

師。主要拳種為「金鷹拳」（或稱金鶯）拳。金鷹拳主要特徵為：攻擊力特強，

手法甚多，多用擒拿指截，出拳剛猛，出招時，招招逼人，拳爪並用，動作快慢

有序，多用短打。架勢小、馬步低，善向後躍以避開敵人攻擊，攻守具備。強調

五爪擒地落地生根，步法多採側身「椅僚馬」，步法之轉換必須先踏入「中宮」

再移出，勁道多採寸勁，極富陽剛之美。金鷹拳套路包括一揲頭、一揲尾、二揲、

二揲尾、三揲、三揲尾、四揲、四揲尾、五揲、五揲尾、六揲、六揲尾、七揲、

七揲尾等十四套；其他空拳套路泛稱揲仔外有三角、四門、四門白蓮、太祖三角、

三角太祖、天曆、採柳、刁潼、刀馬、倒踩蓮花、雙路、猴拳（上盤、中盤、下

盤）、二龍搶珠、金門過肢等等，不一而足。獅陣稱為瑞獅陣，獅頭為青頭合嘴

獅但是紋飾只有火焰，不可有「王」字，但火焰的形狀也像「王」字，請參看圖

二。 

 

    依據無名氏所傳「振興社」之銅人簿所載，惟見「蔡秋風」之名，並無「阿

善師」。此外，「金鷹祖師」，或稱「金鶯先師」，傳家祖師或稱「傅家」或「布家」

或「布雞」（按：閩南語「傅」「布」二字同音），此可由台中縣大安鄉之傳承可

知，請參圖三。 

 

「振興社」之武術有兩大創見。第一、發勁及攻擊的概念乃以弓步順步捶，

捅勁寸勁為主，清晰明確。第二、訓練過程依拳套內容，由ㄧ揲至七揲尾，頗富

次第，亦甚清楚明白。換言之，其較具目的性訓練之意識，訓練有次第，而且技

藝概念優秀。故不論是蔡秋風或阿善師所傳，創拳之祖師爺均是高人，深明武藝

精髓，允稱台灣武藝之瑰寶。此派有三支甚為重要的傳衍。其一、嘉義東石之蔡

家，以及爾後發展出來之「武德館」系統。其二、彰化南瑤宮及無底廟乙系，特

別以「振興社彰化團」為名，其名師如黃彩、林炎順、林江槐等。其二、台中縣

大安鄉海墘村振興社，乃蔡秋風門下，振興社名師蔡豐榮之徒「乞食師」李蕃薯

所傳，近些年來青壯輩甚為努力，蒐集該系武藝內容相當齊全。 

 



 

圖二                                                  圖三 

 

第三節、其他各館 

 

(一)、振興館 

 

由陳成（生於 1863 年，卒於 1923 年，享年 61 歲）於清光緒年間創館於大菜

園 (今西螺鎮大園里)。振興館與振興社以兄弟館相稱，創館祖師為陳成師（生

於 1863 年，卒於 1923 年，享年 61 歲，祖籍廣東省潮州府饒平縣），陳成師師承

阿善師（劉明善）及姓名不詳之唐山師父。陳成之曾孫陳弘昌表示，陳成綽號

「肉圓成」，曾在市仔頭賣肉圓，但在開設武館同時，亦將家族在廣東製作醬油

的技術傳承下來，開設了「陳源和醬油」（西螺鎮大同路 96 號），號稱是西螺最

早的醬油工廠，至今約有 100 年的歷史。因此，陳成的徒弟除了會功夫外，亦

多會製作醬油，其中以北港老慶珍醬油最為出名。陳成師的徒弟中以行信師、

陳松師及廖山師最為出名，行信師在雲林、彰化、南投均有傳館；彰化縣田尾

紅毛社的陳松師是陳成師的尾館徒弟，由於前來踢館失敗，遂拜入門下，學成

後回到彰化傳館。廖山師在西螺街教館，傳廖天塗，相關事蹟待考。陳弘昌表

示，直至 1966 年，全省各地的振興館還會回到陳成師的舊址拜獅。 

 



小茄苳振興館館主劉新發師父表示，陳成師是阿善師沒拜師的徒弟，陳成師

每日賣肉圓收攤後，會帶二顆肉圓孝敬阿善師，阿善師會教陳成拳頭。陳成雖然

年紀較秋風師（生於1841年）小，但先開設「振興館」，蔡秋風頗為不服，認為

師弟怎可先開館，後遂開設「振興社」。振興館奉祀祖師為五枚師太及達摩祖師。 

 

該系拳種自稱為「永春拳」。空拳套路包括拳母、踏蓮、三門、三門箭、七

璋、車栓、過江、龍拳、虎拳、出鶴、啄鶴、纏身鶴、黃鴢下田等。拳訣：「定

肩下赫、起手落插、游肩踩肚、丁字蹄、八字馬」。齊眉棍有十二套。名為永春，

乃「永春鶴」系統，5證諸拳套名稱亦然，其傳承表請參表五。 

 

表五 

 

  

 

 

(二)、武野館 

 

