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家武术试论

客家人重视文教，这是研究界众所周知的事。然而，客家人崇
尚武术，却很少被人阐述。在此试作粗浅论述。

一、客家与武术的姻缘关系

客家崇尚武术，可以说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现实基
础。客家人祖先大多为中原人氏，而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群雄
争霸与兵家逐鹿之地。早在远古传说时代，黄帝称主中原之前与
蛋尤、共工所领导的部族相争而发生的几次重大战役—阪泉大
战、琢鹿之役和冀州大捷等等，其战场都是在中原地区。所以，客
家先祖自降生以来，就经常领略乃至深深体会了刀光剑影、血火相
间的世面，从而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深深烙上了借武生存和以武争
霸的观念。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发生的无论是
诸候相争、农民暴动，还是异族人主、外寇掠侵，都将占据中原作为
重要目标乃至关键的手段。因此，处于烽火叠起、兵戈相扰的古代
中原人民，他们长期以来就为保家卫族或防御外患而殊死抗争。
这种生活经历与事业追求，在古代社会除了必具热爱故土和精忠
报国的主观意志外，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依赖强健的体魄特别是精
湛的武艺去实践和表现。因此，客家先祖早在南迁之前，就已饱尝
了兵刃溅血和残忍杀戳的悲惨，以及横刀立马和冲锋陷阵的豪壮，
从而使他们比别的地区和民系的人氏，都更能体会和认识到武术
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和价值。可以说，客家人尚武的观念就是孕
育于古代中原的血火相映与剑盾撞击之中;能攻善守、富于实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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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并兼有健身壮体的北方中原武艺，就是客家武术的根基。近现

代客家武术的不少门派，还保留着某些北方武术和成份，如流传于

客家地区南拳“朱家教”，它不仅讲求“拳路”，而且还配合相当多的

“腿功”，这无疑是对北方武术观念的继承。

然而，客家武术所以能自成气侯并独树一帜，却有赖于客家人

的漫长迁徙经历和在穷山恶水中的艰苦拓垦生活。众所周知:客

家人所以会由中原人氏而成为南方山区的一支汉族民系，其原因

是因为他们祖先大约从晋朝开始，经历了五次以上因异族人侵或

朝廷内江及农民起义等所引起的战乱和灾难，逐步从中原而江南

而闽粤赣边区以及华南和西南山区乃至海外。在这些迁徙过程

中，由于兵荒马乱，盗匪四起，自然离不开武艺以自卫，特别是当他

们落居于闽赣边区及其他终点站之后，由于这些地方在客家人到

来之前都是原始荒凉的丛林山地，居住的都是民风强悍、尚武好斗

的土著居民，后者对于进人他们领地的客家人自然充满敌意，所

以，难免会与客家人发生冲突和争斗;另外，在客家人所居的这些

地方，由于地理偏僻，交通闭塞，以致国法难及，加之“山多田少”、

“山贫地瘩”而难以谋生，容易滋生一些好闲不法分子打劫掠夺。

所以，居住在这种险恶和不安的环境之中，如果要得以生存和发

展，就必须有一整套自我防御的建设。其中普及武风自然是最基

本的科目。因此，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客家先民不仅年壮者需要重

操昔日中原所传的武艺，而且年幼者也必须练就一身攻防的本领。

这样一来，客家人对于中原带来的武术不仅不会舍弃，反而还将得

以进一步的巩固和普及。所以，据有关资料记载:“到清末民初时

期，一般客家宗族聚居地方的乡里，学习武术者约有70%左右。

无论农工商贾，都有几套拳脚防身，甚至青年学子，暇时也兼习拳

技，以防御外侮。”(《客家武术谈》，新加坡((联合晚报》1985年n月

l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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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客家武术的声名和意义不仅在于它的“量”，还有关它的

“质”。客家先民从中原往南迁徙时，由于一方面沿途难免与当地
的盗寇和恶霸冲突;另一方面又在留居之地长期与土著交锋，这

样，从中原带来的武艺，在长期的沿途交战和在新的环境实践中，
难免因博采众长和因地制宜而发生变异。所以，发展到以后，客家
武术的不少种类都不同于原来中原的套路和技法，而走向自成门
户和派别。客家武术中这种自成门派的技艺非常众多，据笔者考

