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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
八
極
拳
」
之
源
起
，
因
年
代
湮
遠
，
已
甚
不
可
考
，
然
此
拳
風
味
，
質
實
古
楔
，
猶
存
其
眞

，
故
推
其
創
始
，
當
已
歷
有
代
矣
°

史
有
記
載
者
，
見
於
明
「
紀
效
新
書
」
，
原
名
「
巴
子
拳
」
，
爲
當
世
有
名
拳
術
之
一
，
有
衲
一

代
，
易
名
稱
之
為
「
八
極
拳
」
以
其
音
似
意
雅
，
含
德
深
厚
也
o

八
極
拳
技
既
著
稱
於
世
，
復
經
本
門
諸
先
賢
大
德
苦
心
參
研
，
挹
注
闡
揚
，
是
以

H

盆
博
大
桔

深
，
名
家
輩
出
，
其
事
蹟
載
於
河
北
愴
縣
縣
誌
者
，
代
有
其
人

o

清
末
明
初
，
先
師
李
冉
文
挾
此
技
藝

游
蕩
江
湖
，
盡
會
南
北
名
家
鉅
子
，
雄
踞
一
世
，
未
嘗
有
失
，
識
與
不
識
皆
以
「
誹
槍
李
」
尊
稱
之
，

不
敢
直
呼
其
名
°

余
忝
列
李
公
門
下
，
朝
夕
琉
侍
左
右
者
十
有
餘
年
矣
，
雖
資
質
魯
鈍
，
然
七
十
年
歲
月
於
玆
，
尙

未
敢
一
日
或
忘
先
師
迫
訓
，
而
有
一
絲
一
毫
怠
忽
之
心
，
刻
刻
勤
會
默
悟
，
旦
旦
更
上
層
樓
，
冀
空
保

存
此
古
栱
之
珍
賁
拳
技
於
不
墜
，
更
使
之
發
揚
光
大
，
如
春
市
普
降
，
延
綿
不
絕
，
嘉
惠
千
秋
基
世
之

後
代
子
弟
也
°

序

-o 



來
豪
之
後
，
結
廬
而
居
，
以
課
徒
自
娛
，
卅
餘
載
歲
月
忽
忽
，
馬
齒
徒
增
，
雖
日
與
吾
徒
沈
浸
研

習
，
樂
而
忘
憂
，
不
知
老
之
將
全
，
然
際
玆
亂
離
，
目
睹
世
之
拳
技
，
僞
者
丶
仿
者
丶
劣
者

H

衆
，
有

志
之
土
不
僅
欲
入
飩
門
，

n

以
訛
傳
訛
，
我
中
華
武
術
日
漸
淪
喪
，
武
道
之
眞
諦
，
行
將
泯
滅
不

1
1矣

；
古
人
有
「
黃
鐘
毀
棄
，
瓦
釜
山
鳴
」
之
嘆
！
思
之
今
日
，
亦
不
免
有
所
戚
戚
焉
！

且
夫
此
書
部
份
內
容
，
巳
几
人
擅
取
付
印
，
成
八
極
拳
圖
說
，
風
傳
海
外
，
由
於
錯
誤
很
多
，
故

不
得
已
今
特
釋
其
要
義
付
籽
，
一
則
使
先
師
及
歷
代
先
人
之
心
血
教
誨
，
得
保
其
眞
，
可
者
乃
笮
此
書

之
出
也
，
是
令
世
之
學
者
－
窺
我
中
華
古
拳
技
之
廬
山
眞
相
，
庶
不
致
以
假
亂
眞
，
而
們
者
反
不
鈣
人

知
也
°八

極
拳
以
「
小
八
極
」
奐
其
基
，
「
大
八
極
」
肄
其
術
，
「
六
大
開
」
極
其
藝
，
復
加
以
「
八
大

式
」
，
「
八
極
連
環
拳
」
之
冶
鍊
，
循
序
慚
進
，
畢
竟
全
功

o

今
f
u布
「
大
八
極
」
等
本
門
秘
褻
，
一

無
所
私
，
賓
深
盼
開
卷
之
學
者
，
詳
加
參
研
，
有
所
寸
盆
焉
，
是
爲
序
°



八
極
拳
淵
源

八
極
拳
爲
今
著
名
拳
法
之
一
，
發
源
於
河
北
省
搶
縣
東
南
鄉
，
土
名
原
爲
「
巴
子
拳
」
，
巴
讀
「

鈀
」
音
，
為
「
鈀
」
字
之
省
寫
，
因
此
拳
法
握
拳
時
五
指
屈
作
鈀
形
故
名
，
見
十
四
丶
十
五
頁
°

巴
子
拳
在
明
朝
戚
繼
光
著
紀
效
新
書
稱
：
「
古
今
拳
家
，
楊
氐
槍
法
與
巴
子
拳
丶
棍
，
皆
今
之
有

名
者
」
，
可
見
此
拳
在
明
代
已
有
名
也
o

「
巴
子
拳
」
名
甚
粗
俗
，
於
康
熙
年
間
有
吳
鐘
(
此
人
卽
恂
勤
郡
王
．
允
碉
之
師
)
改
稱
八
極
，

因
北
方
讀
「
巴
子
」
、
「
八
極
」
二
字
皆
入
磬
，
槃
音
近
似
，
此
易
其
字
而
不
改
其
音
°
(
聲
音
)
是

否
尙
有
特
別
意
義
，
而
難
考
知
，
然
據
推
究
，
可
作
以
下
三
種
解
釋
，
當
初
擇
字
易
名
之
意
或
不
出
於

此
°

北
方
稱
武
術
曰
「
把
式
」
亦
作
「
八
勢
」
，
學
武
之
人
，
便
叫
「
八
(
把
)
勢
匠
；
練
八
(
把
)

式
的
」
°
故
命
名
「
八
極
」
卽
是
勉
勵
門
中
弟
子
，
努
力
用
功
將
本
門
八
式
(
武
術
)
練
至
極
點
之
涪

，
是
爲
一
解
°

又
因
本
門
訓
練
，
講
求
頭
丶
肩
丶
肘
丶
手
丶
尾
丶
胯
丶
膝
丶
足
，
八
個
字
亦
是
人
體
之
八
部
位
，



一之法掌拳梓八

以
提
醒
學
習
者
注
意
，
因
之
八
極
二
字
，
亦
可
解
作
時
時
提
高
警
楊
，
要
求
將
此
八
個
部
位
，
精
求
熟

練
，
達
到
極
點
之
意
，
是
為
二
解
°

漢
·
劉
安
淮
南
子
曰
：
「
九
洲
之
外
有
八
寅
，
八
寅
之
外
有
八
弦
，
八
弦
之
外
有
八
極
」
，
是
故

，
八
極
又
係
八
方
極
遠
之
地
之
稱
°
而
木
門
所
練
之
勁
曰
：
「
十
字
勁
」
，
亦
就
是
向
四
面
八
方
磝
鼱

外
掠
丶
外
發
，
以
期
達
於
極
度
，
是
為
三
解
°

八
極
拳
之
風
味
，
質
賀
古
樸
，
柚
朋
廙
用
，
因
此
逮
於
清
末
，
八
極
拳
之
名
，
慚
已
通
行
，
除
本

門
發
源
地
—
丨
河
北
省
泣
縣
東
酌
鄉
一
帶
外
，
鮮
有
人
知
「
巴
子
」
卽
「
八
極
拳
」
之
土
名
矣
°

八
極
拳
掌
法
乃
以
虛
代
拳
°



二之法掌拳和八

法下
側劈
視時
冏掌

一之式拳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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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式拳子巴

側
視
圖

三之式拳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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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極
拳
發
羱
於
河
北
省
蹌
縣
東
南
鄉
，
離
城
七
十
華
里
一
帶
之
村
鎮
，
此
一
地
帶
，
俗
名
便
叫
「

八
極
窩
」
。
其
實
，
除
八
極
外
，
此
地
也
是
「
劈
掛
掌
」
之
老
家
_
—
尤
盛
行
於
羅
瞳
一
帶
o

滄
縣
自
古
爲
武
術
極
盛
之
地
，
因
有
「
鏢
不
喊
滄
」
之
諺
；
意
謂
鏢
師
到
了
滄
縣
，
無
人
敢
「
喊

鏢
」
的
°
而
滄
縣
武
術
，
又
以
東
南
鄉
一
帶
最
強
，
俗
稱
「
雁
過
拔
毛
」
的
，
便
是
此
處
地
方
°

惜
此
地
風
氣
保
守
，
武
術
家
門
戶
謹
嚴
°
雖
有
此
等
好
拳
術
，
但
却
並
不
外
傳
°
外
人
靈
羨
，
窺

得
一
二
，
亦
萬
難
盡
其
全
藝

o

卽
連
滄
縣
城
裏
，
所
練
之
八
極
，
已
與
原
來
相
去
不
可
以
道
里
計
！

洁
同
治
年
間
，
滄
縣
東
南
鄉
的
小
村
l
~

「
張
沙
」
地
方
，
出
現
了
一
位
八
極
門
中
不
世
高
人
'

也
是
筆
者
的
先
師
—
—
「
祚
槍
」
李
書
文
先
生
°

先
師
字
同
臣
，
本
農
家
子
，
自
幼
從
近
鄰
孟
村
金
殿
陞
先
生
習
練
八
極
拳
及
大
槍
術
，
後
參
研
劈

掛
掌
，
將
此
工
藝
融
貫
，
相
得
盆
彰
°
而
大
槍
之
術
，
尤
爲
精
絕
°
所
向
無
敵
，
武
術
界
尊
之
曰
「
砷

(l) 八
極
拳
傳
承
及
其
他

一
六



也
°

. 

七

槍
李
」
而
不
名
°

先
師
闖
蕩
直
丶
魯
丶
豫
，
及
東
北
各
省
，
一
生
未
逄
敵
手
°
從
學
者
甚
衆
，
較
著
名
者
，
如
霍
殿

閣
丶
任
國
棟
丶
柳
虎
臣
丶
張
驤
伍
丶
那
玉
崑
(
郎
舅
)
、
韓
化
臣
丶
馬
英
圖
丶
趙
樹
德
丶
劉
雲
樵
(
筆

者
)
丶
劉
序
東
(
叔
侄
)
等
o

其
中
霍
殿
閣
爲
先
師
中
年
時
所
收
錄
的
開
門
大
弟
子
o

當
時
'
先
師
原

無
意
收
徒
，
然
爲
霍
師
兄
之
誠
心
與
耐
心
所
感
，
破
例
正
式
收
於
門
下
°
霍
師
兄
後
被
延
聘
爲
遜
消
宜

統
之
教
師
，
隨
往
東
北
°
先
師
晚
年
歸
鄉
，
應
家
父
禮
聘
，
延
於
舍
下
，
余
自
幼
年
卽
追
隨
身
旁
，
學

褻
凡
十
餘
年
，
爲
先
師
之
關
門
弟
子
o

任
國
棟
丶
張
驤
伍
丶
那
玉
崑
丶
柳
虎
臣
丶
劉
序
東
皆
當
時
軍
旅
之
將
領
°
韓
化
臣
丶
馬
英
圖
丶
趙

樹
德
亦
原
習
劈
掛
，
復
學
八
極
之
藝
於
先
師
，
同
任
中
央
囪
術
舘
之
教
職
°
年
前
在
臺
灣
逝
世
不
久
之

李
元
智
先
生
，
卽
在
中
央
國
術
舘
中
得
韓
化
臣
丶
馬
英
圖
等
傳
授
八
極
拳
°
並
能
發
揚
光
大
，
先
制
定

爲
舘
中
之
必
修
科
，
來
臺
後
並
將
之
普
及
於
軍
中
，
爲
其
功
也
°

八
極
拳
既
在
明
代
以
巴
子
拳
棍
出
名
，
可
見
當
時
必
有
不
少
出
類
拔
萃
之
先
輩
高
人
，
惜
巳
無
法

稽
考
°在

滄
縣
誌
內
亦
有
專
文
述
說
八
極
之
藝
°
然
其
中
記
述
不
偶
諜
失
，
筆
者
特
子
註
述
，
以
究
其
實



滄
縣
誌
：
人
物
志
—
武
術

「
吳
鐘
，
北
方
八
門
拳
衖
之
初
祖
也
(
註
D
'

字
弘
聲
＇
孟
村
鎮
天
力
教
人
，
八
歲
就
聰
惹
過
人

，
年
甫
弱
冠
，
勇
力
出
衆
，
遂
棄
砉
學
技
擊
，
晝
夜
練
習
，
寒
愨
無
間
°
一
夜
，
方
舞
劍
庭
中
，
有
歎

然
自
屋
而
下
者
，
氣
象
岸
然
，
黃
冠
羽
士
也
°
叩
其
姓
字
，
不
答
，
坐
談
武
術
，
皆
聞
所
未
聞
，
繼
演

技
擊
，
更
見
所
未
見
°
遂
師
事
之
，
受
八
極
之
術
°
道
士
留
十
年
，
忽
曰
：
『
吾
術
汝
盡
得
之
，
吾
將

逝
矣
°
』
鐘
泣
且
拜
曰
：
『
十
年
座
下
，
脱
我
良
多
，
惟
以
不
知
師
之
姓
名
為
憾
°
』
道
士
慨
然
曰
：
『

凡
知
「
獺
」
字
者
皆
吾
徒
也
°
』
言
罷
辭
去
，
不
數
武
杏
然
無
琮
°
諂
二
年
，
又
一
人
來
談
，
次
知
爲
獺

之
弟
子
，
亦
秘
其
姓
氏
，
惟
曰
：
『
吾
「
癖
」
字
也
°
』
贈
八
極
秘
訣
一
卷
，
並
傳
授
大
槍
奧
妙

o

癖
約

鐘
南
逝
至
杭
州
某
寺
，
其
方
丈
為
少
林
派
之
健
者
，
鐘
與
較
藝
匪
敗
之
，
方
丈
畏
服
，
贈
錦
標
一
簇
°

鐘
由
浙
北
旋
赴
燕
京
，
與
恂
勤
郡
王
允
罽
較
誣
<
(
註
二
)
'
交
端
塗
粉
，
粉
沾
王
眉
，
王
未
覺
也
°
王
疑

其
有
幻
術
，
更
試
以
麵
糊
，
仍
着
眉
未
覺
，
王
始
信
之
，
因
延
之
上
座
師
事
之
°
當
時
京
師
有
『
神
槍

吳
鐘
』
之
稱
°
後
因
母
老
多
病
，
返
里
設
教
桑
梓
，
從
學
者
及
乎
百
里
之
外
，
及
今
凡
傳
七
世
，
其
徒

擇
弟
子
成
術
者
一
百
四
十
五
人
，
按
世
系
而
譜
之
，
尊
癲
為
一
世
，
癖
丶
鐘
為
二
世
焉
丘
＿
－l)
o
」

(__) 