由廖金生（生卒年不詳）在清道光年間所創，始創於崙背鄉港尾村。現今崙

背鄉港尾村的張廖姓族人為了防範港尾南側新虎尾溪對岸後牛埔一帶的土匪，從

祖籍地詔安縣官陂延聘學有「布家拳」（一說為布雞拳）。功夫的廖金生師來港尾

開設「金獅連陣武野館」傳授武藝。金生師擅長氣功、輕功和配製跌撲傷等治傷

藥物。傳說金生師來港尾傳授武功數年之後轉往嘉義。第三代傳人，以廖太郎

（1884-1945 年）最為傑出，人稱他「阿郎師」，曾前往鹿港傳授布家拳，因為他

的功夫高超，家喻戶曉膾炙人口。 

                                                 
5 參郭應哲，＜五祖拳、永春白鶴拳、白鶴拳和永春拳名詞辯異＞，《一個被遺忘的武術原鄉》，

2001 年 12 月，台中縣立文化中心。 



武野館奉祀祖師為白鶴先師、張魁先師、布雞先師及山西夫子。拳種為「布

家拳」，套路計有：拳母、雙隨、三步擼、三步擼反手、單坐、雙坐、三挫、兩

俠、兩局、新合拳、薦合拳、小開門、大開門、大開門反手、捋鬚拳（前、後）、

七氆、四肢拳（前、後）、三逼連拳、四擒拳、四門拳、四門三叉、梳粧等二十

多套。此館武藝也是永春鶴較多。獅頭為開嘴獅，舞法為控制獅頭內的上下橫柄，

最具特色。布家開口獅據考證原名為「客家武夷獅」，早期流傳於大陸的客家地

區，而後來經由客家先民或是「福佬客」先民傳來台灣，因此新竹苗栗的客家獅

樣式和中南部的布家開口獅十分相似。請參圖四、圖五。 

由金生師將布家拳及開口獅獅藝傳入台灣，當時的館號為『布雞拳開口金獅

連陣武夜館』，後來又有「武躍館」、「武曜館」、「武耀館」、「武野館」、

「武德館」、「武德會」等館名的出現。 

圖四                                      圖五 

 
布家開口獅                                武館獅陣之頭旗 

 

 

 



 

 

 

(三)、鳳山館 

 

由唐山師（身份不詳）於台灣光復初期創始於大埤鄉。 

臺灣光復初期，鳳山館開館祖師曾於雲林縣大埤鄉菜市場維持秩序頗服眾

望，乃請其設館傳授武術。第二代阿成師於虎尾開館，廖炎師於斗南開館。民國

79 年，西螺鎮公館里青年聯誼會為推廣傳統武術，邀請斗南鎮大東里鳳山館武

師前來傳館，自此在斗南傳衍。鳳山館奉祀祖師為白鶴祖師，拳種為「白鶴拳 」，

拳路以短肢鶴為主。獅頭為合嘴獅。獅頭不同於傳統的公獅，而是無鬚的母獅。

獅鬼戴著母獅獅面面具，手裏拿著兩個華麗的彩球為其特色。舞獅動作著重於表

現兇猛性及靈活性。套路計有：拳母、羅漢手、甩目卦、三戰、四門、踢枝、過

江、雙挾。其師承請參看表六。 

 

表六 

 

 

 

 

 

 

 

 

 

 

 

 

 

 

 

 

 

 



 

 

 

 

 

 

 

 

 

 

 

 

 

第貳章、彰化縣南投縣部份 

 

第一節、同義堂 

 

彰化南投二縣，與客家族群關係密切的，首推「同義堂」系統，而彰化市南

瑤宮及無底廟所傳之振興社；另號「振興社彰化團」；因為所傳相當有成就，可

稱為西螺振興社有趣之對照及補充，亦值一敘，現分述如下： 

 

一、同義堂：同義堂創始者為羅乾章，乃廣東潮州高明縣明城鎮人，屬於粵

籍。而在彰化縣、南投縣盛傳，而彰化縣永靖鄉饒平客屬傳衍亦要。中部地區同

義堂之一般研究，林美容已有相當成果，本文以林氏之研究為主要參考加以引

敘：6 

 

羅乾章，人稱阿乾師或老乾師，生於 1875 年（咸豐七年），卒於 1939 年（昭

和 14 年）。二度來台，第一次是光緒元年隨吳光亮來台開山撫番，第二次來台是

光緒十年，來台落籍南投縣松柏坑三叉路口。其派下同義堂之分佈主以彰化南投

等中部地區為主，請參表七。 

 