察，不仅南拳“洪、刘、蔡、李、莫”五大家中至少“洪、蔡、李”三家与
之有关(下面详谈);而且还有许多诸如“吴家教”、“刁家教”、“朱家
教”、“罗家教”、“钟家教”、“李家教”等不只工于拳法还兼别类武艺
的派别。所以说，客家武术还有它一定的自身特色，从而使它在中
华武林中得以光彩照人，引人注目。

二、客家民俗中的武术因素

客家尚武不仅在理论上能“自圆其说”，而且事实上在客家人

现实生活中了也如此实践和表现。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客家各类
民俗事象中都浸透着武术的因素。

1
. 谚语和俗语中的武术因素

谚语和俗语作为民俗的一个项目，它的形式虽然简短:长则几
句、短则一句，但是，其中所含内容却是非常真实和客观。它往往
反映了民众对某种生活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所以，它最忠实和直接
地体现着人民对某种生活的意见或认识。在客家人中流传的谚语
和俗语，就有许多折射了武术的因子:

①拳头大，拳头硬，拳头打穿壁。

(说明拳功不错，有力量。)

②功夫照试，酒照尝，豆腐照(照样)拼。

(说明有胆量，敢作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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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

(说明习武必须持之以恒。)

④拳打三，脚打七，目珠(眼睛)打十一。

(说明斗武要机智敏捷。)

⑤功夫莫生事，手艺不误身。

(说明要讲武德。)

⑥唔怕(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

(说明武艺要专，不要耍花架子。)

这些谚语和俗语，虽然有的在日常生活中只是用以比喻说明

某些生活方面的哲理，而不仅仅用于武术场合的事情，譬如“拳打

三、脚打七，目珠打十一”这句俗语，就常用于教育人做事不要呆板

而须灵活迅捷，但是，如果创作这些谚语和俗语的人没有了解或体

验它们表层意思所含的武术原理，则是绝不可能以它来表现有关

生活哲理的;而接受者如果不理解或不认识武术方面的知识，也难

以领会它所容的内涵，从而难达到受教育的意义的作用。因此，我

们从这些谚语和俗语所表现的武术技理和有关武德思想可以看

出，客家人是相当熟悉武术甚至有相当的武术涵养的。

2. 故事和传说中的武术因素

文艺是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它来源于生活中的客观现

象。特别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更是对社会现实的忠实反映。客家

地区流传的故事与传说，自然是客观反映了当地的生活，而其中却

有不少是反映武术事象的:

①客家地区有个广为流传的《雄牛脱扼》故事，虽然讲述者讲

述它时多在说明族亲的重要的场合，因为客家很重视族缘的亲密

与团结，谚云:“亲有三代，族有万年”，“一代亲，二代表，三代闲了

了”等就是强调族亲的重要。但是，这个故事的内容却纯粹是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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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武的。为便于叙述，我们姑且将故事中两个比武者的姓氏命为
甲与乙。它说:有甲乙两位武术高手，江湖上狭路相逢便厮杀起
来。甲所用的兵器是钩刀，乙用的是长枪。两人武艺相当，一来一
往，一攻一防，杀得天昏地暗，难解难分。最后斗到精疲力尽，定格
在甲将钩刀架在乙的后脖子上，乙将矛头顶在甲的脖颈前，相持多
时都不知所措。这时，围观者中有个乙姓武师，大喊一声:“雄牛脱
扼!”乙武夫恍然大悟，将头轻轻往前一低并绕了一下，然后猛力一
刺，将甲武夫毙命⋯⋯

