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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部地區客家武藝文化田野調查研究計畫 
 

郭應哲  邱文頊   

 
 

 
 

摘要： 

 
台灣北部客家武術，經田野調查發現，不只內容豐富，且對台灣武術具有極

為重大影響，實乃客家旅群瑰麗豐采之文化資產，值得大加宣揚推廣。特別大部

北部客家武術均面臨失傳斷層的危機，並與當前社會有所脫節，此是必需面對解

決之重大問題。 
北部地區客家武術依其系統略有：一、桃園八德地區之邱家太祖拳，二、桃

園地區之流民拳，三、桃園地區之岳家拳（或稱岳家門），四、新竹縣鄭家拳，

今以芎林下山村之張家傳承，五、新竹市青草湖金獅陣（館號或稱玉麟），六、

新竹市廣東國術館。此外出生於新竹市，目前居住桃園龍潭之林禮懋老師，固有

家傳客家拳，但更為豐富的是其一身技藝（含武藝及獅藝），其自認只要能貫注

客家人智慧及精神之武術即可稱為客家武術，故將其所有技藝均列入客家拳。另

外來自山東之新竹縣吳錦園先生八卦掌，雖乃民國 38 年才渡海來台，但吳錦園

終其一身，均在新竹縣客家地區授藝，目前其門下亦以客家人居多，故其嫡傳掌

門表示，來自山東渡海來台之中國三大名拳完整嫡傳乙系「程派高式八卦掌」，

亦已是客家拳矣，亦可采之。 
此次最大發現是桃園八德邱家太祖拳與西螺七欠「勤習堂」之大祖拳不惟同

出福建漳州紹安，且拳術風格極為類似，在台武術多以太祖拳為大宗，經此比對，

竟可謂「太祖出自客家」，然則客家武術在台灣武術之內容及源流上，所占極大

之比重，是可確定的。 
 

    
 
關鍵字：客家、武術、詔安客、饒平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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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桃園縣八德鄉邱家太祖拳 