表七：羅乾章派下中部地區同義堂分布表 

鄉鎮 村庄 主要武師 

                                                 
6 林美容＜同義堂武師羅乾章及台灣中部的武藝社群＞，未刊稿。 



竹山鎮 竹山(含天龍館、德興社區館、

辛庚館) 
羅乾章、羅記入、羅子龍、林庚樑、

張領雄、石榮通、陳德慶、蔡其養、

謝辛庚、蔡水福、石木榮 
名間鄉 
 

松柏坑、新街、田寮、大埔、番

仔寮 
羅乾章、蝨母師、陳阿滿、林炳輝、

胡新虎 
南投市 
 

番社、林仔度、樟普寮、六分寮、

山寮、施厝坪、三塊厝、茄苳腳

(嘉興里)、茄苳腳(嘉和里)、呼

溜島、小半山、軍功寮 

羅乾幸、陳蟲、林炳輝、旺師、鄭仔

益、楊崑火、胡埔、胡金銓、胡新煌、

胡新虎、胡金鵠、黃順、林鳳翔、張

樹聰、陳坤扶、陳金源、蝨毋師、水

師、陳水枝、蕭慶祥 
中寮鄉 內城 廖木義、陳良、陳紹義 

芬園鄉 東寮大竹圍 許青權、許金池 

社頭鄉 
 

舊社、石頭公、許厝寮、丙爐庄、

崙仔庄尾、芋寮仔、新厝仔、埤

斗、枋橋頭、湳底、朝興 

羅乾章、蕭梓明、石蕭賢維、劉英國、

肅塗城、蕭國武、陳義鎊、楊崑火、

楊六經、張碳、謝興、蕭喚、胡條、

蕭泉、詹五湖、張清炎、劉叢、蕭深

淵、蕭樹林、蕭阿育、劉樹意、曾獅、

劉丙丁、劉春潮 
田中鎮 
 

普興、四塊厝、崁頂、卓乃潭、

榕樹下、尫公宅 
羅乾章、蕭梓明、楊六經、劉朝慶、

羅子龍、劉樹意、江榜、劉守東 
二水鄉 海豐寮、桃仔宅、番仔田、烏水

坑、頂店仔、番仔寮、鼻仔頭、

頂厝仔、二水街、柳仔坑 

羅乾章、黃順、楊崑火、張田、蔡水

福、蔡萬枝、陳坤山、張其永、蕭六、

劉朝慶、王秋荊、蔡秋桂、陳九母、

王文達 
溪州鄉 大庄、下壩、頂寮、石塔仔 羅子龍、林慶良、鄭福山 

大村鄉 加錫、埤腳、大崙、田洋仔、大

庄、蓮花池 
黃上、許平、黃春、黃塗、黃炎步、

游清花、游清柳 
員林鎮 
 

大崙坑、番仔崙、振興里、下霸

厝 
楊崑火、網師、劉炎、劉存、劉煙松、

楊上雄、賴振南 
彰化市 坑子內 胡新煌、胡新虎 

花壇鄉 橋仔頭 阿更 

埔心鄉 梧鳳、許厝、鳥巢、埤腳菜寮港、

二重湳 
陳湖、楊崑火、楊六經、蔡天鎮、詹

五湖、邱天殿、楊偏祥、詹天祝、徐

清植、徐文鐵、徐有道 
永靖鄉 
 

陳厝厝、永靖後街、同安村、湳

墘、竹仔腳、新庄仔、崙仔、浮

羅乾章、黃順、黃送、黃育陪、楊崑

火、楊六經、張枝北、楊六龍、詹五



圳、湳港 湖、劉煙松、黃上、蔡枝來、蔡天鎮、

蔡石、邱俊鑫、王天從 
溪湖鄉 
 

梧鳳竹圍仔 羅乾章、黃上、黃天生、黃龍富、黃

龍滾、黃粿、黃建、黃笨、黃經 
田尾鄉 
 

鎮平、海豐崙、溪仔頂 黃順、楊崑火、楊六經、楊忠謙 

臺中市 六張犁 江澤清 
林內鄉 
 

頂莊仔、烏麻園 羅乾章、鄭仕皮、楊崑火、楊六經、

楊上雄、董義雄 

斗六市 牛埔 林梧桐 
古坑鄉 崁頭厝 楊六經、吳長壽 
大林鎮 溝背里、大美里 楊崑火、楊六經、陳水枝、楊泉、楊

上雄 
 

 

其武藝系統，依林氏之整理及本文撰者之調查，略為：樁步，有三角馬、丁

字馬、四平馬、墜肩馬。以拳套而言，以拳母啟蒙，拳母是三合拳。之後有十五

步拳、四門、踏蓮、關公掠鬚、龍虎雙會、小五形、牛形、龍形、虎拳、鳳鶴等

套傳世。此外，其獅藝也相當獨到。  

 

本文擬主要說明彰化縣永靖鄉之同義堂傳承。理由有二：第一，永靖乃饒平

客（福佬客）居地。同義堂所傳陳厝厝即是。第二、永靖陳厝厝之傳人楊崑火，

乃羅乾章二名「頭叫師仔」之一，成就相當大，可為代表。 

 

楊崑火，人稱阿火師或賊仔火。生於 1883 年（光緒九年）歿於 1944 年（昭

和 19 年），享年 62。其原習猴拳，共有高馬低馬二科。也習曲館，八張椅子坐

通透，後再拜羅乾章習武以及獅藝。楊崑火傳館的地方甚多，南投方面的同義堂

大都是他所傳的，如樟普寮、六分寮、茄苳腳等，他在南投教了二十多年，也去

彰化、雲林、嘉義開館。楊崑火育有六子，六經、六壬、六遜、六藝、六郎、六

龍，皆習武，其中楊六經武藝甚佳，父子倆除在永靖傳館之外，在員林、埔心、

田中、社頭、彰化、南投等地亦傳館甚多。崑火師教出的徒弟中有十八位較出眾，

目前所知為詹五湖（湖師）、劉煙松、賴振南、聰坡、平師、陳水枝。其頭叫師

仔詹五湖是永靖崙仔人，曾四處教館。劉煙松（松師，偏名青番仔松）是員林下

壩厝人，三十幾歲開館授徒，七十九歲辭世，教過大溝尾、賴厝、九截、埤腳、

永靖等地。 

 

楊崑火乙系所學武藝主要是羅漢拳、五形拳（龍蛇虎豹鶴），而技藝重心在

五形拳，尤其是以虎形、龍形最好。所謂虎形掌、龍形爪，主要在由指之鍛鍊，



而練腕、而肘而肩，一脈順成。此派拳藝大開大闔，在台灣本地武術傳承較少見，

林美容謂乃屬少林拳，太過籠統。若詳究其拳術風格，確與福建拳不同。其弓馬

互換，腰腿功夫甚吃重，爪功尤為一絕，而行拳動作乾淨清脆，好看邊式，與一

般福建拳也不同，應係廣東洪拳乙系。兵器則雙刀與丈二尤其特殊，丈二有四套，

分大八卦、小八卦等。而羅乾章原本即以雙刃見長，其雙刀略為短小，而刀尾後

翹，具暗器性質，實為雙刀之正宗，與一般現在所見，刀法不明，徒具花招者不

同。此系武藝上有另一特色，據林美容調查及本文由楊六龍處所知，其訓練方式

乃集體統一的訓練，招式出聲同一號令，實具清末綠營之特色。 

 

    羅乾章所傳獅藝確有獨到，屬於青面獅，獅嘴開口，為菱角形，乃「反清復

明」之獅（請參圖六），舞獅之獅套齊全，動作細膩，將獅鼓由三拍改為四拍，

又更加活潑生動。今由楊崑火嫡孫楊猛傳衍，甚為可觀。7 

 

    此外，台灣之鶴拳之中，此系有些不同，屬於長肢硬肢，硬橋硬馬，又名「掠

鬚拳法」，樁步以四平大馬及弓步（丁字馬）為主。主要動作略為：1.五湖四海

皆兄弟、2.關公掠鬚、3.穿心手、4.單龍出海、5.穿心手、6.白鶴亮翅、7.金龍獻

爪、8.餓虎捕手、9.排山倒海、10.龍頭鳳尾。8雖名之為鶴形拳，確涵蓋有龍虎鳳，

鶴拳，這也可以觀察到羅乾章武藝系統性不足，可能為傳授之便，而有許多創編

之處。 

圖六 

                                                 
7 此處除參考林美容前引文之外，並參考楊六龍、楊猛（六龍長子）、楊敏聳（楊猛堂兄）之訪

談稿。有關此派之歸類，除由拳術特徵判斷外，尚有一說法可憑。據楊猛云：國內某習洪拳名家

曾訪到楊家拳藝，稱其所習為大洪拳，楊家為小洪拳。，ㄜㄧㄥㄢ爪功尤為一絕，而行拳動作乾

淨 清 脆 ， 好 看 邊 式 ， 與 一 邊                  

□□□□□□□□□□□□□□□□□□□□□□□□□□□□□□□□□□□□□□□□□

□□□□□□□□□□□□□□□□□□□□□□□□□□□□□□□□□□□□□ 
8 據羅子龍所云，此系武藝，絕大部分沒有拳式名稱，這些名稱事由他所創。 



 