②还有一个也常在强调族缘重要的场合中讲的《吕妃助亲》的
故事。它说有位姓吕的武状元，身材高大魁武，十八般武艺无所不
通，进京考试时，被一位受宠的吕姓皇娘知晓。她有欲助他一臂之
力，暗地里将考试科目透露给他。谁知隔墙有耳，此事被同期考生
知晓。大家为排挤这位最可怕的竟争者，都想方设法暗算他。这
位吕姓考生也真聪明，把手用缎带包扎起来，装着手臂受伤，以躲
过众人在考场外的暗算。但临考那天，还是有人串通考官，把赛的
石狮涂上油蜡。吕姓考生不知其情，当考官大喊:“吕某试举!”他
健步来到石狮旁，先解下臂上绑带，然后站稳马步，大吼一声，奋力
将石狮举过头顶。这时，石狮直往下滑，难以坚持。当石狮将要滑
到地上时，他急中生智，突然起脚用力踢去，只见石狮骨溜溜滚出
几尺远。这一举动，惊呆了在旁的考官，问何种招术，答曰:“狮子
滚球。”观试的皇上见闻，龙颜大悦，当即钦点为状元⋯⋯

③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第
一辑)，有则补白叫《教师怕柴月》故事。它说:曾经有位武术教师，
因出师不久，死遵师传，不讲随机应变。有一天惹火了一位卖柴的
樵夫，争吵中动起了手脚。那武师自恃功夫在身，扎好马步，出招
迎敌。樵夫捡起柴月左右开弓，不断仍来。那武师从未见此打法，
所学功夫全然无法用上，最后只得认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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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故事，其内容当然是源于客家地区的生活，不可能是

客家不知武术而凭空捏造。笔者曾查阅一些关于客家武林人物事

迹的史料，发现其中第二则即可能源于清代武士徐庆超的事迹。

据《梅州人物传》记载:徐庆超，字星溪，家名徐狗四，广东蕉岭人，

乾隆六十年登武进士，授蓝翎侍卫，嘉庆五年授闽浙督标右营守

备，道光九年迁闽浙陆路总兵。他考武进士的情况与《吕妃助亲》

极为相似。“吕”“徐”可能只因谐音而误传;将进士说成状元，则恐

怕因为一方面民间认为两者都是科举而得，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民

间采用夸张以抬高其身位;至于传说中加人史籍中没有的吕皇娘

的帮助，那是因为民间故事讲究情节的戏剧性和曲折性而添人适

当水份，以及讲述者为强调族亲重要所致。所以，我们认为这则故

事的原型极可能就是徐庆超的事迹。

3. 民风与习俗中的武术因素

客家人不仅在口头讲述民俗事象中体现出武术因素，而且在

活生生的民俗活动中也表现武术事迹。在此，我们举走江湖者“打

花”和节日活动中的“国术表演”作为说明。

客家地区山贫地膺，有的人便以走江湖卖膏药为业。这些走

江湖者往往都有几套功夫。虽然他们都对围观者说:“膏药是真，

功夫是假�。”其实正好相反。在这些“功夫”中，且不谈舞刀弄枪、摔

打滚爬等是关于武术的动作，其中基本一致的是，几乎所有客家走

江湖的人都会耍一种“打陀”功夫。所谓“打陀”，就是在一个小铁

锥上拴一条长绳，表演者手握绳子，将论往前甩去。这套招术显然

类似镖术，但不同而奇妙的是，“打陀”者尽管绳子很长，他却可随

意甩近甩远，并且是按既定的空中就收回。这种方法是用于变把

戏时赶开围得太近的观众而占有适当的空间以便于做生意的，因

为走江湖变把戏时，往往吃喝一阵或舞弄一番之后，就会围上许多

观众把场地围得狭小，这时，表演者就得先“打陀”，把观众赶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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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于是他朝围在前面的人甩起铁锥。在“打陀”时，围在前面的
观众见铁锥正面疾急飞来，但正好飞到鼻前一寸左右后就收回了，
吓得连忙后退。这种功夫非常惊险，如精神不集中，用力不适当，
或者收手不及时，都会让观众受伤或毙命，所以，客家有句说明不
要逞能或不懂装懂的俗语叫“没功夫莫打碗”。可见客家走江湖者
不要说以刀枪棍棒表演吸引观众和顾客的人要有几套真功夫，就
是一般走江湖的“打花”技俩也要苦练几载。