  此系乃詔安客家拳，自名太祖拳，與另一支著名的詔安客家太祖拳－雲林縣

西螺七欠「勤習堂」－幾乎同出一系。而西螺「勤習堂」太祖拳在台灣武術史上

享有盛名，而此系在桃園、新竹、台北一帶，目前雖較式微，但昔日亦影響廣大。

西螺「勤習堂」乃詔安官陂廖氏（生廖死張），而桃園八德之邱家，雖早居饒平

而移居詔安秀篆。均屬於詔客家，亦所謂「漳州客」之屬，故此系目前雖式微，

然與西螺「勤習堂」合觀，幾可得出－台灣武術史之大發現，亦即：台灣武術內

容之大宗「太祖拳」，實乃「客家拳」。唯因詔安客早被視為「福佬」（閩南），本

身往往亦不明源出客屬。（「勤習堂」與邱家太祖－始亦均不知本身是客家），故

被視為流傳於閩南族群。致使「太祖源出客家」之理不明。今經中部及北部客家

武術調查之比較發現，使「太祖源出客家」再明，殊為台灣武術史之重大發現。 

  八德邱家，依其家譜所載，在大陸時期，由始祖烋公，傳二世成實公，由閩

入粵，故成實公乃開饒之大祖。但家譜載日：「我祖歸饒，不自饒始，不自饒止」，

至十二世伯順公，又遷詔安，為詔安一世祖。自詔安一祖伯順公再傳第十一世思

可，為「邱大公」，葬「新屋裡崗」。十二世欽文，亦稱「邱大公」，葬「馬水塘

羗母窠」。十三世法，稱「邱二公」，十四世詩艾，亦稱「邱二公」。而實乃十三

世強芝，攜二子渡台，為渡台祖。強芝系十二世僖文之後，非出欽文，然譜載葬

於台地可考者乃思可及欽文耳。另譜有載十三世國沾者，曾儶款回大陸蓋祖祠。

故明確可知至少十三世邱即已渡台。 

  譜又載，代代相傳至十七世石生（阿琳）生十八世佛彩，而邱家太祖由佛彩

奠定並發揚之。佛彩傳十九世共十房，子息孳盛而武館勢力盛矣，適及新竹、桃

園及台北縣。 

  十八世佛彩公富有家產，故各地好手均有交游，能藝甚多，以太祖為宗，拳

套依二十世邱顯慶所云，乃有三戰、七步底、西步半、倒座蓮、姑娘拳（如姑娘

梳妝、姑娘溜腳白）、白馬獻蹄。有猴拳，附姑娘拳之內。又依邱廣盛所補，有

永春四門。另有鶴法，發勁參架子，此法，內力遂成。丹田可自然呼吸之下而能

承受撞擊。蹲步亦富變化，原八字馬可轉為丁字馬（又稱椅橑馬），而墓牌身頓

成椅橑身，實乃發勁之法。一般所授，先由太祖入，再教以「鶴法」，則能生「脆

力」矣。 

其獅藝原為「開口桶仔獅」，後來為求更加威猛，乃改為青頭獅。然特值注意者，

其昔日之「開口桶仔獅」是雙手舉獅頭，與新竹縣、苗粟縣客家獅藝雖同為開口

獅系統，但後二者乃單手舉獅頭有所不同。卻類同雲林縣詔安開口獅，此或另一

佐證，即桃園邱家太祖與雲林詔安客屬確極相近。 

  此系所傳大略為：新竹樹林頭、舊港（南寮）、淮仔埔。桃園八塊（八德），

埔頂、頂下社、舊路林（龜山）；迴龍。大溪內柵、頭寮、湳仔溝等地。所傳以

佛彩第五子連興師及第八子阿掭師（喜遊江湖之意）傳較多，其譜系如附。 

台灣武林名人陳九龍，即出自此系。陳九龍是佛彩所傳二房的女婿，原為台北吳

 5



大朝徒，再跟八房邱騰學藝。胖大有力，後去大陸十八年，據稱未逢敵手，有顯

露驚人硬氣功之照片傳世。在大陸漳州另娶妻生子，立武館，聲名顯赫，後返台

亡故，在台之子陳朝發在花蓮警界任職，故葬於花蓮。陳九龍有再傳於新加坡。

名陳蘇藤。可見其威名。 

 

 

說明：民國二十年陳九龍在漳州表演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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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流民拳 

台灣流民拳主要由新竹關西畚箕窩山的范炎老師傅傳承下來，范老師傅幼年時學

習過多樣不同派別之拳術，其中向唐山師傅－高山大老先生，學習「流民拳」，

為流民拳在台第一代，主要流傳在新竹及桃園龍潭一帶的客家庄。流民拳注重速

戰速決，招不過三，所在訓練講究實戰技巧，練功注重腰馬鍛鍊，強化身體素質

及發力勁道，此外，著重於實戰對打之練習，較少一般常見之套路訓練，是傳統

武術中相當特殊的一個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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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岳家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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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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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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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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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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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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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新竹市廣東國術館 

此系拳種自稱為少林拳、洪拳，觀之均不類閩南部落或漳州客家拳乙系，腳

步較靈活，拳式亦較樸實，故可暫時依其自稱定名，即為洪拳乙系，因難以歸納

入任何其他拳種。其拳套略有：三戰(拳母)及七步仔、龍身返手等，而猴拳據稱

失傳。此外兵器套路及對練甚為豐富，故乃屬較接近武陣之性質。 
此外，此系之開口獅，技藝高超，姿態優美，而鑼鼓優雅，過於大部分其他

客家獅團體。(附上其開口獅資料，見台中市文化局之展覽資料)特別值得稱道。

其獅藝單手舞開口獅，展藝乃稱標準之「水蛇游」搭以大面佛及猴(小面)，可觀，

鑼鼓、嗩吶，更有豐富，可能係漢樂系統。 
據傳此系老師父名江石清，今存 86 歲，於 76 歲亡故，有外孫名羅玉雲(61

歲)，目前亦館中成員。江石清有一師兄弟，名黃金河，住花蓮。江之師父即唐

山師，館中之藝，除將所傳之外，另有江之師兄弟共同傳授。今將此館某次表演

之節目單如附，以示該館目前成員及組織，以及武藝獅藝內容，並其活動之ㄧ般。 
此系之行拳排場，列有請演武場一圈之禮，觀諸新竹縣芎林鄉鄭、黃、丘三

家之拳系略同，表達了客家人崇禮尊古之精神，並富溫雅情調，武陣之中，尚有

文藝。拳式古樸簡捷，無花招，兵器則實在牢靠，如齊眉棍粗如鵝卵，亦充分表

現客家人實戰尚武之風。 
 
 