第二節、振興社彰化團
9
 

 

振興社在彰化縣傳承極多，但是以彰化市之無底廟為代表。彰化市之傳承則

以南瑤宮為早，在日本時代就有了。由保正林庚身請雲林縣之吳幸來教館，（吳

幸身高約 174 公分，今 104 歲，住元長鄉新吉庄仔）只教了兩個月，吳幸就回家

去。林庚身另請豐榮師、阿真師來教，但眾人不服。當時林炎順 13 歲就跟吳幸

學拳，吳幸回元長，林炎順與黃彩，林江槐一同去學，一起在南瑤宮教館。民國

51 年，炎順在無底廟豎館。黃彩則在天南門豎館，盛極一時。但約三四年後，

人就少了。因為一始是為了十二年一次割香而立，民國 85 年迎城隍之後就較少

出陣。 

 

林炎順因為有日本徒弟徒孫，故相當出名，拳藝也保存較多。其金鷹拳之技

術名稱及要訣，大概分為四大類：拳法、兵器、舞獅、鼓樂等。凡振興社（金鷹

拳）門下都應學習之功課。一、拳法：為徒手技術（馬步、手技）之基礎功夫（特

性係以守為攻）。自拳母（三戰）起之一至七揲止，計十五套拳，皆為本拳法之

基礎功夫。至於其他拳法通稱揲外拳。如展羽、直路、太祖、三角、走馬、二龍、

死手、飛雀等等。此系也影響了台中縣大安鄉海墘振興社，技藝保存甚好。其師

承表請參看表八。 

表八 

                                                 
9 除本文作者外，另參劉國良編著，＜振興社瑞獅陣之特性暨概念＞，手刻影印本。陳炎順先生

商介，未刊稿。 



 

第參章、台中縣市部份 

 

第一節、欽習堂 

 

    欽習堂源自「西螺七欠」之「勤習堂」，源出彰化福興鄉草湳底勤習堂的林

炮。林炮在家鄉習藝，與同鄉有一家數兄弟同館習藝，大概勢單被欺，憤而出走，
10起初在鹿港，後被請到大甲、大安等地教拳，因被同門欺負，激憤所出，乃不

顧武林成規，另豎館號「欽習堂」。光是這件事，在當年傳統社會就非比尋常。

林炮，人稱「炮師」、「老炮師」，經田調訪談可知，他乃是一位行走江湖的奇人，

藝高人膽大，威震四方，是百分之百走江湖出身的，其徒眾對之都極為敬畏、崇

拜，簡直到了無以復加的地步，確是一位深具個人魅力的奇男子。 

                                                 
10乃依勤習堂武師王進發新生所述。 



 
    炮師在日治時代在鹿港、西螺及虎尾一帶教拳頭，當時大甲社尾林國本，因

有親戚住在鹿港，因而到鹿港去和炮師習拳。之後，苑裡山腳有陳德勝者，因其

家產被人霸佔，大甲社尾有一「董格」者，到鹿港去請炮師上來處理此事，之後

炮師便留在苑裡教拳頭，之後又被林國本請到大甲社尾去開館，同時也在腳踏(大
安鄉西安村)開館，後來又被易川請到大安埔頭開館。 
 
    欽習堂原本應為勤習堂，炮師到大甲一帶教拳頭時，將「勤」改為「欽」，

埔頭陳安腦云：炮師之說法，欽為金欠之合字，意為欠金，欠金才會有人來學拳

頭。光復後，炮師陸續在南庄、南埔、福住等村豎館。在臺中縣第一任縣長選舉

時，炮師還出來幫紅派創始人助選，今大甲一帶欽習堂多為紅派，乃炮師之影響。

炮師晚年多住在大甲王昭琦家中，並在王家去逝，後由炮師大哥之子接到員林安

葬，大甲一帶欽習堂之徒弟均參加炮師之葬禮，有些還會在清明時到炮師墳前桂

紙。11 
    有關欽習堂的武術敘述如下：欽習堂武術據當地傳人自稱乃是南派少林拳，

據其自稱為長肢太祖拳，主要特徵係「三角馬，風鼓手」，以下內容，主要是以

陳安腦手抄銅人簿為主。 
 

丈二：(1)、參戰。(2)、玖龍吐珠。(3)、白蛇賴路。(4)、柒星（原有十二套，

但只有炮師在台南的一位高徒全會）。 
空拳：(1)、拳母：拳母可以「割琴」(初始之拳母只有外採手，「割琴」乃加

上內摟，比較高級的多)。(2)、極戰。(3)、伍字心。(4)、四門帶隊。(5)、陸路。

(6)、車栓。(7)、四門。(8)、陸路尾。(9)、倒頭三角。(10)、染拾二目。(11)、鄉

角。(12)、外八卦。(13)、內八卦。(14)、獨腳鶴。(15)、黑鴨蝶共三套。(16)、
四門八選。 
 
    欽習堂的拳路與西螺勤習堂有許多雷同，更可見兩者係出同源。而特值得說

明的是，「欽習堂」或者因獨處海濱一隅，故保留的拳術、獅藝或者比較古樸。

比如其拳術比較長肢(出拳長，而「風鼓手」的纏繞之手法也比較大圈)，而其獅

陣，多舉高獅(即將獅頭高舉過頭而舞動，比較費力)，獅被也比較長大，凡此，

咸信都是早期古風。這也特見「欽習堂」在臺灣武術發展上的地位。 
 

欽習堂在「大甲五十三庄」共傳有十一館之多，其中大甲社尾館是最早的。

之後才被請去大安鄉或苑裡山腳及后里九甲教拳。 

第二節、台中縣市之玉麟金獅系統 

 