至于节日特别是春节、元宵和中秋时节的活动，其内容则更多
武术的因素，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国术表演”。就此，台湾学者陈述
忆其家乡闽西上杭的“国术表演”而维妙维肖写道:“⋯⋯国术表
演，大致有单人徒手与双人徒手，及把头、钩刀、关刀、单双木棍、单
双刀、铁尺;此外，还有倒立行走、跳桌等节目。开始表演单人拳，
继则双拳对决，然后依次单木棍表演、双木棍对打。双木棍对打，
劈劈拍拍，紧张激烈，配以锣、鼓、拔声之呼应，好听好看。赓观把
头之耀武、钩刀之扬威，瞬见把头与刀对阵，钩刀对准把钩刺，把头
则巧妙抵制钩刀，刀来把往，拼斗不已，丝毫不肯放松，其技巧之精
湛，可说已至出神人化地步。至于单刀赴会、关刀制敌，刀光剑影，
眼花缭乱。而单刀与双铁尺较量，你一招、我一挡，进功退守，快如
闪电，恍若置身战场。一刹那，持双铁尺者，被使单刀者横刀一扫，
双铁尺被震落地。使双尺者一霎时脱下上衣，用力甩去，企图捣乱
使单刀者视线，跳过长板凳障碍物，使单刀者挥刀向前，猛力砍去，
顿时上衣与长凳均被砍坏!但使双铁尺者知对方用力过猛，不能
马上追来，立即抓住使单刀者要害，以制服之，无法动弹。至此彼
此精疲力竭，只得言和。斯乃真实功夫。表演者汗流涣背，观众咋
合叹为观止。”(陈述《浅谈闽杭南阳镇之年节喜丧习俗》，《客家纵
横》32开本第一辑。)

所以，我们从以上所举民俗事象不难看出，客家地区的武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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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是十分浓厚的。它几乎浸透于客家人各种生活习俗之中。

三、客家武术重要门派举介

客家武术之所以引人注目，有一定的影响，是由于它不仅成为

一种风习在客家地区广为普及，而且在中华武林中有一定的特色

和地位。限于篇幅，在此，我们就以与北方典型武艺“北腿”并称的

南方重要武艺“南拳”范围举例，从中也不难看出客家地区的“南
拳”流派之众及其在南方武林中的影响。

客家地区的“南拳”，有的是南方各地所共有，而有的却是客家
地区所仅有。我们在此分别举要介绍。

1
. 与南方别民系所共的“南拳”

①洪拳:源于少林拳，相传为洪熙官所传，于明末清初由河南

经福建而广东全境，为清代“洪门会”结社反清作出过重大贡献。

其特点是:动作朴素，步法稳健，拳势威猛，刚劲有力，手功多于腿

法。练习时要求含胸、塌腰、沉桥及含蓄发劲。多桥法，擅标手。

内容包括三进拳、钱线拳、二龙争珠、夜虎出林等。其余手拳路为

五形拳和十形拳。其中十形拳是模仿一些动物的神态特征，结合
武术拳法编成套路，有龙、蛇、虎、豹、鹤、狮、象、马、猴、彪等形态。

基本动作有拳、掌、指、爪、钩、鹤顶。手法有沉桥、圈桥、缠桥、掌、
封桥和劈掌;步法则有四平大马、三角马、前弓后顶、子午马、吊马、
消耳青马和麒麟马等。

②蔡拳:相传由少林寺所传，以广东番禺县最为盛行，但在其
附近客家人较多的非纯客家县如中山、花县等也甚为流行。其内

容包括十字拳、大运天、小运天、天边雁、柳碎梅、两仪四象等。特

点虽然不拘形式，灵活多变，但精要却还讲究，即以短打为主，沉肘
护夹，长短剑，柔刚相济。其步法以三角马为多，稳如泰山，而又移

动灵活，能攻善防。攻击时多用垫步连续戟，打乱对方马步，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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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后退，然后奋力出击;防守时以退步侧闪，或连消带打，或边走
边乘机回击。

③李拳:传说由少林寺和尚李色开创，在广东非纯客家县的中
山、河源等地流行，类似客家独有的“李家教”，但又有所不同。其
特点是大桥大马，侧身侧步。手法主要有长桥手、抛、钉、插等;步
法有四平马、弓箭马、吊马、拐步和扭步等。身形分单边身和侧身。
练习时多用圈桥、盘桥、绕步、小步，较多跳跃和腿法，因而灵活自
如。此外还先学拳后学腿，所以比试起来比“李家教”下肢进退更
为灵活，并给人以动作朴素，活泼矫健的感觉。