一
八



--· 

九

「
張
克
朋
，
羅
瞳
人
°
與
李
大
中
同
師
事
吳
鐘
長
女
吳
榮
丘
巴
，
槍
法
馳
名
遐
薳
°
清
咸
豐
間

，
南
皮
張
文
達
公
之
萬
督
漕
運
駐
節
清
江
，
聘
克
明
為
護
衞
，
克
明
才
＇
弟
了
數
人
以
往
，
有
功
得
奬
，

胤
讓
其
弟
f

。
」

「
李
大
中
，
羅
瞳
人
，
在
八
極
門
譜
爲
四
世
°
爲
吳
鐘
長
女
榮
之
弟
－j
(
註
五
)
o

練
指
如
鐵
交
，

以
觸
壯
人
，
輒
顯
仆
數
步
之
外
，
同
治
七
年
助
李
雲
表
禦
捻
於
鹽
南
力
盡
陣
亡
°
崇
祀
鹽
山
『
昭
忠
詞

』
°
子
責
章
，
能
傳
家
學
°
父
亡
時
年
尙
幼
，
賊
八
九
盜
其
家
'
L
t
C

只
立J
I隻
身
挺
槍
，
死
其
一
傷
其
二
，

羣
賊
負
傷
擁
尸
棄
物
而
逃
°
」

「
張
景
星
，
張
克
明
之
子
，
繼
其
父
，
宜
統
二
年
充
『
天
津
武
k

會
』
教
習
，
其
子
玉
衡
(
註
岂

曾
應
椎
軍
樂
字
營
管
統
李
鳳
來
之
聘
，
充
任
教
習
°
民
國
十
九
年
在
濟
寧
充
『
武
術
連
』
教
員
，
一
時

愴
法
饑
出
其
右
者
°
」

「
黃
四
海
，
羅
瞳
人
，
在
八
極
門
譜
之
五
世
，
為
張
克
明
之
弟
f

，
克
明
消
正
之
役
，
四
海
實
從

，
以
功
得
奬
六
品
頂
戴
，
其
弟
子
李
書
文
爲
八
極
門
後
起
之
傑
°
」
丘
七
)

「
李
書
文
，
南
良
人
(
註
§
＇
在
八
極
門
譜
六
世
，
為
黃
四
海
弟
子
(
註
九
)
，
短
小
瘠
瘦
而
桔
悍

逞
人
，
專
粘
鍛
鍊
，
以
致
陽
縮
如
蠶
°
奉
系
將
軍
許
蘭
洲
延
之
后
師
，
一
時
三
省
師
旅
之
長
，
從
學
者

若
卸
°
A
r
烘
林
督
直
時
，
邀
其
來
津
教
投
將
弁
°
燕
京
技
術
家
閒
其
名
，
選
藝
最
精
者
二
人
，
赴
津
與



「
韓
會
清
，
羅
瞳
天
方
教
人
，
名
化
臣
°
會
清
其
字
也
，
在
八
極
鬥
譜
之
六
世
，
為
張
景
星
之
弟

子
°
民
四
十
七
年
，
中
央
國
術
舘
長
張
之
江
招
集
通
國
術
家
以
考
較
，
會
清
實
居
第
一
，
因
聘
爲
國
術

舘
教
務
長
，
並
獲
證
囚
奬
章
之
榮
°
」
(
註
一
一
)

°
」

較
°
書
文
遜
謝
，
設
酒
款
之
°
酒
闌
，
來
者
終
請
一
試
，
書
文
不
得
已
，
撤
席
，
主
定
呼
曰
：
『
請
！

』
乃
進
步
一
掌
擊
其
前
立
者
，
類
入
於
項
內
，
而
睛
出
眶
尺
許
°
次
者
復
欲
較
，
書
文
又
呼
曰
：
『
請

！
』
仍
以
掌
撲
其
頭
，
其
人
頭
微
偏
，
掌
落
其
肩
，
肩
骨
折
節
脫
°
書
文
掌
法
於
室
中
排
擊
空
氣
，
去

窗
五
尺
，
紙
震
動
有
聲
，
故
其
拍
擊
燕
客
若
摧
枯
°
然
其
最
桔
之
藝
爲
大
槍
，
蓋
得
吳
鐘
之
嫡
傳
°
蠅

棐
於
壁
以
槍
刺
之
，
應
手
落
地
而
壁
不
留
痕
°
其
與
人
較
槍
，
也
恆
以
槍
桿
與
之
相
攪
急
掣
槍
柄
，
敵

卽
前
仆
於
地
°
又
有
單
手
托
槍
法
，
以
一
手
插
腰
間
，
以
一
手
托
槍
桿
，
槍
柄
亦
插
於
腰
際
，
而
運
槍

如
砷
，
人
莫
能
當
°
又
以
拱
把
鐵
椎
長
三
尺
許
，
捶
之
入
壁
，
有
力
者
拔
之
不
能
出
，
癌
之
不
能
動
°

書
文
以
女
攪
之
，
隨
攪
而
出
，
出
若
拔
芥
然
°
故
軍
旅
之
間
又
羣
呼
為
『
紳
槍
李
』
云
°
」

「
賀
殿
閣
，
小
集
人
o

在
八
極
門
譜
七
世
，
爲
李
書
文
弟
子
，
浦
讓
帝
簿
儀
延
爲
教
師
(
註
－9

韓
化
臣
所
述
滄
縣
誌
所
載
者
，
全
以
羅
瞳
爲
主
，
然
滄
縣
東
南
鄉
一
帶
各
村
鎮
之
八
極
名
家
多

二
0



矣
！
如
崔
常
友
、
董
以
文
丶
李
硯
田
等
°
且
八
極
以
孟
村
為
著
，
羅
瞳
則
劈
掛
盛
行
°
如
將
孟
村
一

系
，
全
數
泯
滅
，
殊
為
不
可
°
筆
者
幼
時
，
承
受
先
師
之
「
八
極
拳
譜
」
°
後
隨
先
師
遊
魯
時
，
該
譖

罔
於
家
中
，
而
後
抗
戰
發
生
，
輾
轉
來
臺
，
深
惜
未
將
之
帶
出
°
然
筆
者
所
追
之
事
，
乃
根
捒
先
師
及

同
門
師
兄
當
時
所
告
°
另
部
份
事
蹟
，
則
由
孟
村
金
家
之
後
金
洪
志
先
生
所
述
°

現
將
孟
村
金
家
八
極
一
系
，
略
述
如
下
：

金
鳴
琦
，
孟
村
鎮
人
，
生
於
乾
隆
五
十
年
間
(
-
七
八
五
年
)
'
為
孟
村
吳
鐘
一
脈
°
比
張
克
明

早
將
近
三
十
年
°
死
於
光
緒
初
年
，
活
了
九
十
多
歲

o
金
鳴
琦
可
能
得
藝
於
吳
鐘
之
弟
子
，
但
其
姓
氐

失
於
記
載
°
金
鳴
琦
之
拳
術
丶
大
槍
術
及
醫
術
盡
得
吳
鐘
之
嫡
傳
，
而
得
承
金
之
藝
者
，
爲
其
本
族
侄

金
殿
陞
先
生
°
尤
其
槍
法
如
砷
，
能
以
槍
點
穴
而
不
傷
人
之
外
皮
，
可
見
其
造
詣
之
高
，
而
亦
享
年
九

十
多
歲
°然

吳
鐘
之
嫡
系
並
非
只
有
吳
榮
及
金
家
一
系
，
其
村
里
同
族
子
侄
弟
子
及
附
近
鄉
鎮
，
亦
多
有
得

其
惡
者
，
階
失
考
錄
，
使
此
名
拳
系
譖
殘
缺
，
惜
乎
！

在
滄
縣
誌
中
另
有
李
雲
表
丶
丁
發
祥
二
位
先
生
之
記
述
，
亦
略
有
遺
漏
之
處
°
丁
丶
李
二
位
度
屬

本
門
系
統
°
現
就
縣
詫
之
記
述
以
爲
例
：

「
李
雲
表
°
羅
瞳
人
°
其
拳
曰
通
臂
°
中
年
客
京
師
o
八
旗
營
教
投
°
某
甲
為
一
拳
師
所
辱
°



赴
雲
表
訴
之
o

雲
表
卽
諸
與
拳
師
相
較
°
腕
甫
交
o

拳
師
卽
遁
去
°
自
斯
名
篦
於
都
市
°
無
賴

輩
忌
之
°
集
百
餘
人
持
械
狙
擊
°
雲
表
赤
手
搏
擊
°
頃
刻
皆
摩
°
同
治
七
年
張
總
愚
犯
畿o
輔

雲
表
時
設
教
於
鹽
山
°
鹽
人
集
鄉
民
數
千
欲
與
捻
搏
°
羣
推
雲
表
爲
統
率
°
雲
表
慨
然
受
任
°

捻
至
o

雲
表
首
先
率
弟
子
五
百
人
o

出
城
南
搏
戰
°
民
團
隨
之
°
捻
約
十
萬
°
衆
寡
懸
殊
°
雲

表
與
弟
子
相
失
°
酣
戰
良
久
o

出
重
圍
°
蹄
登
城
而
望
°
始
知
弟
子
皆
歿
o

民
團
亦
殲
°
泫
然

曰
o

衆
奉
我
往
°
衆
歿
°
我
歸
°
何
面
目
對
其
父
老
°
復
乘
馬
突
陣
°
城
上
人
°
遙
見
雲
表
於

賊
中
°
縱
橫
決
盪
°
殺
數
十
百
人
而
歿
°
」

「
丁
發
祥
°
字
瑞
羽
o

孟
村
鎮
°
天
方
教
人
°
值
明
末
世
亂
°
爲
保
護
身
家
計
°
肄
習
武
術
°

應
於
土
窰
三
年
°
技
熟
°
清
康
熙
十
五
年
°
北
遊
燕
京
°
適
有
俄
羅
斯
二
力
士
°
以
拳
撲
索
敵

，
都
市
技
擊
家
屢
爲
所
敗
o

發
祥
出
與
之
較
°
連
敗
其
二
°
名
聞
宮
禁
°
仁
皇
至
召
見
°
以
奬

之
o

一
時
°
王
公
大
臣
°
多
以
詩
歌
匾
額
贈
之
°
其
家
至
今
保
守
無
失
°
其
人
性
鎮
靜
°
好
善

樂
施
o

屏
除
浮
華
°
灌
圍
弄
花
°
恂
恂
然
隱
君
子
也
°
」

從
「
縣
誌
」
所
載
中
有
：

L

李
雲
表
爲
羅
瞳
人
o

羅
瞳
爲
「
劈
掛
」
之
盛
行
地
，
而
劈
掛
有
稱
「
劈
掛
通
臂
」
，
也
是
說
習
練
劈
掛
必
須
要
「
通



註

臂
」
I

丨
卽
舒
展
兩
臂
°
誌
中
述
「
其
拳
曰
通
臂
」
乃
誤
也
°

同
治
七
年
李
雲
表
率
子
弟
五
百
人
與
捻
摶
而
歿
°
其
子
弟
全
屬
羅
瞳
人
(
縣
志
可
考
)
,
其
中

有
李
大
中
老
(
見
前
文
註
五
)
o
當
時
雲
表
爲
大
中
之
長
輩
,
同
是
羅
瞳
同
宗
二
_
人
之
關
係

可
見
°

2

丁
發
祥
字
理
珝
，
孟
村
鎮
天
方
教
人
o

滄
縣
城
外
東
南
恕
一
帶
，
自
古
以
來
有
「
八
極
窩
」
之
稱
，
同
時
其
民
風
極
启
保
守
°
其
中
尤

以
「
孟
村
」
爲
著
，
亦
係
本
門
開
宗
之
源
地
°
換
言
之
，
孟
村
戶
民
沒
有
不
練
「
八
極
」
的
°

丁
發
祥
丶
李
雲
表
二
位
先
生
，
其
身
份
實
屬
本
門
一
脈
，
只
可
惜
其
事
蹟
之
記
載
並
不
完
善
°
我

國
武
學
自
古
以
來
，
不
被
士
人
所
重
，
以
致
武
學
之
記
載
皆
殘
缺
不
全
，
實
爲
可
憾
！
而
本
門
系
譖
之

遺
落
，
更
覺
愧
疚
！

一.. 