                                                 
11 參郭應哲，《大甲鎮志》，＜武藝章＞。 



此系原出於新竹市青草湖，故地方人稱「新竹種」。其分數支，豐原東山堂、

大甲玉麟、台中十甲集和堂、台中旱溪集習堂。由十甲集和堂之獅頭為變形開口

獅，並且早期獅頭由銅片做成（與布家獅同）也可佐證乃屬客家族群之傳衍。 

 

    豐原東山堂乃王金何傳謝韶生，傳謝家子弟及許樹成等。大甲玉麟乃郭燕益

至於新竹請金師來授，今主傳傅家。而十甲集和堂乃「哮獅」系統。旱溪集習堂

也是，此系之拳系相當優異，拳套眾多，屬永春拳系統。三角馬震身，吞肩放胛，

提腸吊肚，內含優異之氣功。拳路眾多，以大甲玉麟為例。七星、八梅（門）、

擺後踢、四挑（三蝶捕）、小八梅（門）、鐵花掌、挖枝炳、揮天手、千斤打、二

貫手、踢掛（連夾掛）、擺馬回技、蟆仔洗面、戰蝶、破四門、燕子揮、雙拳打

掛八梅（門）、白蛇攬路、弓手、美人獻胸、飛燕、朝陽蝶、二刀獻肚、猛虎下

山、猛虎出林、雙龍出海、大搖、小搖、三戰、吊枝三戰、三戰騎狂、三戰隨、

推技、雙挾、單箭、六剪、大聖內外夾、腰踢、大聖過枝、四切手、連還手、八

踢、金雞獨立、白鶴展翅、飛鶴、大搖掛埋身、大抖手、雙切、猴子摘桃等。12 
 
 
 
 
 
 
 
 
 
 
 
 
 
 
 
 
 
 
 
 
 
 
 

                                                 
12 同上註。 



 
 
 
 
 
 

第三節、義英勤習堂 

 
由台中紀金選於 1924 年（民國十三年），揉合義英堂及勤習堂二門武技而

成。紀氏於 1917 年（時年 16 歲）入後龍義英堂門下，從白鶴師學俊鶴拳技。藝

成後，復拜員林勤習堂學太祖、大聖、獨腳鶴、兵器、獅藝等。 
紀金選傳紀文龍，再傳紀崑煌。此派祖師爺為俊鶴師祖、齊天大聖、觀音佛

祖、宋趙太祖、白眉師祖。有紀金選所撰聯「義俠由拳技始傳俊鶴，英名從武德

早授白眉」。早於民國六十年，紀文龍即就其門內武藝編撰有《最新技擊法》乙

書，並列入其本人從他處所學及心得，在台灣南派武館之中，可稱創舉。
13 

 

 

 

 

 

 

 

 

 

 

 

                                                 
13 參紀文龍著《最新技擊法》，自行發行，民 60 年。及本文作者訪談。 



 

 

 

 

 

 

 

 

 

 

 

 

 

 

 

 

 

第肆章、苗栗縣部份 

 

第一節、岳飛拳 



 

依據羅錦福紀錄之岳飛拳系統，現有記載的傳承資料，目前所知是由大陸（六

省拳王）陳博皮先生傳下。陳博皮得弟子當中，有鄧年生和鄒翼成二人先後過來

台灣，時間大約是在清末年間，最初鄧年生渡海來台賣人蔘，由苗栗竹南北上至

新竹關東橋二重埔林家附近。某日一群老人家看見鄧年生經過一條驚嚇的牛身

後，那牛提起腳往鄧年生踢去，鄧年生巧妙的以四兩撥千金技巧卸去來力，順勢

把牛撂倒，那群老人家就聘請鄧年生到林家祠堂教拳。一段時間後鄧年生返回大

陸，另由師兄鄒翼成來台在新竹一帶傳授岳飛拳。據耆老口述，鄒翼成拳術、醫

術、符術皆精通，也常行醫濟世，但幾年後，鄒翼成也返回大陸。 

 