总而言之，拳书中所谓“洪、刘、蔡、李、莫”等五大拳派中，在客
家地区至少流行大半。

2. 唯客家地区所独有的“南拳”

①昆仑拳:由河南随客家南迁流人闽粤闽边区，其中以粤东丰
顺县最为盛名，扎根于斯至少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它有八字口诀:
“刁滑、凶猛、吞吐、浮沉”，所以具有矫健有力、快速灵活以及活动
范围大、吞吐量大等特点。其手形手法主要有姜牙拳、插手、龙虎
手等。格斗时攻防结合，手脚并用。攻时凶猛多变，令人防不胜
防;防时四肢并用，使人难占便宜。

②刁家教:相传为客家先民抵达江西之后才创，然后流人闽西
粤东等地再传刁家兄弟。主要以梅县、兴宁最为著名。它的套路
结构共108个动作，但主要有口字、品字、金字、照镜、穿扬、工字和
整字等几个套数。如口字用作准备运动及防守;照镜用于上手虚
晃，下手乘机进攻;穿扬用于拨开对方、连消带打等。其主要特点
是:柔中有刚，刚中有柔，以守为主，以攻为辅，充分体现了客家人
初人闽粤边区时的精神面貌。

③岳家拳:相传由岳飞所创，一百多年前由湖南从其后裔传人
粤东，并播及闽西。其中以梅县地区最盛，当地名为“一盆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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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动作是开弓、拦手、狮子口、单鞭、十掌、削手、翻身手等。基本特

点与“刁家教”相反，即以攻为主，以守为辅，又攻守兼备，讲究实

用。格斗时要求心趋、手趋、步趋，全攻全守，但往往又以左手为
虚，右手为实，步法灵活多变，因而颇有威力。

⑤连城拳:流传于闽西连城县境，故名。相传源于明末天启，
盛于清代顺治。其特点以上肢动作为多，擅用短劲，以防为主，但
不仅拘于“空拳”，还可结合棍棒，可见已越出一般拳术范畴而杂蓄
各种武术内容。

总之，客家地区武术门派众多，在中华武林中占有相当地位和

影响。我们仅以上举南拳门类一些流派，就不难窥其大概。

四、客家武术在历史上的作用

客家武术在历史上究竟起过什么作用?我们认为:它除了如

第一部分所述为服务并达到客家南迁重建家园的目的和理想外，
还为以后客家人在现实生涯乃至重大历史事件中作出过重要的贡
献。其中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1. 拓广科举门路，改善贫民生计

客家聚居地多为土地贫痔、资源贫乏的山区，正如各地方志所

谓“山多田少”、“山贫地痔”、“八山一水一分田”云云。因此，一方
面由于古代中原重视文教的传统，另方面则因人口增加而耕地日

少，客家人谋生的途径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文教的建设以求仕宦

和经商。但是，读书就学特别是经营买卖的事业，是要一定的经济

实力作为后盾的，并非一般人家所能为，于是，就有不少贫困弟子

依靠祖传武艺加以苦练，以求通过武术方面的科举达到改变身份

和改善生计的目的。据同治《赣州府志》(记事至道光30年>、乾隆
《汀州府志》<记事至道光17年>记载:明清两代闽粤赣边区举人进
士共2265人，其中武举人和武进士542人，占全部科举人数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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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这个数字的比数是相当可观的。至于武秀才之类就更多