「
滄
縣
誌
」
約
修
於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間
，
時
筆
者
適
侍
先
師
遊
魯
°
以
故
有
關
八
極
本
門
之
資
料
，
可

能
皆
訪
之
韓
化
臣
°
而
韓
之
所
告
，
雖
大
瞪
不
誤
，
然
仍
多
不
確
與
不
寅
之
處
，
不
可
不
加
以
糾
正
°

吳
鐘
，
孟
村
鎮
人
(
舊
鯀
誌
皆
有
記
載
)
o
但
不
得
謂
爲
八
極
門
之
初
租
(
前
引
縣
誌
作
「
八
鬥

」
，
恐
係
脫
宇
)
°
只
可
謂
有
信
史
可
篆
之
第
一
人
°
是
故
誌
中
之
第
幾
世
第
幾
世
，
皆
爲
妄
說
，
絕

不
可
據
°

三



註 註 註 註

。
吳
丶
金
二
姓

得
承
其
八
極
拳
藝
者
有
孟
村
鎮
金
鳴
筠
等
(
其
後
代
有
金
洪
志
先
生
現
在
荃
灣
)

乃
孟
村
鎮
大
族
，
此
外
尙
有
丁
丶
李
等
姓
°

孟
村
乃
八
殛
拳
劈
掛
掌
之
發
源
地
°
二
技
同
爲
吳
鐘
所
傳
°
素
有
「
八
極
參
劈
掛
，
誹
鬼
都
害
怕

」
之
美
諺
°
韓
化
臣
爲
羅
瞳
人
，
所
記
乃
多
羅
瞳
一
系
之
事
，
而
全
遺
孟
村
附
近
一
帶
之
鄉
鎮
°

推
算
吳
鐘
之
年
代
可
能
生
於
順
治
末
年
或
康
熙
初
年
，
而
活
躍
於
康
熙
之
中
晚
年
時
代
。
雍
正
立
位
之

前
，
已
歸
鄉
里
°

二
；
恂
郡
王
允
堤
乃
康
熙
之
十
四
子
，
與
吳
鐘
較
磊
而
師
事
鐘
，
其
時
鐘
可
能
正
在
壯
年
(
=
一
十
五
I

四
十

歲
之
間
)
°

三
：
狐
丶
癖
二
人
很
可
能
眞
有
其
人
，
而
爲
當
時
抗
清
復
明
之
志
土
°
以
彼
時
反
清
之
士
，
多
慮
其
姓
氐
而

傳
崧
°
推
其
時
間
，
約
在
明
末
至
清
初
年
間
°

四
：
吳
榮
乃
吳
鐘
之
長
女
°
張
克
明
，
羅
瞳
人
，
爲
吳
榮
之
弟
子
°
其
年
代
之
差
距
，
有
辨
正
之
必
要
°

若
吳
榮
生
於
吳
鐘
蹄
里
後
(
亦
可
能
在
歸
里
前
)
，
卽
爲
康
熙
末
年
，
雍
正
初
年
(
約
[
七
二
三
年
左

右
)
°

張
克
明
在
咸
豊
(
在
位
+
二
乞
年
間
助
南
皮
張
之
萬
督
漕
運
駐
節
清
江
之
護
衞

o

此
時
張
克
明
可
能

已
有
三
十
歲
左
右
，
則
其
必
生
於
嘉
糜
(
在
位
二
+
五
年
)
二
+
年
左
右

o
(
嘉
慶
之
後
爲
道
光
,
在

位
三
十
年
)
°
張
克
明
出
生
時
與
吳
榮
出
生
時
相
隔
兩
朝
有
餘
，
卽
雍
正
十
三
年
，
乾
隆
六
十
年
，
以

及
嘉
慶
若
千
年
°
換
言
之
，
張
克
明
出
生
時
，
吳
榮
已
至
少
有
八
十
多
歲
，
又
怎
能
學
菘
於
吳
榮
呢
？

其
中
必
有
錯
誤
，
．
或
有
一
代
缺
不
可
考
°

五
：
李
大
中
，
羅
瞳
人
°
同
治
七
年
助
李
雲
表
禦
捻
陣
亡
。
李
大
中
之
時
代
可
能
晚
於
張
克
明
，
不
可
能
爲

二
四



註 註

吳
榮
之
弟
子
矣
°

六
：
張
克
明
丶
張
景
星
丶
張
玉
衡
祖

孫
三
代
，
推
其
年
代
，
張
克
明

可
能
生
於
嘉
慶
晚
年
(
-
八
一

五
年
左
右
)
°
張
景
星
在
官
統

二
年
充
天
津
武
士
會
敎
習
時
，

距
咸
豊
清
江
之
事
，
亦
約
有
五

十
年
°
若
景
星
生
於
清
江
之
役

前
，
則
宜
統
二
年
時
，
也
該
有

六
十
或
超
過
之
°
其
子
玉
衡
於

民
國
十
九
年
應
李
靨
來
之
聘
，

充
任
敎
習
時
，
也
至
少
約
有
五

十
歲
左
右
(
設
他
生
於
光
楮
初

年
)
°

七
：
黃
四
海
，
羅
瞳
人
°
張
克
明
之

弟
子
°
清
江
之
役
隨
克
明
而
立

有
功
勳
°
推
算
其
時
至
少
也
有

三
十
歲
左
右
，
可
能
生
於
道
光

年
間
。
有
關
先
師
(
李
書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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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黃
因
海
之
師
徒
關
係
，
硏
討
如
下
·
·
先
師
生
於
同
治
初
年
(
-
八
六
四
至
一
九
三
四
年
)
°
民
國
二

士
l一
年
逝
世
，
李
年
七
十
歲
°
所
以
先
師
晚
於
資
园
海
約
二
十
年
左
右
°
但
據
先
師
所
說
，
他
本
人
是

從
孟
村
金
家
學
八
極
及
大
槍
之
術
°
並
沒
聽
說
過
在
資
四
海
處
學
砝
°
八
極
劈
掛
本
是
一
門
，
先
師
確

廿
硏
習
劈
掛
，
是
否
硏
藝
於
黃
四
海
，
則
不
得
而
知
°

註
八

.. 

先
師
非
南
良
人
，
而
是
張
沙
人
(
見
所
附
滄
縣
東
南
鄉
簡
圈

)
0

註
九
：
見
(
註
七
)
。

註
一
0
：
賀
殷
閣
°
乃
「
霍
」
殿
閣
之
誤
。
霍
氏
乃
先
師
中
年
時
所
收
之

r
開
鬥
弟
子
」
。

二
六



八
極
拳
基
礎
功
夫

二
七

習
武
應
從
基
礎
學
起
，
也
就
是
要
從
根
本
做
起
，
習
武
一
開
始
就
應
在
基
本
樁
步
與
步
法
及
拳
法

丶
掌
法
上
有
一
個
正
確
的
認
識
，
然
後
再
痛
下
功
夫
，
將
基
礎
功
夫
紮
實
後
，
再
學
基
本
拳
術
或
其
他

功
夫
，
就
能
事
半
功
倍
°

練
八
極
拳
者
，
首
先
應
練
弓
丶
馬
步
，
因
爲
弓
步
與
馬
步
是
拳
衡
中
最
基
本
的
步
法
，
無
論
是
弓

步
或
馬
步
，
皆
有
其
一
定
的
尺
度
和
標
準
，
不
可
過
大
，
也
不
能
太
小
°
過
大
則
犯
有
雙
重
之
弊
，
而

使
身
體
活
動
易
失
靈
活
；
太
小
不
僅
練
功
目
的
達
不
到
，
而
且
身
體
還
容
易
失
去
重
心
°
所
以
弓
步
與

馬
步
，
在
兩
腳
之
問
的
寬
度
，
都
是
一
膝
之
地
，
過
與
不
及
，
都
不
合
要
求o

l
、
樁
步
：
樁
步
分
弓
步
丶
馬
步
丶
虛
步
丶
半
弓
半
馬
步
°

巳
弓
步
：
雙
腳
平
著
地
面
，
腳
大
姆
指
用
力
緊
扣
，
兩
腳
相
距
一
膝
之
地
，
前
腿
弓
丶
後
腿

躥
(
膝
蓋
跟
直
)
1
上
身
與
膝
蓋
同
二
力
向
,
保
持
正
直
辶
則
腳
尖
徽
向
內
扣
:
心
身
放

鬆
丶
兩
眼
平
視
°

3
馬
步
：
雨
腳
平
著
地
面
，
上
身
正
直
，
心
身
放
鬆
，
雨
腳
間
隔
一
膝
之
地
，
雨
腳
尖
向
內



弓
步

微
扣
，
兩
腿
下
蹭
尺
度
，
瞽
部
膝
蓋
與
腳
後
跟
三
點
，
須
成
等
邊
三
角
形
，
頭
要
正
，
頸

要
直
，
兩
眼
平
視
°

故
而
弓
丶
馬
步
又
啡
開
門
華
本
姿
勢
，
其
次
尙
有
啟
步
與
半
弓
半
馬
步
°
一
般
所
言
之
三
七

步
及
燭
立
步
，
均
屬
噩
步
°
四
六
步
則
屬
牛
弓
半
馬
步
°
樁
步
不
論
外
形
如
何
，
雙
腳
的
形

狀
，
不
外
乎
丁
字
形
及
不
丁
不
八
形
，
由
雙
腳
的
形
狀
，
大
致
構
成
以
上
四
種
椿
法
，
其
餘

各
種
步
法
，
均
由
演
化
而
成
，
見
圖
°

二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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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丶
步
法
：