鄧年生和鄒翼成有一弟子胡應山，新竹關東橋人，三十幾歲才學武。經過幾

年的苦學終得大成，胡應山便開始在新竹苗栗一帶傳授岳飛拳。據傳，當年從胡

應山學岳飛拳眾多，有二十八家鄉團武館聘請他，每一館約有四五十人，每人學

費是八十斤穀子，當時可謂不菲。胡應山以八十四高齡辭世，後繼弟子有陳祿廷，

陳阿英（阿英師）、謝阿厭、傳授此拳。但這些老前輩十幾年前也相繼謝世。目

前傳承岳飛拳者有陳睦雄、羅錦福、劉育拳等師傅。羅錦福始接觸流民拳和太祖

拳，爾後專習岳飛拳，其岳飛拳最初師承謝阿厭，但只學了五六路拳法，之後透

過謝阿厭之子謝阿祥引見得拜陳祿廷為師，又從陳祿廷口中得知岳飛拳有十五

路，而他也只學十二路，另外還有三路只有其師兄弟陳阿英學全。陳阿英偶爾也

會到陳祿廷家坐客，因此也認識了陳阿英。後來羅氏向陳阿英表示願拜他為師，

想學全最後三路拳法，但每次陳阿英師傅總是回答他以後在說，這一等就是八

年。經過多年的觀察，陳阿英師傅認定羅氏學習岳飛拳的決心，才答應收他寫徒。          
 
岳飛拳在台灣的第三代(胡應山為第一代)能學完全部的人並不多，只有羅氏

和他的師弟陳睦雄(陳阿英之子)學全。羅氏云：習武的情形是很辛苦的，以前為

搶水而大打出手，所以村裡的長輩都會請師傅來教功夫，以兼防身和消遣之用，

日據時代武禁森嚴，學拳都是在晚飯後，大約從七點到十點鐘。陳睦雄補充云：

當時學功夫沒那麼容易，一館四個月教你二套拳法和一套兵器，往往師傅只教你

兩三招手法，自己就要回去勤練一個星期。不但如此，家中所養的雞鴨，平時還

不捨得殺來吃，都等到師傅來時，用來款待。可見在當時社會下，武術師傅受到

的敬重。其師承表請參表九。14 

                                                 
14 羅錦福另跟廣西李建中學中醫，芎林魏金龍學太祖兵器，屬於「全盤師」。 





除了拳術，師傅也教傷科整復推拿，但那是學完拳之後的事，當然師傅不可

能無條件傳受給你。胡應山師傅有一冊藥書，內容記載著各類有關傷科穴位治療

的手法及藥方，在當時要獲得這一本書的代價是一萬元(民國四十幾年相當於一

甲田的價值)。而且還不多傳，一個地方頂多四五本而已，一萬元所買到的只是

一本藥書和幾種基本手法驗方，真正的口訣和經驗還要等到師傅即將閉上眼了，

才肯全部傳給你。胡應山之弟子中，陳阿英跟在身邊的時間最長，前後近五十年

所學也最齊備，據陳睦雄說，從前師傅很保守，拳法套路是公開教授但等到教「拆

手」時，就是師徒二人關在房子裡秘授，有些毒辣的手法不能公開教，否則一旦

出了人命師傅也將受到連累。像「七星過渡」「五里返陽」都是以重手打擊穴道，

會導致對方七孔出血的，當年他的父親陳阿英師傅在學拆手時，就有人爬到屋頂

掀屋瓦偷藝，像極了武俠小說情節。 
 
岳飛拳保存著長江流域的華中風範，手法較北派武術緊湊細密，身法又較南

派武術來的靈活，是一種不南不北的內家拳法俗稱「半軟半硬的軟馬拳」。岳飛

拳馬步是以三角馬為主馬，身法運動以前進後退為原則，以吞、吐、浮、沉為主

體，踢腿不多不過腰，步法有進有退。其它的步法有三角馬、半弓馬、丁字馬、

二字鉗羊馬、跌馬、坐馬、滑步、平腰探腿等為主。手法則以推、扥、勾、抓、

削、點、切、關、彈、拋、串、纏、為主法。 
 
其理法特徵以吞、吐、浮、沉、方、圓、扁、直、救、破、反、打十二字訣

為主法，強調以四兩撥千斤的方式，借力用力、消身閃打、剛柔相濟、以打救打、

以馬剋馬、踢打摔拿等技法。 
 

岳飛拳基本功之中，最重視的是三角滑步馬、手腳同出自如、纏手、發勁順

暢。三角馬是一腳尖朝前方，一腳尖朝左或右方紮馬蹲平。滑步是腳向前向後滑

行。三腳滑步馬就是三角馬加滑步，但必須練到向前向後出步收步自如才算完

成。纏手是雙手在身體周圍不停纏繞，隨身緊密化圓。發勁順暢強調手沒到前都

是柔的，到的瞬間發勁為剛。出拳講究如同雞嘴琢食般，快而有頓點之力。出腿

則站丁字步、後腿朝前快踢、但不能過腰，如同鶴腳。 
 

岳飛拳的套路共有十五路：一路雙頭管、二路大鵬展翅下、三路四門、四路

大鵬展翅上、五路蝴蝶馬、六路綿羊捲草、七路箭馬月、八八路箭法、九路八法

手、十路鐵九、十一路大鵬斜翅、十二路捲風頭、十三路金線纏腕、十四路珠子

串連、十五路鯉魚串腮。學完套路僅僅是一半，每教完一套拳，還得師傅把當中

的動作一一的拆解說明，俗稱拆手，才算是完全點破，真正瞭解其中的奧妙。 
 
拳術套路古樸簡易學習，每套拳都有各自要求重點，套路皆可拆解組合相

連。岳飛拳以三角馬為主要步法，強調跨膝相平，要求學習者馬步穩固，進退自



如，達到手眼身法步相隨，自然配合內外三合，三尖對照。八法吞吐浮沉方圓扁

直，八種法門岳飛拳藉由八法門，發揮其技擊技巧，救破反打踢打摔拿等技法。

而器械套路有：八仙棍、雙鐗等。 
 
 
岳飛拳實戰價值大，風格獨特，攻防合一，快速多變，靈活機動，剛柔並濟，

虛虛實實難以捉摸。15有五種用法：1.攻防合一 2.三管齊下 3.借力使力 4.聲東擊

西 5.以馬剋馬 6.救破反打。 

 

 

第二節、其他武藝內容 

 

苗栗市湯峯杞有特殊傳承如浙江拳師林一如的少林拳，廣東無名師的七步

拳，湯阿榮先生的猴拳，此外。頭份劉增福的方七娘拳，共有丁字、四門、龍新

步、禮樁等四套。以上在別處均不易見，已成為客家人的特有文化了。 

 

 

 

 

 

 

 

 

 

 

 

 

 

 

 

 

 

 

 

                                                 
15 以上主要參考羅錦福先生長子羅國誠之未刊稿，及本文作者訪談。羅錦福先生不幸於日前辭世。 



 

 

 

 

 

 

 

 

 

 

 

 

 

 

 

 

 

 

 

第伍章、結論 

 
我們經由調查發現，中部地區客家武術系統內容豐富，種類非常多元，技藝

水平相當高明，甚至極可能保存了許多稀有拳種，是客家文化重要內涵之一。就

台灣社會史的角度看，客家武術相當清楚明白，並且大量的影響了其他族群的武

術，在非客家部落之中傳衍甚廣。就台灣武術史的角度看，它不失舉足輕重的地

位，保留的多元豐富武術內容，更是武術史中珍貴的素材。就客家文化的角度看，

這彰顯了客家人在文教昌盛之外，事實上頗富尚武精神。我們認為，如果好好的

發揚客家武術，將使客家人的生活內容更豐富，文化內容更多采，並更能觀察到

客家族群文化在台灣與他族群文化的互動交融，及其重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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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一、勤習堂影片簡介 

 
編號 1.  1988 年，西螺勤習堂參拜大甲鎮瀾宮影像資料。此處資料內容相當多，

包括勤習堂之獅藝、武藝、陣勢等，更包括當年武館出陣的一些型態，如洗街（沿

路打連環過去），而後在街上打罟排場，入廟儀式，以及在廟場排場，可說較早

期的勤習堂的存真，又相當周全。 
 
 
編號 2.  2002 年由西螺埔心、西螺街等勤習堂的武藝獅藝內容。此資料乃西螺

當地「日月文教基金會」所攝製，攝影品質良好，內容相當齊全，具一定代表性。

但間雜有其他武館之武藝，必須加以分別。 

勤習堂武藝內容極為豐富而龐雜，乃台灣武術之主要寶庫之一，並可見其古樸之

特性，此資料可為代表。 
 

 