附錄：客家盒仔獅： 

開口獅，形類豬，鼻尤肖，故又稱豬鼻獅。漆成

青色者，為公獅。出則鬥狠；漆成黃色者，表母

獅，不與人相拼。傳自新竹市江石清老師（今存

82 歲）。此獅舞來漫妙活潑，尤其開口獅多賴單手

之力，臂力要大。多搭以大面佛及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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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新竹市青草湖金獅陣 

此系為永春白鶴系統，所舞之獅頭，亦為例被視為客家獅之開口獅。其拳套

計有：七星仔(拳母)，北梅(或稱北門)，大搖、小搖、飛鶴、煽鶴。詳究其全數

特徵，大略為：(補入大甲書)。發勁均靠”肚力”，走的是由內練到外的氣功拳路

子，確為相當高級之武術。其舞獅之鑼鼓點及技法，亦多獨特。鑼鼓點甚為沉穩

肅穆，有古樸之風格，舞獅若”水蛇游”之技，腳步也比較活潑。此系之傳承表略

為： 
 

金獅
(今年約為五十歲)

(唐山師，在新竹公館擔任林姓護院)

李俊卿
(今存約百二、三十歲)

林火土
(今存約百歲)

(伯)
林明輝(兄)

林明焜(弟)

(侄)

林火土亡前，因擔心金
獅陣解善，乃請徒弟組
成「佛宗會」，請佛祖
做主。

新竹市青草湖金獅陣傳承表

 

然此系在今之新竹市青草湖雖尚有傳人，並且在每年新竹城隍爺廟會上能出

陣，但武藝內容及獅藝，則瀕臨失傳，所幸就田調所考，此系在台中縣市多有傳

承，計有：台中市十甲集合堂、台中市旱溪集賢堂，台中縣豐原市東山堂，台中

縣大甲鎮玉麟金獅陣。要者，在台中縣市之傳承，均以「玉麟」為館號，而且傳

承內容不論拳藝或獅藝，故甚為完整。 
今將台中縣市之傳承內容，以台中市十甲玉麟金獅陣為例，附錄於後，則可

見一斑。在當前新竹市青草湖不易見到傳承之下，唯有如此，並希望爾後能再由

中部地區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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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章：新竹縣芎林鄉之客家姓氏拳(鄭家拳) 

一般來說，芎林有鄭、黃、田三家之拳，依據拳種判斷，可歸為太祖乙系，

獅乃開口獅，目前所可訪者，乃承自鄭家拳之下山村獅陣(沒有館號)。 
芎林鄉下山村獅陣，乃張石富老師父(民 15 年生)承襲自亦下山村鄭家拳之

傳人鄭述喜先生(人稱阿善伯，因為人慈善謙虛故，今存有一百十多歲)。現今則

以「新竹縣體育會獅藝委員會」為名義，對外活動。主要人物有張健銨、張進寶

等人，牽以張家為主幹。此處體現一個新竹縣客家拳，亦為一般客加權之特徵，

也就是以家族為單位，有極為濃厚保守之傳統中國文化特徵，故我們可名為姓氏

拳。故無館號。 
其拳套名稱如高馬四門，低馬四門等。不論演練空拳或兵器，例要走「七星

步」，因此與新竹市青草湖金獅陣傳台中縣市之玉麟金獅陣雷同，推斷至少應為

新竹地區客家武術之獨特特徵。 
因為鄉村武陣形勢，故許多拳藝及兵器非常生活化，要之，表達出客家人尊

古好禮及生活勤僕、生活不易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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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其他武術家－林禮楙老師 

  林禮楙老師是在台客藉極為重要武術家，故其武藝內容，雖大部份非客屬，

但仍可視為客家武術，固其所能之藝，在台亦稱少見。主要有廣西少林拳、廣東

洪拳、周家拳及家傳客家拳。 
  林禮楙老師家傳客家武術，由乃祖林阿貴（師承范彬）所傳，拳套略有：八

發箭、仰手四門、十字四門。另有客家戰陣，特別「牌帶刀」之藝極精，與一般

藤牌刀極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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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邱家太祖拳傳承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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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1.〈華中風格的台灣客家岳飛拳〉，羅國誠著，摘錄自《華中武學初探》P127~P136，
2007 年 7 月逸文武術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2.〈記台灣岳飛宗師-羅錦福師傅〉，羅國誠著，摘錄自《華中武學初探》

P137~P142，2007 年 7 月逸文武術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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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集和堂小史-台中市十甲集和堂玉麟金獅陣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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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林禮楙老師技藝傳承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