步
法
分
搓
步
丶
碾
步
丶
磨
盤
步
丶
細
步
、
鉑
4

、
捉
籠
換
步
°

日
搓
步
：
是
雙
腳
倂
揶
前
衝
，
是
整
體
勁
，
使
搓
步
時
，
須
倂
步
屈
膝
，
同
時
不
可
離
地
太

高
o

3
磲
步
：

是
在
著
地
之
時
，

以
腳
掌
用
力
，
腳
跟
外
旋
，
用
的
是
胯
勁
o

箇
磨
盤
步
：

是
藉
腰
力
帶
動
雙
腳
，
與
身
體
同
時
旋
轉
之
整
體
勁
＇

為
一
馬
步
架
式
之
步
法
o

四
綑
步
：
亦
名
爲
馬
步
，
是
走
的
外
門
，
雙
腳
屈
膝
，
以
膝
f盅
用
勁
，

其
架
式
屬
牛
馬
步
，

令

步.%半弓半



有
單
管
與
雙
管
之
用
法
°

箇
鎖
步
：
亦
名
弓
步
，
是
走
的
內
門
，
以
膝
蓋
用
勁
，
其
架
式
亦
爲
不
弓
不
馬
步
°

因
提
籠
換
步
：
有
正
面
與
側
面
之
分
．
，
正
面
之
提
籠
換
步
是
以
譴
勁
促
使
雙
腳
迅
速
互
換
移

位
，
側
面
之
提
龍
換
步
，
則
須
以
腰
勁
爲
主
帶
動
上
身
旋
轉
，
以
舄
爲
輔
，
使
雙
腳
迅
速

向
左
右
移
位
，
無
論
是
正
面
或
側
面
，
皆
屬
一
種
轉
守
爲
攻
的
架
式
，
在
八
極
拳
中
蹂
腳

卽
是
提
籠
換
步
，
是
攻
擊
移
位
之
最
獨
特
步
法
°

三
丶
拳
法
·
·
拳
法
分
仰
拳
丶
俯
拳
丶
立
拳
丶
螺
旋
拳
o

日
仰
拳
：
是
發
沖
勁
，
朝
斜
上
方
搗
去
，
如
打
滿
臉
竄
花
沖
天
炮
式
，
此
種
沖
勁
之
力
暈
，
發

自
手
肘
，
手
肘
愈
彎
曲
，
愈
有
力
，
且
此
拳
利
於
進
步
時
用
之
，
退
步
用
之
則
不
當
也
o

己
俯
拳
：
卽
「
哈
拳
」
，
是
發
褫
勁
，
其
力
暈
有
若
北
方
人
褫
麵
，
力
發
自
肩
胛
，
發
拳
應

朝
正
前
方
略
向
下
，
著
人
時
，
先
以
第
二
指
節
點
引
，
再
將
五
指
捲
緊
，
落
實
捶
擊
，
此

拳
唯
吾
八
極
拳
中
之
獨
有
°

囯
立
拳
：
卽
「
豎
拳
」
，
是
發
捅
勁
，
出
拳
要
平
直
，
此
拳
愈
年
直
，
功
效
愈
大
，
其
力
發

自
脊
背
，
但
脊
必
須
吞
沈
，
著
人
身
時
，
先
以
第
二
指
節
點
引
，
再
握
緊
猛
捅
，
此
拳
常

練
捅
勁
，
有
通
臂
之
功
效

o



园
螺
旋
拳
：
是
發
螺
旋
勁
，
其
力
發
自
腳
丶
褪
部
，
經
礦
丶
蹬
腳
之
過
程
，
再
由
腰
之
旋
轉

傳
至
臂
肩
丶
肘
手
，
而
逹
於
指
變
拳
°
此
拳
由
仰
拳
經
立
拳
，
再
變
成
俯
拳
，
其
中
經
過

有
滾
丶
鑽
丶
弭
丶
架
之
力
，
亦
可
化
解
對
方
來
勢
，
所
謂
不
招
不
架
，
就
是
一
下
打
法
o

四
、
掌
法
：
掌
法
分
切
掌
與
劈
掌
丶
摔
掌
與
撩
掌
丶
推
掌
與
按
掌
°

巳
切
掌
與
劈
掌
：
其
勁
皆
是
用
掌
的
邊
緣
擊
K
，
力
是
發
自
於
肘
手
，
故
肘
愈
彎
而
力
愈
強

，
但
切
掌
之
勁
短
，
發
之
卽
收
，
劈
掌
之
勁
長
，
一
貫
到
底
°

已
摔
掌
與
撩
掌
：
同
是
用
掌
背
及
手
指
擊
人
，
摔
掌
掌
背
向
下
擊
，
撩
掌
掌
背
向
上
擊
，
用

的
是
彈
力
，
均
由
腕
發
勁
，
但
肩
要
鬆
，
肘
要
活
，
似
以
鞭
撻
人
，
發
之
卽
收
°

邑
推
掌
及
按
掌
：
同
是
以
掌
根
擊
人
，
力
發
自
於
肩
部
，
用
吐
勁
，
故
肘
與
手
必
須
要
直
，

愈
直
而
力
愈
強
°
推
掌
如
用
於
退
步
時
，
用
掌
根
直
推
，
按
掌
如
用
於
進
步
時
，
先
以
指

尖
點
觸
，
再
用
掌
根
突
擊
°

五
丶
輔
助
器
材
：
吊
袋
丶
拍
摔
凳
丶
鷹
爪
罈
丶
鐵
沙
丶
貼
山
靠
丶
打
沙
袋
等
°

人
之
一
身
，
內
有
五
臟
六
腑
，
外
有
四
肢
百
骸
，
內
則
精
丶
氣
丶
神
，
外
則
筋
丶
骨
丶
肉
，
共
成

一
身
°
五
臟
之
外
筋
骨
主
之
，
筋
骨
之
外
，
肌
肉
主
之
，
肌
肉
之
外
血
脈
主
之
，
罔
身
上
下
動
搖
活
潑

者
又
主
之
於
氣
之
推
動
，
是
故
練
拳
之
道
，
內
則
培
養
氣
血
，
外
則
鍛
鍊
筋
骨
與
肌
肉
°
語
謂
：
「
內

三



練
一
口
氣
，
外
練
筋
骨
皮
」
卽
此
之
謂
°

精
氣
神
為
無
形
之
物
，
筋
骨
皮
則
爲
有
形
之
體
，
練
有
形
以
佐
無
形
，
培
養
無
形
以
輔
有
形
°
這

也
就
是
說
，
練
內
以
助
外
，
練
外
以
佐
內
，
內
外
兼
修
，
此
為
千
古
以
來
練
武
者
不
可
逾
越
之
眞
理
°

輔
助
器
材
之
訓
練
，
一
方
面
在
鍛
鍊
表
皮
之
抗
力
，
此
卽
外
功
，
亦
可
培
養
掌
勁
°
另
一
方
面
並

從
中
獲
得
發
勁
要
領
，
亦
卽
運
氣
之
法
，
此
爲
內
功
°
運
氣
發
於
丹
田
而
達
於
手
棺
，
能
「
鼓
氣
如
剛

」
「
歛
氣
如
綿
」
，
功
夫
方
謂
上
乘
°
拳
術
是
爲
「
方
法
」
，
輔
助
器
材
訓
練
是
在
增
「
勁
力
」
o

有

方
法
而
無
勁
力
，
不
能
制
敵
，
有
勁
力
而
無
方
法
，
同
樣
不
能
克
敵
，
必
須
「
方
法
」
與
「
勁
力
」
相

互
鍛
鍊
，
相
輔
相
成
，
始
能
克
制
敵
人
暴
力
，
是
故
輔
助
器
材
訓
練
爲
練
武
者
不
可
或
缺
之
過
程
°

L

吊
袋
主
要
爲
拳
丶
靠
及
腿
法
蹬
端
之
訓
練
°

2

拍
摔
凳
丶
鷹
爪
罈
及
鐵
沙
皆
爲
掌
功
的
訓
練
，
不
但
加
強
手
部
抗
力
，
手
掌
勁
力
，
而
且
訓
練

手
指
抓
丶
握
力
及
貫
穿
力
．o

3

貼
山
靠
又
為
「
鐵
山
靠
」
，
以
強
調
此
功
之
堅
強
，
有
如
鐵
石
°

®
練
習
之
時
的
確
是
平
「
貼
」
在
牆
上
用
功
「
擠
靠
」
的
，
或
靠
樹
亦
可
°

＠
製
二
尺
半
高
一
尺
半
寬
之
革
袋
(
帆
布
亦
可
)
,
內
裝
葡
萄
大
小
之
石
沙
吊
於
空
中
，
中
心

點
高
與
腹
齊
，
狀
似
鍬
韆
，
此
謂
萬
能
沙
袋
，
靠
打
皆
可
，
全
身
可
練
°

三
四



三
五

4

打
沙
袋
幾
乎
是
各
家
之
所
共
有
的
一
種
訓
練
法
，
但
也
因
各
自
不
同
，
而
練
法
有
異
°
八
極
門

中
沙
袋
鍛
鍊
方
法
極
夥
，
不
易
企
及
o

而
且
沙
袋
種
類
既
多
，
使
用
的
方
式
各
異
，
購
置
已
非

容
易
，
擺
設
更
費
地
方
°
尤
其
有
些
戴
在
身
上
的
沙
袋
，
由
於
無
滄
縣
本
地
那
種
特
殊
的
細
沙

(
滄
縣
風
俗
，
嬰
兒
都
將
下
身
套
在
火
炒
過
的
沙
布
口
袋
中
，
又
衞
生
丶
又
舒
服
)
'
故
製
作

較
爲
困
難
°
因
為
客
觀
條
件
之
限
制
，
沙
袋
訓
練
設
苑
就
無
法
充
份
設
置
，
滿
足
要
求
°

5

外
壯
法
：
在
於
練
氣
練
膜
，
可
製
徑
一
寸
五
分
長
尺
許
之
圓
頂
布
袋
一
個
，
滿
裝
豆
大
之
石
沙

，
將
口
紮
緊
，
持
其
口
端
，
週
身
打
之
，
自
上
而
下
，
切
不
可
逆
氣
血
而
倒
行
，
或
用
掌
用
拳

拍
打
皆
可
°
如
欲
深
造
，
則
用
木
錘
丶
木
棒
排
打
，
輕
練
無
效
，
重
練
則
非
老
師
親
手
排
打
，

由
輕
而
重
，
由
淺
而
深
，
逐
漸
前
進
不
可
°
切
不
可
自
練
，
此
種
功
夫
，
既
限
於
年
齡
，
尤
須

心
靜
功
純
，
不
慎
走
火
，
則
有
傷
殘
之
虞
，
練
法
須
由
老
師
指
導
°



日
握
拳
如
耙
子
：
八
極
拳
之
拳
以
空
代
掌
，
掌
以
歳
代
拳
°
切
勿
握
實
拳
，
徒
增
緊
張
o

口
訓
錬
有
程
序
：
八
極
拳
之
訓
練
方
法
極
科
學
，
訂
有
層
次
，
能
循
序
漸
進
°
它
以
「
小
八
極
」

奠
其
基
，
「
大
八
極
」
肆
其
術
，
而
「
六
大
開
」
極
其
藝
°
再
加
以
幾
種
功
夫
，
依
次
練
來
，

時
日
愈
久
，
趣
味
愈
多
，
非
唯
引
人
入
勝
，
幾
致
欲
罷
不
能
°

囯
發
勁
有
方
法
：
打
拳
不
發
勁
，
只
是
健
身
操
；
根
本
無
武
術
之
意
義
可
言

o

然
時
至
今
日
，
許

多
拳
種
，
其
發
勁
方
法
已
經
亡
失
°
卽
使
苦
練
一
世
，
也
萬
萬
無
法
使
用

o

而
八
極
拳
之
發
勁
方
法
，
不
但
仍
然
保
有
，
而
且
方
式
簡
便
；
依
法
行
來
，
極
易
獲
致
功
效
°

四
實
用
爲
目
的
：
八
極
拳
絕
不
花
巧
，
質
樸
大
方
°
一
手
一
式
，
目
的
唯
在
應
敵
，
不
講
究
美
觀

，
而
要
求
實
效
°
.