 

 

 

 

 



 

 

 

 

 

 

 

 

 

 

 

 

 

 

 

 

 

 

 



 

 

 

 

 

 

 

 

 

 

 

 

 

 

 

 

 

 

 



 

 

 

 

 

 

 

 

 

 

 

 

 

 

 

 

 

二、振興社影片簡介 

 
編號 1.  2005 年，由台中縣大安鄉海墘振興社所攝之振興社獅藝、空拳套路、



兵器及對打等。此影像資料極可能是目前最完整的振興社獅藝、武藝之內容紀

錄。概目前，包括振興社發源地西螺，由於老成凋零，傳習斷層，全部振興社獅

藝、武藝之內容難得全貌。海墘振興社因謂因緣際會，有一批四十至五十歲之青

壯輩，尚富年強，自幼即習振興社武藝，加以近五六年來，所謂「大甲五十三庄

武藝文化」成為「大甲鎮瀾宮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之要角，大安鄉海墘乃五十

三庄之一，在「大甲媽」熱潮之下，海墘的振興社好漢們充滿激情，乃到處蒐羅

振興社武藝，故對於振興社武藝內容，海墘反成為保存最稱完整之據點，又 2005
年在文建會補助下，方能攝製此一影片，攝影效果良好，難能可貴，甚富代表性。 
 
編號 2.  1996 年，振興社彰化團出陣排場影像資料。振興社彰化團主要由陳炎

順所傳，陳炎順直接師承蔡秋風之徒吳幸，乃振興社嫡傳第三代，可說去古未遠，

應該相當可以作為振興社武藝原來風貌之重要參考。觀其中演武之馬步及出肢之

技法，迥異於許多別派武術系統，相當具代表性及珍貴性。此外，可以觀察當時

廟會原貌。 
 
編號 3.  1988 年西螺振興社出陣參拜大甲鎮瀾宮媽祖之影像資料，攝於約 18 年

前，彌足珍貴。其中包括西螺振興社部份武藝及獅藝，特別有著名之師父示範振

興社「丈二」，技藝高超相當獨特，可為台灣具特異性的兵器「丈二」的研究參

考資料。 

 
編號 4.  2002 年振興社彰化團無底廟老師傅陳炎順訪談及親自示範振興社獨特

「揉手」手法，其數名得意弟子示範武藝。此資料可為研究振興社武藝之重要參

考資料，因為所示範者均是武藝的代表性人物，並且錄像比較清晰。 
 
編號 5.  2003 年西螺大茄苳振興社獅藝及武藝內容。西螺振興社之武藝內容為

何，此資料可為參考，因目前西螺雖為發源地，但傳承凋零，也不易見。 
 
編號 6.  2004 年嘉義武德館之金鷹拳。嘉義武德館之鄭家及東石蔡家，源出阿

水師，乃與振興社武藝內容系出同源而又另樹一派，可為對照研究參考資料。 
 

 

 

 

 

 

 

 

 



 

 

 

 

 

 

 

 

 

 

 

 

 

 

 

 

 

 

 

 

 

 



 

 

 

 

 

 

 

 

 

 

 

 

 

 

 

 

 

 

 



 

 

三、武野館影片簡介 

 
武野館乃雲林縣崙背鄉之詔安客武藝系統。此資料紀錄其大部分武藝內容，特別

是其客家開口獅。 
 

 

 

 

 

 

 

 

 

 

 

 

 

 

 

 

 

 

 

 

 

 

 

 

 

 

 

 

 



 

 

 

 

 

 

 

 

 

 

 

 

 

 

 

 

 

 

 

 

 

 

 

 

 

 



 

 

 

 

 

 

 

 

 

 

 

 

 

 

 

 

 

 

 



 

 

 

 

 

五、鳳山館影片簡介 

 
鳳山館乃雲林縣大埤鄉、斗南鎮之詔安客武藝系統。此資料紀錄其武藝及獅藝。 
 

 
 
 
 
 
 
 
 
 
 
 
 
 
 
 
 
 
 
 
 
 
 
 



 
 
 
 
 
 
 
 
 
 
 
 
 
 
 
 
 
 
 
 
 

 

 

 

 

 

 

 

 

 



 

 

 

 

 

 

 

 

 

 

 

 

 

 

 

 

 

 

 



 

 

 

 

 

 

 

 

 

六、同義堂影片簡介 

 
編號 1.  約 1995 年左右，由竹山鎮的羅子龍示範。同義堂武術目前不易窺見，

概同義堂由羅乾章傳下之後，武術並不成系統，而且各人所傳又皆有所異，故目

前對同義堂武術無法有較完整的看法。惟此資料由羅子龍示範，可以清楚看出同

義堂之武術屬於廣東洪拳系統，與其他台灣大部分之福建拳迥異。 
 
編號 2.  同義堂獅藝之全部內容，同義堂相當以其獅藝自豪。此資料乃地方有線

電視台之錄製節目，故攝影效果較佳。由羅子龍門下示範有關該堂之獅藝，內容

已相當齊全。 
 
編號 3.  2006 年，彰化永靖鄉福佬客（饒平客）之同義堂重要傳人楊六龍訪談。

說明同義堂之源。並有楊六龍之長子楊猛示範同義堂武藝特徵及獅藝要領，並有

當地饒平祖祠之採訪。 
 
編號 4.  2001 年，同義堂羅子龍講授該系武藝之特徵。 

 
 
 



 
 
 
 
 
 
 
 
 
 
 
 
 
 
 
 
 
 
 
 
 
 
 
 
 
 
 
 
 
 

 

 

 

 



 

 

 

 

 

 

 

 

 

 

 

 

 

 

 

 

 

 

 



 

 

 

 

 

 

 

 

 

 

 

 

 

 