了。它表明客家地区教育之盛的声誉，武科教育也作出过重大贡

献。更重要的是，这些通过武科的人士原来家境多属贫寒，如果不

以武科成名，家境是很难改观的。而达到武秀才以上的科名，他们

的生活就基本有保障了，因为客家地区有一个传统:村村都有属于

公产的“学田”，它的收人除用于公祭之外，都用于奖励和分配给考

上秀才以上的人家。所以说，客家崇尚武艺，改善了不少贫困人家

的生计。

2.反抗强权暴政，提高客家地位

客家人由于南迁基本都是受异族人主所迫，加之他们在中原

接受的是唯汉独尊的思想，所以，他们对于异族的人侵普遍都同仇

敌汽，表现出一种比其他民系较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意志。

早在元人人主之时，文天祥为勤王而起兵并转战闽粤赣边区，其部

即多客家子弟，并多为保驾而牺牲。清兵人关后，客家不服清人甚

至企图反清复明者更不在少数。他们或在清兵进犯时据关自守，

顽强抵抗，如明末保驾太子而镇守肇庆的粤东丰顺人氏吴万雄，顺

治时期“踞长潭拒之(清兵)”的粤东义民领袖林丹九等(见《梅州人

物志》);或在清人人主后秘密结党以图推翻清廷，如清代广东的

“洪门会”和“红会”，闽西的“千刀会”和“红党会”等等(见李汉州

《闽西历代农民起义史略》，(闽西史志》l，以〕年第2期)。更重要的

是，他们还在反抗外国侵略，争取主权独立的斗争中英勇奋战。如

明末闽西人氏刘国轩辅佐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清朝乾隆年

间任广东左翼镇总兵的粤东五华人氏魏大斌、刘海盗等等(见(梅

州人物志》)。这些民族义士和爱国英雄，除了有一腔民族气节和

爱国之心外，都有一身武艺作为驰骋沙场的基础。黄遵宪诗赞扬

文天祥所率的客家子弟“男执干戈女甲裳”，就说明这些民族义士

与爱国英雄都是能兵善战的。至于其中领袖人物则更是功夫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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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值一提的是，客家人这些义举，为客家民系乃至中华民族争
得了不少荣誉。近代不少西方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高度称赞客家
是“最富爱国心”、“民族气节最强”、“最顽强”的民系，这应该就与
客家能文善武、不易征服有关。

3. 反抗黑暗统治，推动社会进步

正如不少客家研究者所说，客家是一个热爱和平与自由的民

系。他们之所以几经南迁，多是因为不堪战乱和异族高压之苦，而
来南方山区寻求和平与自由的生存环境。但是，随着社会的前进
和生产力的进步，只要有人居住的地区，统治者就不能不顾及，而
封建专制政策多是鱼肉百姓的。因此，要争取和平与自由，根本的
办法只有通过暴力革命。于是，在封建社会，客家地区的农民暴动
层出不穷。据有关人士统计，仅闽西一地，自北宋至清末就暴发了

三十余次较大的农民起义(见李汉洲《闽西历代农民起义史略》，
《闽西史志》19男)年第2期)。当然，客家人参与的农民运动，最著
名的当数太平天国运动。这场农民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几近
取代了满人统治的清王朝。而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则几乎
清一色的客家人。当然，发生在古代社会的这些农民运动是离不
开武艺作为攻伐的，如早在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在广西贵县就“聚
集群众学武艺”，“洪秀全一击铜鼓，学拳的人就来。”(《太平天国起
义调查报告》第36页)可见那些起义者都会或者都学过武术。而
其中主要将领，个个都是武艺精通者，且不谈洪秀全能教授武艺必
须懂得武术之理，就是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人也是这样。《忠
王李秀成自述》说石达开“家富读书，文武备足。”《清稗类钞》更载
石达开“日与健儿数十辈驰马、骑射、击剑、舞架以为乐”，“游衡阳，
以拳术教授弟子数百人。其拳术，高曰弓箭装，低曰悬狮装，九面
应敌。每决斗，矗立敌前，骄五指蔽其腹脐下;如劲敌，则数转环踢
之，敌随足飞起，跌出数丈外者，曰连环鸳鸯步。”而李秀成则曾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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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师父学过枪法，并得一手绝技:“能用枪把对方枪压在地上，然
后转身刺中对方。”((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80页)就
连太平天国的客家女将也会武术，如洪宣娇在战斗中“解衣纵马，
出人清军，刀术妙速，一军骇目。”广西还有一首民谣称她:“妇女去
跟洪宣娇，会打水炮会耍刀。牛排岭前大摆阵，杀得清兵跑断腰。”
由此可见，客家农民运动是离不开武术的。正是因为他们具有这
些武艺在身，才会使得客家地区农民起义随时发生并影响深远。

(本文与福建龙岩师专体育系主任郑健荣君合作，并经练健君
指教而成。)

原刊吴泽主编《客家学研究》(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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