箇
蹤
子
爲
基
礎
：
拳
徭
之
根
源
在
鼯
足
，
而
腿
足
之
訓
練
極
艱
苦
°
自
來
習
拳
之
人
，
多
有
不
堪

其
苦
而
中
廢
者
；
而
更
壞
是
蹏
等
以
進
，
自
欺
欺
人
，
練
成
一
身
不
能
眞
受
考
驗
的
無
根
之
學

，
最
是
誤
人
第
一
。

八
極
拳
特
性
及
優
點

三
六



三
七

而
八
極
拳
將
跺
子
丶
碸
步
等
訓
練
，
融
入
套
路
之
中
°
除
非
不
練
八
極
拳
，
要
練
必
須
通
過
此

一
關
°
受
不
得
苦
，
只
有
自
行
退
出
，
根
本
不
予
任
何
投
機
取
巧
丶
蹏
等
逾
份
之
槻
會
°
是
以

，
八
極
拳
便
不
容
易
冒
牌
，
冒
牌
者
一
認
便
知
°
而
且
亦
不
可
中
輟
，
中
輟
了
便
難
以
再
練
°

囧
簡
單
而
易
學
：
八
極
笮
除
不
花
俏
之
外
，
而
且
招
式
極
簡
單
，
學
來
不
費
事
°
只
需
用
功
練
去

，
便
有
可
成
°
其
所
注
重
，
乃
在
練
習
時
所
下
之
功
夫
如
何
，
絕
不
以
繁
巧
複
雜
，
或
玄
虛
莫

測
之
表
面
，
來
鍔
難
丶
迷
惑
學
者

o

但
變
化
而
愈
出
：
八
極
拳
所
以
簡
單
，
卻
又
萬
非
拙
陋
°
不
但
不
是
初
級
膚
淺
之
技
，
反
而
是
經

過
濃
縮
，
提
鍊
出
來
之
最
後
結
晶
°

所
以
，
面
目
雖
極
單
純
，
含
涯
却
極
豐
富
°
熟
練
之
後
，
變
化
無
窮
°
隨
敵
勢
而
衍
孌
，
如
鏡

之
照
形
，
無
不
一
一
現
其
眞
影
，
眞
乃
無
窮
無
盡
°

囧
招
式
最
捷
近
：
八
極
拳
以
接
敵
致
用
為
且
的
，
經
長
期
提
鍊
而
得
結
晶
°
是
故
，
一
招
一
式
，

不
但
施
用
於
最
致
命
之
部
位
、
最
恰
當
之
時
機
，
而
且
是
同
類
幾
十
丶
幾
百
種
招
式
中
最
捷
近

之
一
種
°

所
謂
捷
近
，
亦
卽
是
最
快
速
丶
最
省
事
丶
最
直
接
丶
最
穏
當
，
而
且
最
有
效
果
丶
最
具
范
化
之

意
，
足
以
說
明
八
極
拳
招
法
之
高
妙
丶
趣
味
之
深
厚
°



因
技
巧
最
完
整
：
八
極
拳
之
訓
練
，
主
要
有
三
套
拳
架
爲
程
序
；
而
每
一
套
路
，
又
各
有
若
千
種

不
同
目
的
丶
功
效
之
訓
練
法
°
至
於
其
應
用
接
敵
，
無
論
自
保
丶
制
人
，
上
中
下
盤
，
長
攻
短

戰
，
一
皆
算
無
遺
策
，
用
之
不
竭
，
絕
無
所
偏
，
更
無
所
缺
°

三
八



八
極
拳
取
象

三
九

l
、
熊
形
硫
芭
：
熊
步
爲
八
極
門
所
獨
有
，
關
係
到
勁
這
的
訓
練
，
亦
關
係
到
應
用
的
步
法

°
而
且
它
的
練
法
很
多
，
有
熊
晃
丶
熊
靠
丶
熊
擺
丶
熊
抗
等
步
法
之
運
用
，
姿
勢
較
低
，
練

的
是
沈
墜
勁
°

-
l、
虎
形
(
通
背
)
:
此
爲
上
肢
的
訓
練
,
以
拔

i出
肩
背
之
勁
爲
目
的
o

或
書
作
「
通
臂
」
＇
其

意
是
打
「
通
」
脊
「
背
」
，
以
暢
功
勁
；
是
指
它
的
效
用
°
但
因
爲
它
訓
練
的
動
作
在
外
觀

上
，
乃
是
將
左
右
二
臂
向
前
「
捕
」
打
的
，
也
常
書
作
「
捅
臂
」
°
通
臂
丶
通
背
在
滄
縣
方

音
讀
來
，
幾
乎
一
個
音
，
毫
無
分
別
°



八
描
拳
氣
功

八
極
拳
氣
功
，
以
「
哼
丶
哈
」
二
氣
為
主
o

在
作
「
哼
丶
哈
」
二
氣
訓
練
之
前
，
又
必
須
經
過
氣

沈
丹
田
(
蓄
氣
丶
納
氣
)
與
氣
運
周
身
(
引
氣
2
扛
氣
)
的
兩
步
基
礎
功
夫
o

第
工
R
使
你
有
氣
可
用

，
第
二
使
你
能
在
不
同
的
部
位
運
用
o

否
則
祇
是
空
談
，
一
世
出
不
來

o

等
初
步
功
成
後
，
再
依
身
體

不
同
之
部
位
，
作
不
同
使
用
之
時
機
，
而
分
出
鼻
的
「
哼
」
與
出
口
的
「
哈
」
來
配
合
動
作
，
發
勁
致

用
°
當
其
鼓
盪
急
切
，
激
奮
猛
烈
之
時
，
亦
能
每
每
引
抗
吐
氣
，
開
槃
喝
叱
，
不
爲
奇
也
° 四

O



圖意示勁墜沈

圖意示勁字十

八
極
拳
勁
道

四

圖意示勁絲纏

日
沈
墜
勁
：
不
僅
是
練
謎
胛
，
乃
是
將
四
肢
百
骸
，
每
一
部
位
，
皆
練
得
一
運
勁
時
，
便
有
沈
垂

下
墜
丶
穩
固
而
屹
立
如
山
勢
°

已
十
字
墜
：
卽
向
上
丶
下
丶
左
丶
右
四
方
，
作
如
同
十
字
形
撐
展
的
勁
，
就
是
要
將
「
沈
墜
勁
」

中
所
凝
具
的
勁
力
，
再
向
四
面
八
方
，
抽
引
繃
張
的
意
思
°

箇
矚
絲
勁
：
卽
將
「
十
字
勁
」
，
轉
繞
妲
環
，
涼
鑽
摔
裹
而
出
之
勁
，
無
往
不
復
，
流
走
周
循
；

霰
活
丶
敏
銳
，
可
以
琉
遇
而
出
，
應
感
而
發
°
+



八
棓
拳
歌
訣

「
八
接
參
劈
掛
，
神
鬼
都
害
怕
；
劈
掛
參
八
襁
，
英
雄
歎
莫
及
！
」

「
八
極
之
勁
緊
，
劈
掛
之
勁
暢
°
八
極
之
勢
猛
，
劈
掛
之
勢
悠
°
八
極
之
工
架
弹
撐
，
劈
掛
之
工

架
舒
坦
°
八
極
一
動
，
以
脊
作
軸
；
劈
掛
一
擧
，
本
腰
為
根
°
八
極
之
功
，
以
裸
沈
爲
成
就
；
劈
掛
之

功
，
以
暢
逹
為
有
得
°
八
極
所
以
濟
劈
掛
之
開
敞
，
劈
掛
所
以
輔
八
極
之
倡
促
°
八
極
最
利
埋
身
短
戰

，
劈
掛
尤
可
遐
擧
遙
擊
°
八
極
之
拳
，
如
銅
錘
鐵
槓
，
勇
不
可
當
；
劈
掛
之
掌
，
似
薄
叉
輕
刀
，
矯
捷

難
禦
°
八
極
似
八
角
大
槌
，
最
利
於
衝
鋒
陷
陣
；
劈
掛
似
甩
頭
一
子
，
常
用
以
突
襲
偷
擊
o

八
極
攻
中

參
劈
掛
，
則
可
以
遠
近
無
逮
，
令
人
無
從
招
架
；
劈
掛
守
來
融
八
極
，
它
又
能
長
短
肄
應
，
敵
手
無
由

得
際
°
八
極
獨
練
，
易
令
人
勁
悶
，
故
以
劈
掛
發
之
；
劈
掛
單
操
，
每
使
人
勁
散
，
則
取
八
極
凝
之
°

八
極
之
開
磬
，
在
鼓
盪
丹
田
；
劈
掛
之
拍
打
，
在
錘
鍊
內
膜

o

八
極
之
丹
田
勁
成
，
可
以
助
我
傷
人
；

劈
掛
之
拍
打
功
到
，
可
以
免
我
受
傷
°
練
八
極
每
覺
腿
苦
於
手
，
習
劈
掛
又
感
手
苦
於
腿
°
八
極
如
虎

之
離
山
，
如
熊
之
闖
林
；
劈
掛
似
鷹
之
捆
翼
，
似
蛇
之
掉
尾
°
八
極
似
顏
眞
卿
書
法
，
渾
圓
博
大
·
質

霖
淳
厚
；
劈
掛
如
趙
孟
頫
眞
蹟
，
風
流
條
暢
，
連
翩
多
姿
°
八
極
如
菊
部
黑
頭
，
最
責
是
黃
鐘
大
呂
之

音
；
劈
掛
如
劇
中
老
末
，
上
者
多
清
發
激
越
之
致
°
練
八
極
之
祚
態
，
厚
重
多
於
輕
靈
；
習
劈
掛
之
意

四



叫
l

味
，
便
捷
多
於
呆
滯
°
八
極
厚
重
，
又
不
可
流
於
笨
拙
；
劈
掛
便
捷
，
尤
最
忌
輕
艷
°
八
極
如
虎
之
威

猛
，
劈
掛
似
鷹
之
峻
切
°
八
極
多
直
進
之
法
，
劈
掛
擅
迂
迴
之
計
°
八
極
要
打
得
步
步
如
木
樁
深
植
，

劈
掛
要
打
得
手
手
賽
蛺
蝶
翩
飛
°
八
極
是
剛
中
有
柔
，
劈
掛
是
柔
裏
調
剛
°
八
極
之
功
成
，
當
有
虎
背

熊
腰
之
態
；
劈
掛
之
功
到
，
每
具
猿
臂
蛇
腰
之
致

o

八
極
如
盛
夏
酷
箸
，
威
厲
懾
人
；
劈
掛
若
祁
寒
嚴

冬
，
凌
凜
慄
心
°
八
極
一
攻
，
其
勢
如
山
崩
地
動
；
劈
掛
一
擧
，
其
態
若
暴
酊
飈
風
°
八
極
謂
拳
卽
是

常
，
劈
掛
則
用
掌
如
拳
°
八
極
之
步
，
每
先
鎖
而
復
絪
；
劈
掛
之
趨
，
多
先
綑
而
再
鎖
o

八
極
每
取
主

動
，
劈
掛
拚
應
人
攻
o

八
極
則
熊
步
虎
爪
，
定
如
熊
而
動
如
虎
；
劈
掛
則
鷹
翅
蛇
腰
，
擊
如
鷹
而
轉
如

蛇
°
八
極
之
含
怒
未
發
，
則
坐
腰
緊
背
，
含
胸
屈
肘
，
如
弦
之
引
滿
，
如
弓
之
開
足
，
沛
然
一
放
，
人

莫
能
禦
；
劈
掛
之
蓄
勁
在
我
，
則
開
胸
舒
咽
，
靂
腰
鬆
肩
，
如
剪
之
張
股
，
如
齦
之
啓
牙
，
突
如
其
闞

，
人
焉
所
當
°
八
極
一
拳
發
足
，
猶
未
摧
人
，
則
搖
肩
摧
步
，
另
以
他
拳
牽
掣
殘
之
；
劈
掛
一
常
劈
盡

，
尙
不
仆
敵
，
則
彈
臂
欺
身
，
逕
以
此
掌
反
振
摧
之
°
八
極
之
質
霖
，
所
以
保
莫
其
功
；
劈
掛
之
流
通

，
所
以
極
肆
其
麪
°
八
極
無
劈
掛
，
或
難
極
盡
其
亳
顧
之
妙
；
劈
掛
非
八
極
，
尤
恐
不
保
其
源
本
之
某

°
八
極
之
伷
華
，
巳
慚
歎
雛
本
逐
末
；
劈
掛
因
拘
守
，
更
可
傷
將
假
作
翦
°
八
極
之
倡
揚
，
首
必
須
糾

迪
羌
訛
，
徐
導
之
而
入
正
路
；
劈
掛
之
流
傳
，
尤
有
待
眞
人
買
授
，
及
初
始
而
奠
純
功
°
」
粽
謂
：
猛

如
虎
丶
狼
如
鷹
；
滑
如
油
丶
冷
如
冰

o

故
諺
美
之
曰
：
「
八
極
參
劈
掛
，
神
鬼
都
害
怕
°
」
「
劈
掛
參

八
極
，
英
雄
歎
莫
及
！
」



卷
壹
：
八
極
柔
身
六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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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身
是
人
生
最
大
的
幸
輻
，
然
而
獲
取
健
康
要
有
方
法
°
近
代
醫
學
界
提
倡
「
鬆
」
的
理
論
，
認

色
鬆
可
以
使
身
體
安
適
，
進
而
解
除
心
理
丶
生
理
上
的
障
礙
與
疾
病
°
其
實
這
個
理
論
在
我
國
古
代
早

已
非
常
講
究
，
尤
其
中
國
武
術
更
是
離
不
開
「
鬆
丶
靜
丶
定
」
三
字
°
現
在
我
依
據
自
己
練
拳
數
十
年

的
體
驗
，
特
從
拳
術
中
整
理
出
一
套
動
作
，
名
之
爲
「
八
極
柔
身
六
法
」
°
其
中
共
包
括
六
個
荃
本
式

子
，
全
都
是
以
「
自
然
」
為
本
，
完
全
符
合
生
理
原
則
，
易
憧
易
練
，
且
效
果
顯
著
，
同
時
配
合
理
論

說
明
如
后
，
俾
使
習
者
能
深
刻
體
悟
這
套
柔
身
術
的
精
髓
°

在
一
般
人
的
印
象
裏
，
以
為
健
身
只
是
鍛
練
一
個
人
筋
丶
骨
丶
肉
或
某
部
位
器
官
等
有
形
肉
體
，

殊
不
知
眞
正
之
健
身
不
但
要
使
有
形
的
肉
體
強
壯
，
並
且
也
要
能
達
到
培
養
內
在
「
養
性
」
的
功
夫
°

俗
語
說
：
「
外
練
筋
骨
皮
，
內
修
一
口
氣
」
，
這
個
氧
就
是
代
表
一
個
人
的
「
氣
質
」
，
換
句
話
說
也

就
是
要
修
練
一
個
人
的
「
個
性
」
，
使
他
的
個
性
能
臻
於
眞
善
美
的
境
界
°

然
而
要
如
何
才
能
從
健
身
中
逹
到
「
內
修
外
練
」
的
目
的
？
最
簡
單
的
方
法
就
是
要
做
好
「
华
備

功
夫
」
o

例
如
在
每
式
之
前
都
有
預
備
式
，
這
個
預
備
式
就
是
準
備
功
夫
，
千
萬
不
要
小
看
這
些
簡
單

丶

－、＇削

言

四
六



四
七

的
動
作
；
工
欲
善
其
事
，
必
先
利
其
器
，
惟
有
眞
正
做
好
預
備
功
夫
，
才
能
經
由
柔
身
法
之
輔
助
，
收

到
實
際
效
盆
o

下
面
就
以
抬
臂
繞
環
預
備
式
爲
例
，
說
明
如
何
來
作
好
準
備
功
夫
°

首
先
使
身
體
正
而
站
立
，
全
身
放
鬆
，
各
部
位
皆
以
力
學
原
理
自
然
落
位
°
此
刻
罽
中
摒
除
一
切

雜
念
，
心
靜
紳
定
，
氣
沉
丹
田

o

我
們
都
知
道
人
爲
萬
物
之
靈
，
所
有
動
物
中
只
有
人
昰
完
全
直
立
，

因
此
人
的
骨
架
結
構
是
非
常
奇
妙
的
，
它
能
以
它
自
己
的
力
學
結
構
支
持
任
何
不
同
的
姿
態
或
體
型
°

所
以
當
我
們
站
立
的
時
候
，
也
就
是
使
全
身
各
處
關
節
，
都
保
持
最
舒
適
的
「
自
然
彎
曲
」
°
爲
了
要

逹
到
這
個
目
的
，
我
們
必
須
使
腦
部
意
識
集
中
，
從
頭
丶
肩
丶
肘
丶
手
依
次
至
胸
丶
腦
丶
胯
、
膝
丶
脛

丶
足
等
默
察
一
遍
，
察
看
是
否
有
緊
張
之
處
？
是
否
有
不
舒
適
丶
不
自
然
之
處
？
如
果
冇
便
要
馬
上
修

正
°

通
常
引
起
不
適
的
原
因
有
二
：
日
爲
姿
態
不
正
所
引
起
°
這
種
缺
失
是
屬
於
有
形
的
，
可
以
上
述

默
察
方
法
立
卽
消
除
°
二
鈣
內
在
無
形
的
緊
張
，
呼
吸
不
順
所
引
起
°
這
種
不
自
然
是
屬
於
無
意
識
型

態
，
則
必
須
藉
「
有
意
識
的
行
筧
」
予
以
消
除
°
例
如
，
一
個
人
平
常
擧
止
是
最
合
乎
自
然
的
，
不
論

走
路
丶
講
話
都
順
暢
無
礙
，
可
是
當
他
一
旦
處
於
非
常
場
合
，
馬
上
就
會
變
得
不
自
然
°
這
是
因
爲
他

的
感
官
意
識
受
到
外
界
剌
激
而
產
生
反
應
，
這
時
惟
有
及
時
「
轉
移
」
意
識
力
才
能
消
除
緊
張
；
前
面

說
過
作
準
備
功
夫
，
重
點
使
是
在
養
成
默
察
的
習
慣
，
默
察
不
但
能
糾
正
有
形
的
偏
差
，
而
且
同
時
還



具
有
轉
移
意
識
力
的
效
果
°
如
果
我
們
腦
子
裏
存
有
這
種
概
念
，
時
時
提
醒
自
己
，
將
意
識
力
集
中
內

省
，
那
麼
外
界
的
干
擾
自
然
無
法
再
發
生
作
用
°
因
此
默
察
可
以
說
是
一
種
意
識
訓
練
，
而
意
識
訓
練

才
是
養
生
丶
健
身
的
眞
正
關
鍵
所
在
°

至
於
實
際
練
習
柔
身
法
，
則
尙
須
注
意
身
體
的
動
作

o

人
的
骨
架
就
像
是
立
在
地
上
的
衣
架
，
骨

架
外
的
皮
肉
就
好
像
是
衣
架
上
的
衣
服
，
衣
架
依
恃
本
身
構
架
平
穩
定
地
站
立
，
掛
不
掛
衣
服
？
或
掛

的
衣
服
是
好
是
壞
？
對
衣
架
絲
毫
不
發
生
影
響
°
同
樣
地
，
筋
肉
對
骨
架
也
不
應
該
發
生
影
響
，
如
果

身
體
的
動
作
不
順
乎
骨
架
自
然
結
檔
，
而
遷
就
於
筋
肉
，
那
麼
必
然
會
引
起
呼
吸
或
其
他
部
位
的
不
適

0

所
以
柔
身
法
的
動
作
應
該
是
「
發
於
中
，
形
於
外
」
，
健
身
並
不
在
乎
訓
練
肌
肉
美
醜
，
而
是
要
使

骨
架
恢
復
自
然
丶
正
確
的
姿
態
，
這
個
觀
念
非
常
重
要
°

健
身
的
方
式
很
多
，
在
此
我
不
談
深
奧
的
理
論
，
也
不
談
玄
妙
的
方
法
，
只
是
以
最
簡
單
丶
最
平

實
的
動
作
提
供
參
考
°
這
套
柔
身
法
不
受
時
問
丶
場
地
限
制
，
男
女
老
幼
均
宜
，
只
要
持
之
以
恒
，
可

以
祛
病
強
身
丶
延
年
盆
壽
°

四
八



第
一
式
：
抬
臂
繞
環

日
說
明
：

兩
昆
倂
攏
站
立
，
頭
正
頸
直
，
肩
膀
放
鬆
(
如
圍
二
;
兩
臂
徐
徐
抬
起
平
伸
胸
前
,
兩
手
鬆
開

，
掌
心
朝
下
(
如
誾
己
;
兩
臂
向
下
垂
擺
＇
經
腰
兩
側
＇
約
至
身
後
四
+
五
度
(
如
圖
三
)
;

藉
囘
盪
之
力
，
將
兩
臂
復
向
前
擺
動
，
經
胸
前
及
頭
部
兩
側
，
左
右
蠻
弧
分
開
，
胸
部
前
挺
，
足

跟
提
起
(
如
閬
四
、
圜
五
)
;
雨
搞
向
後
繞
環
＇
經
腰
下
兩
側
(
如
圖
六
)
＇
囘
至
胸
前

o

已
提
示
：

雨
臂
應
自
然
放
鬆
，
繞
環
以
兩
肩
為
中
心
，
手
臂
伸
展
要
直
，
並
配
合
挺
胸
吸
氣
，
儘
鬚
向
後
發

環
°

囯
功
用.. 訓

練
肩
胛
及
胸
鎖
關
節
之
霰
活
性
°

- -- 丶

八
極
至
身
六
法
名
稱
及
圍
解

囤
兀



矗

~ 

-
乞

（二 固） （一闕）

匯兩 下頭
，臂 垂正
掌自 ， 頸
心然 全直
朝抬 身，
下起 放兩
，與 鬆脣
五臂 0 鬆
指同 沉

五自高
' 。然， 兩

銍不 臂
弛冝 自
。僵 然



（四閶） (;.. flil) 

五

兩
臂
自
然
囘
擡
，

不
宜
僵
硬
丶
n
膀

不
宜
高
聳
，
閉
嘴
用
鼻
緩
緩
吸
，
身

微
後
仰
°

全
身
放
鬆
，
兩
咽
下
擺
，
約
在
後
四

十
五
度
，
兩
足
微
微
用
力
°



（六 l!i]) （五園）

此兩 不頲

時懌 宜僵 隨兩
鍰繞
綏環 硬臂

吐氣 完皐
，擺
胸動

, ' 
部；

全兩 儘目

身唸 元覦 五

鬆擱
擴手

祂至
張背

。身
吸 ，

後
氣启

, 
o 膀



第
二
式
：
擺
臂
扭
腰

五

日
說
明
：

兩
腿
開
立
，
兩
足
爲
一
膝
之
距
，
瞑
正
頸
匾
，
目
視
前
方
，
膚
膀
放
鬆
，
兩
臂
自
然
下
垂
(
如
圖

-
)
，
向
左
扭
轉
腰
部
，
使
上
身
面
向
左
側
，
雨
瞽
藉
扭
腰
之
力
，
自
然
擺
動
，
右
手
掌
輕
觸
左

前
腰
，
左
手
背
輕
觸
右
後
腰
(
如
冏
二
)
;
向
右
反
轉
腰
部
＇
使
上
身
面
向
正
前
方
＇
兩
臂
隨
勢

甩
開
分
別
囘
至
左
右
兩
側
(
如
圖
三
)
；
承
上
式
＇
繼
釈
向
右
旋
腰
＇
使
上
身
轉
向
右
側
＇
兩
戇

順
勢
擺
動
，
左
手
掌
輕
觸
右
前
腰
，
右
手
背
親
觸
左
後
腰
(
如
図
四
)
；
向
左
反
轉
腰
部
＇
使
上

身
面
向
前
方

，
兩
臂
分
別
甩
向
左
右
兩
側
(
如
罽
五
)
O

U
提
示
：

旋
轉
動
作
應
以
腰
椎
爲
軸
，
腰
部
使
勁
慢
悛
迴
旋
，
兩
料
放
鬆
隨
腰
扭
轉
而
自
然
甩
擺
°
切
忌
手

臂
僵
硬
或
用
力
o

g
功
用
：

訓
練
腰
椎
之
旋
轉
能
力
°



（二區］） （一~)