七、欽習堂影片簡介 

 
編號 1.  2001 年，欽習堂源出勤習堂，復以地處海濱一隅之台中縣大安鄉龜殼、

埔頭等，乃偏遠之鄉下，故相較於發源地西螺之勤習堂，欽習堂反倒保存了比較

多的原始風貌，間有西螺本身失傳的東西，誠所謂「禮失求諸野」。 

本資料、特別是欽習堂主要傳人之一，陳安腦老師傅示範的拳母，乃少數欽習堂

乙系所存古樸原型，甚是珍貴。 
此外，並有欽習堂比較拿手的空拳、兵器、以及特具代表性的丈二。 
 



 
編號 2.  2000 年，欽習堂之創始者乃習藝於勤習堂又別子為宗的林炮（老炮師），

這在早期台灣武林是很難得的。蓋當年江湖規矩，想自立門戶並非易事，特別是

當年勤習堂勢力龐大之下，更是艱難。此外，陳安腦更示範了拳母的要領，另有

欽習堂的鼓藝、兵器、丈二、以及出陣的兵器仗法。 
 
編號 3.  2001 年，欽習堂之空拳及兵器，由陳安腦的嫡孫及得意門生示範，並

示範了「九尺仔」的對絆（對練），在台灣武術史上難得一見。 
 

編號 4.  2002 年，由「九尺仔」帶領之八卦連環陣完整重現，碩果僅存。 

 
編號 5.  2001 年，八卦連環陣（缺九尺仔），由青壯輩示範。 

 

編號 6.  2006 年，欽習堂高手梁其隆示範的空拳，能充分表現欽習堂武藝特徵，

乃重要參考資料。 
 
 
 
 
 
 
 
 
 
 
 
 
 
 
 
 
 
 
 
 
 
 

 



 

 

 

 

 

 

 

 

 

 

 

 

 

 

 

 

 

 

 



 

 

 

 

 

 

 

 

 

 

 

 

 

 

 

 

 

八、玉麟影片簡介 

 
編號 1.  約 1991 年左右，大甲庄尾玉麟獅藝、武藝及兵器部份內容。源於新竹



市之台中縣市玉麟金獅陣系統有四個主要分支，大甲益師乙系，豐原東山堂乙

系，台中市旱溪集賢堂乙系，台中市十甲集和堂乙系。大甲庄尾乃益師乙系中保

存武藝內容最龐雜者，可為代表，而此一資料約十五六年前所攝，雖只是部份內

容，但已相當齊全。乃研究「新竹種」之玉麟武藝重要參考資料。 
 
編號 2.  2002 年，豐原東山堂乙系，包括入廟、拜獅（雙獅）、排場之禮儀及武

藝內容，包括空拳、氣功、獨門兵器台灣五節鞭、三節鞭，以及獨到之丈二。東

山堂武藝精湛，技藝高超，相當優質。其武藝特徵明顯，乃源出「永春白鶴拳」，

亦屬古樸，在台灣武術史上居一代表性之地位，特別可以補大陸方面之不足。此

外，此資料乃豐原媽祖廟會之過程，更可以看出豐原與大甲、台中市玉麟之友好

情形。 

 
編號 3.  2002 年，大甲媽祖出城，玉麟金獅陣出陣紀實。除了武藝之精華盡現

之外，包括樣牌（古老的練法）、猴拳、丈二等，更可見媽祖廟會武館出陣文化。 
 
編號 4.  2004 年，台中市十甲集和堂玉麟金獅陣之武藝、獅藝。特別台灣獅之

「武八卦」全台僅見，深富民俗學之意義，更可為台灣獅陣獨具之除煞驅邪、祈

福招安功能的研究參考。此資料尚能見武館與當地社區互動之紀實。 
 
編號 5.  2004 年，台中市旱溪集賢堂玉麟之老師傅曾火生（波師）說明武館源

由及示範拳術特徵。此系已花果飄零，老師傅曾火生也於年前逝世。 
 
 
 
 
 
 
 
 
 
 
 
 
 
 
 
 
 



 
 
 
 
 
 
 

 

 

 

 

 

 

 

 

 

 

 

 

 

 

 

 



 

 

 

 

 

 

 

 

 

 

 

 

 

 

 

 

 

 

 



九、苗栗縣客家拳影片簡介 

 

一、岳飛拳 

 

編號 1.  由頭份岳飛拳重要傳人羅錦福示範岳飛拳拳路，並示範岳飛拳用法。羅

氏於接受採訪後閱月即因故亡逝。 
 

編號 2.  羅錦福示範「方七娘拳」，以及岳飛拳要領。 
  
編號 3.  由羅錦福長子羅國誠示範岳飛拳重要兵器單頭棰及雙鐗。 
 
 

 

 

 

 

二、湯峯杞及其長兄湯阿榮。 

 

猴拳、少林拳、七步拳套路以及岳飛拳用法。湯氏為客籍人士武術愛好者，除岳

飛拳之外，尚負絕學，別處不易一見，已成客家人士所獨有之武術矣！ 

 

 

 

 

 

 
 
 
 
 



 
 
 
 
 
 
 
 

 

 

 

 

 

 

 

 

 

 

 

 

 

 

 



 

 

 

 

 

 

 

 

 

 

 

 

十、銅人簿說明 

 
一、西螺勤習堂街仔館廖大猛之師父所傳銅人簿。中載方春白鶴拳乙系之傳承表

等，並載明了福建省東山鄉所傳等等。 
 
二、大甲郭燕益乙系之玉麟金獅陣銅人簿，乃郭燕益之孫郭丁貴所傳。中載有玉

麟所祀祖師爺及生辰，概祖師爺即拳術門派判準之一。 
 
三、振興社彰化團之武藝與獅藝內容，由陳炎順之首徒劉國良所撰，是一本「現

代銅人簿」。 
 

四、振興社早期銅人簿，明載蔡秋風人名，於振興社源流考大有裨益。立於昭和

六年並有描寫早期陣頭之圖畫。無名氏傳。 



 
五、欽習堂銅人簿，由陳安腦老師傅手抄。記載全部武藝內容及珍貴的八卦連環

陣。 
 
六、斗南附近西螺欽習堂門人所傳銅人簿，卻寫成「白東南簿」，何故？待考。

應立於民國五十六年（丁末年）。 

 
七、義英勤習堂銅人簿。 
 
八、豐原東山堂玉麟銅人簿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