月· 腰 。 • 頭
力兩部 兩正
o 邗要 节甄
自確 自直

然氕 然，

擱勁 扭科 下兩
垂郃

, ' o 距

手使 放離 五
臂胯 鬆約
切朝 要一 11.Y 

忌向 領膝

囷左 同之

直測 前阅



（因同） (-=-薊）

五
五

扭
腰
料
正
，

肩
膀
放
綜
，

兩
臂
自
然

甩
胭
至
左
右
兩
側
，
注
意
兩
足
不
可

浮
動
°

扭
腰
要
領
向

圓
二
，
惟
扭
輯
動
作
須

整
體
記
合
一
致
，
身
料
腰
轉
，
頭
轄

身
蹲
，
目
視
後
方
°



（五同）

，甩
重拥
心要
要領
穩同
o 闥

, 
用
謨 五
帶

....... 
,、

動
手
臂



日
說
明
：

兩
閼
倂
攏
站
立
(
如
圖

1
)
，
兩
臂
平
伸
至
胸
前
(
如
圖
二
)
,
兩
釋
由
胸
前
抬
起
至
頭
部
，
身

體
放
鬆
，
屈
腰
後
仰
，
眼
睛
注
視
手
背
，
兩
臂
儘
暈
後
壓
(
如
圖
＝
了
圓
四
)
；
當
腰
微
微
彈
囘

之
際
，
兩
臂
再
向
後
壓
，
做
第
二
次
後
仰
(
如
圏
三
、
圖
四
)
;
腰
彈
囘
恢
復
立
姿
＇
兩
臂
徐
徐

囘
至
胸
前
平
伸
，
兩
腿
倂
攏
屈
膝
蹲
下
，
上
身
保
持
正
直
，
雨
臂
由
胸
前
向
下
垂
擺
，
指
尖
與
地

面
接
觸
(
如
圖
五
)
;
兩
屁
挺
起
伸
直
＇
兩
臂
向
後
擺
動
＇
同
時
上
身
鸞
腰
前
俯
，
頭
朝
下
，
面

向
腿
，
雨
臂
前
引
下
壓
，
使
頭
肩
儘
鬣
接
近
膝
腿
(
如
圖
六
)
；
上
身
挺
腰
'
回
復
正
直
＇
兩
腿

配
合
屈
膝
蹲
下
，
兩
臂
回
擺
，
指
尖
與
地
面
接
觸
(
同
圖
五
)
；
兩
鷗
挺
直
，
兩
臂
繼
牘
回
擺
，

平
伸
胸
前
(
同
圖
二
)
0

己
提
示
：

後
仰
，
前
俯
及
彈
腰
等
動
作
，
必
須
腰
腹
用
力
，
謎
膝
關
節
不
要
彎
曲
°
當
屈
膝
蹲
下
，
膝
足
關

節
用
力
，
上
身
須
保
持
正
直
°

囯
功
用.. 增

強
腹
肌
力
昷
及
昆
部
肌
腱
之
伸
展
性
，
此
外
並
訓
練
肩
臂
褪
膝
等
問
節
之
治
調
槻
能
°

第
三
式
：
舉
臂
後
伸

五
七



占
` 

A, • 
．一

(:::.. lll) 

手
囧
i且
與
启
同
高
｀

掌
心
術
下
，
五

指
自
然
張
開
°
茁
心
沿
於
兩
足
之
上

、
、J囿

頻
正
頸
泅
，
兩
忭
自
然
下
垂，
全
身

一
放
鬆
，
要
領
同
前

o

,\ 

五
八



', '· I1' ' .' ` 

（因~) （三囿）

ii 

九

甬
节
料
起
，

两
f
料
不
冝
大
閼
'
H

硯
手
翦
，
腰
微
用
力
°

兩
惇
向
後
樫
，
目
成
手
背
，

而
時
袞

部
用
力
後
仰
，
全
打
E盒
皿
'
I
U
l
切
6
i

四
硬
°



（＊囧） （五岡）

含
朐
拔
背
，
賅
蓋
彎
曲
，
兩
臂
自
然

下
垂
，
指
尖
須
微
燭
地
面
，
注
意
上

身
保
持
自
然
放
鬆
，
膝
部
用
力
，
足

跟
不
可
浮
動
o

珂
腰
低
頸
，
兩
腿
挺
直
，
兩
臂
向
前

壓
引
，
頻
肩
盛
蔬
接
近
膝
腿
°
注
恋

足
跟
不
可
浮
動
°

1^o 



第
四
式
.. 

左
右
撐
掌

, 
,、

日
說
明
：

兩
腿
開
立
，

兩
足
相
隔

一
膝
之
距
，

肩
臂
放
鬆
，

目
視
前
方
(
如
圏
二
＇

向
左
旋
轉
腰
部
，
雨

足
成
左
弓
右
箭
，

胯
朝
左
側
，

兩
臂
藉
旋
腰
之
力
，

一
起
向
左
擺
動
，

左
手
擺
至
右
足
跟
上
方
，

右
手
隨
之
在
後
擺
至
腰
側
，

兩
眼
向
後
注
視
左
掌
(
如
園
二
)
＇

向
右
旋
轎
腰
部
＇

兩
足
成
右
弓

左
箭
，

胯
朝
右
側
，

兩
瞽
藉
旋
腰
之
力
一
起
向
右
擺
動
，

右
手
擺
至
左
足
跟
上
方，
左
手
隨
之
在

後
，

擺
至
腰
側
，

扭
頸
擺
頭
，

兩
眼
向
後
注
視
右
掌
(
如
圏
三
)
,

向
左
旋
驊
腰
部
＇

兩
足
成
左

弓
右
箭
，

胯
朝
左
側
，

兩
瞽
隨
勢
擺
回
左
側
，

兩
手
變
掌
，

提
至
胸
前
，

左
腿
前
蹌
，

右
腿
後
蹬

，

兩
足
重
心
落
箕
，

兩
掌
由
胸
前
分
別
向
左
右
擋
出
，

掌
心
向
外
，

目
視
前
方
(
左
側
)
(
如
圖
四
)

o

右
式
從
左
式
o

g
提
示
：

左
右
擋
掌
應
注
意
兩
掌
豎
立，
掌
心
向
外
，
撐
出
之
際
，

腰
鬆
胯
塌
，

左
足
撐
，
右
足
睺
，
兩
榜

用
力
，

手
符
仲
直
°

囯
功
用
：

除
加
強
腰
腿
訓
練
，

且
能
增
進
腕
丶

肩
丶

肘
等
膦
節
訒
帶
之
柔
軟
性
°



（ 二 囿） （一~)

頭
正
頸
直
，
含
胸
拔
背
，

手
幃
自
然

下
垂
，
兩
足
約
一
膝
寬
，

全
身
自
然

放
鬆
°

腰
扭
國
向
左
測
，
兩
＂
自
然
甩
涓
，

切
忌
手
忻
僙
硬
用
力
，
面
須
朝
左
例

，
扭
類
住
說
手
背o

六



（因厠） （三闥）

_, 
,、

扭
腰
向
左
，

兩
手
自
然
提
至
廚
前
，

目
注
右
手
，
兩
肘
不
宜
太
開，
兩
掌

向
外
溟
出
，
兩
臂
用
力
左
右
宜
均
衡

．
配
合
全
身
放
勁
，
使
全
部
勁
作
同

時
完
畢
，
成
一
定
式
o

扭
牒
秘
向
心
側
，
兩
扭
自
然
甩
擺
，

面
朝
右
側
，
兩
眼
注
視
右
，半o



第
五
式
.. 

左
右
蹬
撻

日
說
明
：

兩
鼯
倂
攏
站
立
，

兩
手
插
腰
，

頭
正
頸
直
，
眼
視
前
方
(
如
圖
二
;
左
足
提
起
＇
胛
尖
向
下
，

左
膝
抬
與
腰
平
，

成
三
角
護
襠
，

重
心
移
至
右
足
，
右
腿
直
立
(
如
圈
二
)
；
左
足
尖
向
上
翹
起

，
朐
掌
朝
前
，

用
力
蹬
出
，
膝
部
挺
直
，
朐
尖
向
上
(
如
躪
三
)
＇
左
足
尖
向
前
平
壓
,
同
時
膝

部
彎
曲
收
固
，

提
至
胸
前
，
胭
尖
朝
下
(
同
問
二
)
;
左
足
落
回
原
地
(
同
睏
D
o

右
式
從
左

式
，

參
考
圏
四
丶

圖
五
°

n
提
示
：

提
膝
應
儘
盅
將
膝
蓋
提
高
，
貼
近
胸
部
o
蹬
脾
則
應
注
意
：
胛
掌
朝
前
，

胛
尖
上
扣
，
膝
部
挺
直o

囯
功
用
：

本
式
著
靈
腿
勁
及
膝
足
腺
節
內
外
兩
側
翦
帶
之
訓
練
，
此
外
對
服
肌

，

腰
背
筋
瞑
之
收
縮
外
展
亦

有
很
好
之
效
果
o

六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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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 岡) （一闇）

六
五

膝
蓋
儘
盅
彎
曲
丶

提
高
丶
靠
近
胸
部

，
須
護
住
襠
部·
左
腳
尖
須
朝
下
°

雙
手
掉
腰
，

兩
腿
併
擂
，
全
身
放
堢

，
重
心
落
於
兩
足
之
上
°



-~ ., . . ,, .. 

矗
J 

勺

弋

(VJ,} 冏） （三團）

歼性 捉棲 出上
，身

此， 時配 左保
腳持

外合 尖正
要吸 須正

領梨． 朝，
佃 ， 上力
圓身 內蔬 .. 

二椏 扣集
,、., ,. 

e 磁 。中
,、

弓 左
稍 腳

帶 斑



（五囿）

一.., 
,、

七

上
身
正
面
，

右
膝
挺
囧
·

右
腳
尖
朝

上
＇
左
胚
敘
R
'

要
領
同
關
一
l
_。



日
說
明
：

兩
足
張
開
約
一
膝
之
距

，
兩
腿
牛
蹌
或
馬
步
式
，

兩
憤
彎
曲
牛
仲
胸
前
，
肘
尖
下
墜
，

肩
膀
鬆
沈

，
兩
拳
半
握
，
掌
心
相
對
，
頻
正
頸
匿
，
目
覦
前
方
(
如
囿
－
)
;
左
臂
抱
肘
＇
收
回
腰
側
，
右

拳
不
變
，
下
身
保
持
馬
步
，
上
身
鬆
-
唄
(
如
囧
二
)
'
上
身
向
右
側
轉
動
，

兩
足
隨
韓
勢
成
右
弓

左
箭
，

胯
朝
向
右
，
同
時
扭
腰
垢
肩
，

左
拳
由
腰
際
向
前
方
(
原
馬
步
式
正
面
方
向
)
用
力
打
出

，
右
拳
由
胸
前
與
左
拳
成
反
方
向
拉
回
腰
側
，
手
肘
前
引
與
左
瞽
成
一
直
線
，

目
視
左
拳
(
如
圄

三
)
'

右
式
從
左
式
，

參
考
囧
四
丶
圏
五
°

3
提
示
：

本
式
在
發
動
出
拳
之
際
，
應
注
意
弓
馬
步
變
換
與
扭
腰
丶
蹬
腿
丶
塌
肩
發
拳
要
配
合
一
致
，
另
外

兩
拳
一
發
一
收
，

須
得
「
稱
勁
J
，

痲
心
落
於
兩
足
之
上
°

园
功
用
：

除
訓
練
全
身
關
節
活
動
之
協
調
性
，

尤
重
於
加
強
弓
馬
樁
步
訓
練
及
「
拳
勁
」
之
增
長o

第
六
式
：
馬
步
弓
捶

六
八



（二 iii) （一~)

{
＾
九

雙
手
握
空
拳
＇
左
手
縮
在
腰
際
°
矼

心
平
均
放
在
兩
足
之
上
°

含
胸
拔
背
丶
氣
枕
丹
田，
兩
肘
下
墜

，
兩
拳
不
冝
緊
揖
，
兩
足
尖
稍
徽
內

扣
°



（因囿） （三覇）

頭
正
頸
直
，
扭
頸
注
視
拳
頫
，
含
胸

拔
背
，
頭
不
可
偏
歪
，
弓
步
膝
蓋
不

可
突
出
超
過
腳
尖
·
腳
尖
內
扣
°

弓
步
變
換
毘
步
，
兩
足
須
自
動
調
筌

，
使
回
復
馬
步
姿
式
，
左
右
兩
拳
維

持
原
狀
°

七
O



（五圄）

七

出
拳
要
領
同
豳
l
=
7注
意
启
丶

胯
不

宜
凸
出
，

發
勁
要
配
合
扭
腰
丶
擇
腿

，
瓜
心
不
可
冏
拳
前
移
落
空
°



本
柔
身
法
以
健
身
強
身
為
宗
旨
，
以
誠
意
正
心
丶
修
身
養
性
為
本
，
由
內
而
外
，
循
次
漸
進
，
望

習
者
相
互
硏
究
，
共
同
發
揚
我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

柔
身
法
動
作
係
取
自
八
極
丶
劈
掛
等
拳
式
，
配
以
體
操
原
理
改
編
而
成
，
其
運
動
範
圍
除
包
涵
頭

丶
肩
丶
肘
丶
手
、
尾
丶
胯
丶
膝
丶
足
等
各
部
關
節
及
經
絡
之
舒
展
，
尙
能
增
加
拳
勁
丶
腰
勁
丶
腿
勁
等

功
架
基
礎
，
故
不
但
具
有
健
身
效
果
，
且
更
兼
具
練
功
紮
根
之
實
°
習
者
祇
要
把
握
要
領
，
勤
加
苦
練

，
時
日
一
久
，
自
然
筋
骨
壯
而
力
氣
生
，
所
謂
「
拳
打
萬
遍
，
胂
理
自
明
」
，
持
志
以
恒
，
必
能
獲
盆

匪
淺
°最

後
要
注
意
，
習
武
強
身
，
尙
須
做
到
端
正
身
心
，
生
活
規
律
，
柔
身
法
不
過
爲
「
養
身
之
術
」

，
眞
正
之
「
養
身
之
道
」
尙
在
守
身
培
根
；
孟
子
說
：
「
養
身
莫
善
於
寡
慾
」
，
而
「
寡
慾
」
卽
爲
「

主
敬
存
誠
」
，
也
就
是
日
常
起
居
飲
食
要
符
合
「
節
度
」
，
切
不
可
「
恣
意
放
縱
」
，
違
背
養
生
原
則

，
否
則
「
倒
行
逆
施
」
自
誤
狀
害
身
心
，
雖
仙
丹
妙
藥
恐
亦
難
有
所
助
盆
°
「
自
助
然
後
天
助
」
，
造

命
在
天
，
立
命
在
人
，
本
立
而
後
道
生
，
先
哲
至
理
，
吾
輩
不
可
不
慎
察
也
°

丶

F付

記

七



卷
貳
：
大
八
極
拳

七



，
訌
多

i
及
、
；
怪
玩

，
篠
缸
左
己
＼

品
之
L
戶
念

g
3

門
；
寨

七
四



「
大
八
極
」
原
名
「
大
鈀
子
」
，
為
「
大
架
子
」
，
是
小
八
極
後
第
二
套
拳
法
°
練
習
時
動
作
較

快
，
姿
勢
開
展
，
拳
路
注
重
化
勁
，
要
練
到
全
身
都
是
纓
勁
°
它
與
小
八
極
的
不
同
處
是
具
有
－
剛
一

柔
°
故
八
極
門
功
夫
練
成
小
八
極
功
力
時
，
若
遇
到
敵
手
，
卽
用
剛
勁
將
他
反
彈
；
而
練
成
大
八
極
功

力
時
，
則
先
將
敵
人
用
柔
勁
纏
住
，
敵
方
要
逃
時
纔
用
剛
勁
發
出
，
故
八
極
拳
，
以
大
八
極
肆
其
術
°

- 丶
前

言

七
辶



二
丶
獻
肘

l
、
起
式

- - 

(.=:... 同） （一同）

丶
大
八
極
拳
名
稱
及
圄
解

動
作
：
一
用
足
並
立
，
兩
手
自
然
下
垂

於
兩
腿
旁
，
舌
祗
上
府
，
成

靈
頂
頸
，
沈
屑
垂
肘
，
含
胸

找
背
，
笑
沈
丹
曰
，
意
念
集

中
°
如
B
-
。

勤
作
日
：
．
左
腳
路
往
前
鍩
出，
右
腳

跟
迤
併
立
，
腿
微
曲
，
同
時

左
拳
前
挑
＇
右
拳
亦
同
時
罔

於
左
拳
肘
下
，
腰
略
擰
向
左

，

而
左
右
守
隨
滕
身
擇
於
左

側
方
°
如
面
二
°

七
六



l
一
丶
挑
打
頂
肘

(3- 圄）

七
七

勤
作
3
:．
隨
上
式
，
右
拳
下
攙
往
右

側
上
撩
至
右
下
方
，
左
肘
往

左
側
頂
肘
，
同
時
下
蹲
，
目

親
右
方
°

用
法
：
當
彼
方
打
出
右
拳
，
我
卽
以

左
手
臂
架
開
，
同
時
右
手
打

對
方
胸
部
o

動
作
日.. 

身
體
轉
向
左
方
同
時
左
腳

踏
出
成
啟
步
，
靈
心
在
右
腳

，
左
手
向
前
採
猁
，右
手
掌

前
撩
°
如
岡
三
°

用
法
：
如
彼
方
出
右
拳
時
，
我
卽
以

左
手
採
捌
其
手
，
右
手
攻
擊

彼
方
襠
部
°



(\',!l 洞）

動
作
3
：
重
心
落
於
左
腳
，
右
腳
躒

踢
，
同
時
右
手
向
上
挑
托
，

左
手
則
下
按
護
襠
°
如
圏
四

。

用
法
：
如
彼
方
出
右
拳
時
，
我
卽
以

右
手
托
起
彼
方
之
樗
，
右
腳

猛
踏
迎
面
骨
°

（五圄）

動
作
囯
：
琛
右
步
，
左
腳
向
前
跨
出

成
馬
步
，
左
拳
由
下
向
上
挑

出
而
變
爲
肘
，
右
掌
過
頭
而

擷
拳
向
後
下
使
羕
勁
下
攘
°

如
昀
五
°

用
法.. 

彼
方
出
右
拳
時
，
我
卽
以
左

手
臂
架
開
° 七

八



（六另）

四
丶
右
橫
打

動
作
日
：
誼
心
移
於
右
腳
成
虛
步
，

左
拳
変
守
採
向
左
方
，
右
拳

岌
掌
，
掌
心
向
上
°
如
臨
六
o

用
法.. 

彼
方
出
左
拳
，
我
以
左
手
採

住
，
並
以
右
掌
橫
擊
彼
方
腰

部
°
老

(-1= 同）

七
几

動
作
3

．
跺
左
步
·
迪
右
腳
成
牛
弓

牛
馬
步
；
左
掌
橫
例
於
後
，

右
羋
橫
打
擊
出
°



五
丶
左
橫
打

動
作
：
重
心
移
於
右
腳
，
跺
右
步
，

進
左
腳
成
半
弓
半
馬
步
，
右

掌
橫
捌
於
後
，
左
掌
橫
打
擊

出
°
如
圈
八
°

用
法
：
彼
方
出
右
拳
，
我
以
右
手
採

住
，
並
以
左
掌
橫
擊
彼
方
腰

部
o

（九圄）

動
作.. 

左
右
兩
在
生
同
時
握
拳
，
左
拳

向
內
裹
回
左
屑
前
方
，
右
拳

噩
圈
翻
題
於
額
前
上
方
°
擰

身
向
左
，
左
腳
向
後
斜
方
伸

出
，
成
爲
左
仆
腿
，
左
拳
同

時
鑽
下
°
如
圍
九
°

用
法.. 

彼
方
出
右
拳
時
，
我
卽
以
左

腎
控
制
彼
方
之
拳
，
左
肆
綑

住
其
腳
，
左
拳
可
攻
擊
其
襠
°

六
、
轉
身
下
式

八
O



（十固）

動
作
：
轉
身
下
式
正
面
圖
°

（一十圄）

七
、
擊
襠
捶

1\ 

動
作
日.. 

身
體
往
前
鑽
起
，
成
左
弓

步
，
左
拳
同
時
挑
起
，

右
拳

收
於
右
周
前
°
如
圖
十

一
。

用
法
·
·
彼
方
出
左
拳
，
我
以
右
手
架

住
，

左
拳
擊
其
襠
部
°



(.:;. 十 回）

動
作
3
·
·兩
軔
同
時
併
步
向
前
琛
，

左
拳
変
接
掌
收
於
右
胸
前
，

同
時
右
拳
往
下
攘
出
°
如
圏

十
二
°

用
法.. 

彼
方
出
右
拳
，

我
以
左
手
架

住
，
右
拳
往
下
擊
其
襠
部
°

(3-十 00)

八
、
右
踢
腿

動
作
；
上
身
原
式
不
動
，
右
腳
向
前

踢
出
°
如
面
十
三
°

用
法
：
如
彼
方
出
右
拳
，
則
我
以
左

手
英
住
，

右
腳
踢
對
方
下
盤
°

/\ 



（面十 00)

九
丶
反
砸

動
作
·
·
右腳
向
下
落
演
成
馬
步

，
左

掌
下
按
，
拉
屈
於
服
前
，

右

拳
經
左
掌
內
，
以
拳
背
翻
頲

而
下
°
如
岡
十
四
°

用
法.. 

彼
方
出
右
拳
時
，
我
以
左
掌

按
住
，
右
拳
由
上
向
下
砸
出
°

（五十閶）

I\ 

+
、

弓
步
左
探
掌

動
作
：
轄
成
右
弓
步
，
右
手
變
俯
掌

向
內
裹
，
左
羋
自
右
字
下
探

出
，
右
掌
收
於
右
腺
際
°
如

圈
十
五
°

用
法.. 

彼
方
擊
出
右
拳
時
，
我
以
右

掌
採
仕
，
左
掌
探
向
彼
之
右

協
°



（六十 lJ))

動
作

... ...,. 

·
·
弓
步
左
探
掌
正
面
固
°

(--I:: 十同）

十

動
作
日
：
由
弓
步
＇
擰
腰
向
左
成
牛

弓
牛
店
步
，

左
掌
向
內
災
，

右
掌
伸
出
，
蔻
於
左
才
下
方

。
如
圍
十
七
o

用
法.. 

彼
方
出
左
竽
，
我
以
左
手
採

住
·
右
字
榨
向
彼
之
左
脇
c

、
雙
擋

八
叫

l



（八十固）

動
作
3
：
接
上
勢
，
使
腰
勁
｀
汊
腳

磨
盤
成
馬
步
，
同
時
左
右
孚

向
雨
側
探
出
°
如
聞
十
八
°

（九十肘）

十
二
、
推
窗

八
五

動
作
日
：
馬
步
変
爲
右
盅
步
，
茁
心

落
於
左
足
，
擰
腰
向
右
，
左

掌
自
右
掌
下
穿
出
°
右
掌
收

回
於
左
掌
肘
旁
°
如
圖
十
九

。

用
法.. 
彼
方
出
右
拳
，
我
以
汊
手
托

彼
臂
°

(
虎
撲
)



（十二回）

動
作
3.. 
左
腳
向
前
邁
出
牛
步
，
右

腳
跟
進
°
雙
掌
同
時
翻
轉
向

前
推
撲
°
如
粵
一
十
°

用
法.. 

彼
方
以
汊
手
抓
住
我
肩
膀
時

，
汊
手
提
起
往
前
撲
，
連
攻

帶
化
°

,4
n 

、
＾
、

` 

(-+.:::.... 圄）

十
三
丶
落
步
掌

動
作
·
·
右
腳
向
後
撤
，
左
腳
接
著
收

回
成
虛
步
，
右
手
向
下
往
後

撩
再
上
行
成
登
掌
，
左
掌
落

置
於
左
膝
上
方
°
如
囧
二
十

一
。

用
法.. 

彼
出
右
腳
時
，
我
卽
以
左
手

挑
彼
之
腿
°

八
六



(.=.. 十二同）

動
作.. 

落
步
掌
正
面
圖
°

(.;.. 十二囷）

八
七

十
四
丶
轉
身
擇
掌

動
作
日.. 

左
腳
踏
箕
，
同
時
提
右
腳

，
上
身
略
往
前
伏
，
左
掌
順

勢
往
後
攫
，
右
掌
由
上
往
下

。
如
圖
二
十
三
°

用
法
：
如
彼
方
出
右
拳
時
，
以
左
手

化
開
來
手
，
而
以
右
手
肘
攻

擊
對
方
胸
部
°



（四十二國）

動
作
3
：
右
腳
琛
步
，
提
左
腳
擰
腰

轉
身
°
左
腳
向
後
撤
落
，
左

掌
上
托
，
右
掌
收
回
脇
下
°

如
圖
二
十
四
°

用
法.. 

彼
方
出
右
拳
時
，
我
卽
以
左

手
托
彼
臂
，
右
掌
擊
彼
朐
°

動
作
曰
：
接
上
勢
，
左
潁
向
後
撒
落

時
，
右
掌
自
脇
下
因
出
°
如

圓
二
十
五
°

用
法.. 

彼
方
出
右
穿
時
，
我
以
左
手

托
住
其
右
手
，
同
時
右
掌
斥

出
°

、
、' 



（六十.:::.. 00) 

(Jc-t ·.::. 同)

動
作
：

探
字
正
面
躪
°

十
五
丶

進
步
左
擇
掌

/· 

T
、

L

IJ 

動
作
日
：

右
腳
珞
收
，

提
簡
換
步
'

身
囍
向
右
側
，

同
時
右
掌
下

翻
，

左
字
由
後
而
伸
向
前
°

如
図
二
十
七
°

用
法.. 
彼
方
出
右
拳
，

我
以
右
手
化

開
來
手
°



（八十二冏）

動
作
3
：
進
左
步
成
馬
步
，
左
掌
擋

出
，
右
手
掌
收
回
額
前
上
方
°

用
法.. 

彼
方
出
右
拳
時
，
右
手
往
上

托
住
其
手
臂
，
左
掌
擋
向
對

方
右
脇
o

（九十二圄）

動
作
日
；
左
掌
下
按
，
右
掌
下
落
於

胸
前
，
左
腳
徼
收
成
成
步
°

如
閾
二
十
九
°

用
法.. 

彼
方
出
右
拳
，
我
以
汊
手
採1

住
敵
手
°

十
六
丶
進
步
右
擇
掌

九
O



（十三启）

`, 
丶

芸

3
·
·左
手
由
下
往
外
翻
上
°
如

閬
1
1
1
+
。

用
法.. 

彼
方
出
右
拳
時
，
我
以
左
手

採
住
敵
手
°

（一十三圄）

丿L

翌
囯

．
左眇
提
蘢
換
步
，
右
腳
進

步
成
馬
步
，
左
手
掌
拉
瞪
於

額
前
上
方
°
同
時
右
掌
擇
出
°

用
法
.. 

彼
方
出
右
拳
時
，
我
以
左
手

採
住
彼
手
，
同
時
右
掌
掠
向

對
方
胸
部
°



(.::.. 十三圄）

勳
作
日
：
同
十
五
今
四
H
'七
o

用
法
：
同
十
五
式，圏
二
十七
o

十
七
、
進
步
左
撐
掌

(.3- 十.;.. Ill) 

勐
作
3
：
同
十
五
式
，

用
法
：
同
罔
二
十
八
°

茵
二
十
八
°

九



（面十三回）

十
八
丶
進
步
右
擇
掌

動
作
日
：
同
十
六
式
，
四
一
十
九
°

用
法
：
同
十
六
式
，
面
二
十
九
°

（五十三圄）

九

動
作
3
·
同
十
六
式
，
園
三
十
°

用
法.. 

同
十
六
式
，
固
一
I
I
+
。



（六十;. Ill) 

動
作
囯
：
同
十
六
式
，
圖
三
十
一
。

用
法
：
同
十
六
式
，
圈
三
十
一
。

(-1=十三同）

十
九

丶
採
摟
勾
拌

動
作
：
右
掌
內
裹
，
收
翦
腰
部
，
左

掌
山
c
0掌
背
上
探
出
成
登
掌

·
右
腳
可
時
內
勾
.. 

阻
於
左

印
前
°

用
法.. 

彼
方
出
右
拳
，
我
以
汊
方
採

住
，

同
時
以
右
腳
勾
拌
其
腳
°

九
四



（八十;. 00) 

動
作
·
·

採
拇
勾
拌
芘
而
郾

（九十,.::.. 00) 

二
十
丶
掛
塌

J
L五

動
作.. 

左
掌
下
按
外
掞
而
收
於
左
腰

，
右
字
同
時
向
斜
前
下
方
俯

举
搞
出
，

右
腳
亦
同
時
向
後

撒
步
成
左
弓
步
°
如
囧
三
十

九
°

用
法.. 

彼
方
出
右
拳
時
，
我
以
左
手

採
住
彼
手
，
以
右
腳
後
掛
彼

之
腿
部
，
右
手
按
其
背
或
以

肘
擊
背
倒
地
°



(-t- l!S 因）

動
作
：
掛
塌
正
而
瞄

（一十 \!I) Ill) 

11+ 

動
作
日
：
右
手
收
回
胸
前
，
左
手
扶

於
右
手
腕
，
同
時
收
右
腳
，

上
身
隨
腰
向
右
擰
'
t
l弭
因

+
l
。

用
沄.. 

彼
用
右
手
抓
住
我
右
手
小
臂

，
則
左
手
按
住
其
手
，
用
反

滾
拿
手
法
破
之
°

、
大
遐
絲

九

1
^



(.::. 十面固）

a • ~ 

勁
作
g
·
·右
腳
提
籠
換
步
躁
右
步
，

汊
手
隨
身
嘔
下
沈
，
如
圖
四

十
二
°

用
法
：
接
上
式
，
將
對
方
之
手
往
下

帶
°

(;. 十四 00)

几
'
[

動
作
囯
；

靄
心
落
於
右
腳
·
左
腳
往

前
探
，
汊
手
帶
至
右
蔡
莉
，

如
囧
四
十
三
°

用
法.. 

囧
四
十
一
丶
四
十
二
、
四
十

三
爲
連
賞
之
用
法
°



(l!9 十四國）

二
十
二
丶
崩
捶

勳
作
日
：
左
手
往
右
手
之
內
穿
下
，

右
掌
略
向
上
提
置
於
左
上
臂

上
方
，

如
圖
四
十
四
°

用
法.. 

彼
出
右
拳
，
我
以
右
手
掌
採

住
o

（五十四同）

動
作
3
：
接
上
式
，
左
腳
往
前
過
出

牛
步
，

右
腳
跟
上
成
牛
弓
半

馬
步
，

右
手
握
拳
收
回
腰
際

，
左
拳
往
上
崩
起
°
如
囧
四

十
五
°

用
法
：
接
上
式
，
左
拳
崩
句
對
方
襠

部
°

九
八



（六十 t'!1 00) 
二
十
三
丶
跪
膝

勁
作
日
：
重
心
稍
移
向
前
，
左
拳
變

掌
挑
起
，
如
岡
四
十
六
o

用
法
：
彼
踢
右
腿
時
，
以
左
小
瞽
掛

住
其
腿
內
側
°

（七十四固）

J
L九

動
作
3
·
·右
腳
跪
向
左
腳
側
，
同
時

左
掌
收
回
於
右
肩
前
，
右
拳

向
斜
下
方
擊
出
，
如
鬪
四
十

七
°

用
法.. 

彼
出
右
拳
，
我
以
左
手
推
開

向
右
手
，
汊
腳
控
制
其
腳
而

右
手
擊
向
襠
部
°



(1、十四 JI])

二
十
四
丶
退
步
左
擋
掌

勳
作
日
：
汊
手
同
時
向
上
挑
成
十
字

手
，
身
盟
向
上
站
起
，
右
i企

同
時
蹬
出
°
如
圖
四
十
八
o

用
法
·
·
彼
出
右
拳
，
我
以
汊
手
架
閼

其
手
，
同
時
右
腳
庠
其
腿
部

。

（九十四箇）

動
作
3
·
·右
腳
往
後
落
步
成
馬
步
式

，
右
字
拉
E
I
l
l

於
額
前
上
方
，

左
掌
探
出
°
如
囧
四
十
九
°

用
法.. 
彼
出
右
手
，

我
以
右
手
t
8托

其
情
，
左
字
揉
向
彼
脇
°

100 



（十五闞）

二
十
五
丶
退
步
右
擋
掌

動
作
日
：

左
腳
收
回
成
盅
步
，
左
掌

隨
勢
翻
提
，
右
举
由
上
收
固

昀
前
，

如
囧
五
十
°

用
法.. 

彼
出
右
笮
，
我
以
左
手
採
住

彼
手
°

（一十五 Ill )

_c-

動
作
3.. 

向
後
落
左
步
成
席
步
，

左

手
拉
蹬
於
額
前
上
方
右
掌
浮

出
°
如
圖
五
十
一
o

用
法.. 

彼
出
右
拳
時
，
我
以
左
手
托

住
其
小
憤
，
右
字
惇
出
o



(.=.. 十五同）

·, 

(.3... 十五圄）

動
作
日
：
同
十
九
式
圖
三
十
七
°

用
法
：
同
十
九
式
，
圖
三
十
七
o

二
十
六
、
掛
榻

動
作
3
：
同
二
十
式
，
園
三
十
九
°

用
法
：
同
二
十
式
，
圖
三
十
九
°

註
：
北
式
與
前
面
十
九
丶
二
十
式
之

不
同
處
＇
乃
因
二
十
六
式
為

連
珝
動
作
°

: ',. 

·) -C 



(1!SI 十五~)

二
十
七
丶

千
斤
墜

動
作
日
：

同
二
十

一
式
，

圖
四
十
一
o

用
法
：

同
二
十
一
式
，

面
因
十
一
。

（五十 Ji. 00) 

動
作
3
：

同
二
十
一
式
，
同
因
十
＝
l。

用
法
：
此
式
與
二
十

一
式
之
用
法
不

同
，
乃
利
用
全
身
詆
盅
將
對

方
往
下
帶
，

而
二
十

一式
較

著
凪
過
捏
之
逛
絲
手
法o

1
0
三



（六十五同）

二
十
八
丶
崩
捶

動
作
日
：
同
二
十
二
式
，
睏
四
十
四
°

用
法
：
同
二
十
二
式
，
圖
四
十
四
°

（七十五回）

動
作
3
:
·同
二
十
二
式
，
圖
四
十
五
·

用
法
：
同
二
十
二
式
，
圖
因
十
五
°

l
C
四



（八十五固）

二
十
九
丶
落
步
砸

動
作
日
：
提
左
膝
，
成
躅
立
式
，
收

左
拳
於
左
膝
旁
，
右
拳
上
提

，
如
圖
五
十
八
o

用
法.. 

彼
出
右
拳
，
我
以
左
手
向
下

架
開
，
同
時
頂
左
膝
攻
擊
°

（九十五圄）

1
0
五

動
作
3
:
．
落
左
腳
向
後
成
馬
步
·
左

手
拉
慍
腰
際
，
右
拳
由
上
往

下
礦
，
如
圈
五
十
九
°

用
法.. 

彼
出
右
拳
時
，
我
以
左
手
化

拥
其
手
，
並
在
落
步
同
時
，

以
右
手
向
其
頭
部
或
肩
部
砸

下
°



（十六同）

三
十
丶
連
環
脾

動
作
日
：
右
拳
樊
掌
外
翻
，
同
時
右

腳
祖
出
，

如
圏
六
十
°

用
法.. 

彼
出
右
拳
，
我
以
右
手
將
其

托
住
，

同
時
右
腳
躥
向
對
方

拘
部
°

. ···!···. 扭n

助
作
3
：
身
囍
躍
起
，

在
空
中
扭
簇

，
左
腳
鏡
出
，
右
誌
落
地
°

4翠
靂
於
額
前
，
左
拳
鑊
福

．
如
曲
六
十
一
o

用
法.. 

彼
出
左
拳
，
我
以
右
手
架
住

，

左
腳
蹬
向
對
方
°

-
o
六



(.=.. 十六同）
三
十
一

動
作.. 

左
腳
落
下
，
左
拳
翻
起
下
砸

，
右
拳
收
於
腰
際
，
如
圖
六

十
二
°

用
法.. 

彼
出
右
拳
，
我
以
右
手
化
開

彼
手
，
同
時
左
拳
頲
向
對
方

頭
部
°

、
反
砸

(.,. ·; :•、: +: \ 

i
C)
'] 

動
作.. 
同
第
六
4
K，
固
九
°

用
法
同
第
六
式
，
圖
九
°

三
十
一
了
轉
身
下
式



(v:i;r 十六 00)

動
作
日
：
同
第
七
式
，

面
十
一
。

用
法
：
同
第
七
式
，

圖
十
一
。

三
十
三
、
擊
襠
捶

（五十六 Ill)

動
作
3
：
同
第
七
式
，
閩
上
一o

用
法
：
同
第
七
式
，

鬪
十
二
°

lO^~ 



（六十六月）

三
十
四
丶
右
踢
腿

動
作
：
同
第
八
式
，
圖
十

三
°

用
汰
：
同
第
八
式
，
冏
十
一
了

(-I:-十六闃）

丸

動
作
：
同
第
九
式，四
直
。

用
法.. 

向
第
九
式
，
圖
十
四
3

三
十
五
丶
反
砸



(A十六 fjJ)

十
六
丶
戏
搞

動
作
日
：
同
第
十
一
式
，
圈
十
七

用
法
：
同
第
十
一
式
，
郾
十
七
o

（九十六凪）

用動
法作
：仁

第同同: 
十第
一十
式一
，式

図I'

一
., 

十問 。
八十
0 八

。



三
十
七
丶
收
式

、
`
,

厠七
動
作

a
·
·靠
右
步
，
汊
手
扭
拳
·
證

十
於
丹
田
兩
側

o

如
囧
七
十
一
0

- ( （十七同）

動
作
日
：·
i
f
I
心
落
於
右
腳
，

左
腳
邁

步
向
前
，
汊
手
同
時
向
前
撩

出
°
如
囧
七
十
°

用
法.. 

彼
方
出
拳
或
腿
時
將
其
向
上

托
開
°



卷
參
：
大
八
極
拳
對
拆



碸{
屮炸



八
極
溶
除
練
習
套
路
外
，
亦
有
固
定
之
對
棟
o

近
數
年
來
，

我
八
極
苲
流
他
日
廞
，
特
將
大
八
極

拳
對
拆
公
佈
於
位
，
一
方
面
使
學
者
瞭
解
招
式
的
用
法
，
另
一
方
面
恋
鎄
舉
者
的
聽
勁
和
反
應
o

令
鬥

下
弟
子
將
之
拍
成
照
片
，
附
以
說
明
，

以
統
一
動
作
o

圖
片
上
樑
明
甲
方
和
乙
力
，
途
免
根
者
混
希
o

主
要
甲
方
爲
守
，
乙
方
咒
攻
o
(
乙
方
為
大
八
極

拳
路
)
(
所
標
示
名
稱
焦
乙
方
之
姿
勢
名
稱
)
°

丶
..u... 

削

言

－
－
四



－
一丶

甲
：
同
大
八
極
預
備
式
°

乙
：

同
大
八
極
預
備
式
o

一
、
預
備
式

（一間）

大
八
極
拳
對
拆

圈
解
說
明

「－一－
i 

－
五



(.::::.. 風）

(.3- 同）

一
六



(I!!) 同）

甲.. 

身
體
向
左
，
邁
出
左
腳
成
弓
步，
左

手
護
於
襠
部
，

右
手
由
下
往
上
挑
起
o

乙
：
同
r
P
。

l
丶
挑
打
頂
肘
日
如
圖

g
i

甲

：
同
大
八
極
獻
肘
°

乙
：

回
大
八
棪
獻
肘
°

默
肘
3

如
閭

甲
：
同

大
八
極
起
式
°

乙
：

回
大
八
極
起
式
°

二
丶
獻
肘
日

如
冏

-
i
七



（五鳳）

（六屬）

八



如
岡
七

如
圖
六

一
一
九

甲
·
·
右
腳
踏
踢
，
同
時
右
手
向
上
挑
托
·

左
手
則
下
按
o

乙
：
同
甲
°

挑
打
頂
肘
3

挑
打
頂
肘
囯

甲
·
·
右
腳
跺
步
，
左
腳
虛
點
於
地
，
右
手

收
於
腰
際
，
左
手
握
拳
於
腰
側
°

乙
·
·
右
腳
跺
步
，
左
腳
向
前
跨
出
成
馬
步

，
左
拳
由
下
向
上
挑
出
而
變
肘
，
右

掌
過
頵
而
捉
拳
落
於
肩
上
，
再
向
下

而
撩
於
後
°

四
丶
右
槓
打
日

甲
攻
·
·
迪
左
腳
成
左
弓
式
，
出
左
拳
，
右

手
罩
於
腰
際
°

乙
守
：
左
腳
跺
步
，
左
掌
採
開
來
手
，
右

手
上
提
略
高
於
肩
°

如
圖
五



1110 

(國V)

．一



` i ,̀ 
彎
一

（十圄）

甲
守
：

進
右
步
，
出
右
拳
，
成
牛
弓
半
馬

步
°

乙
攻
：
擰
腰
，

右
腳
提
起
下
跺
，
右
手
向

外
採
，

左
手
猩
拳
於
左
方

，
略
商

於
屑
°

左
橫
打
3

如
關
十

五
丶
左
橫
打
H

F
f
l攻：
左
腳
收
回
牛
步
，
跺
步
成
右
虛
式

，
左
手
上
架
，
右
手
收
於
腰
側
，

準
仰
打
出
°

乙
守.. 
不
變
° 如

圖
九

甲
守
：
不
變
°

乙
攻
：

進
右
腳
成
篤
步
式
，
右
拳
橫擊
甲

之
腰
部
°

右
橫
打
3

如
囧
八



（一十 If.I)

一(;:_十囯）

三



(.;. 十聞）

甲
攻
：
收
右
腳
，
f^

步
成
左
虛
式
，
右
手

上
架
，
左
手
收
於
腰
際
°

乙
守
：
不
變
°

醇
身
下
式
3

甲
攻
：
進
左
步
，
打
左
拳
，
成
弓
步
°

乙
守
：
左
手
下
架
，
右
手
提
於
右
額
上
方
o

如
囧
十

六
丶
団
身
下
式
日
如
圖
十

三

甲
守
不
變
，

乙
攻
：
進
左
步
·
左
拳
橫
擊
甲
之
腰
部
成

馬
步
°

左
檳
打
曰
如
嘀
十



（四十同）

（五十圄）

四



（六十圜）

－
i
-五

中
守
左
手
上
架
°

乙
攻
：
右
腳
落
地
成
馬
步
，
右
手
往
下
反

砸
°

九
丶
反
砸
如
圖
十
六

甲
守
：
右
手
下
架
°

乙
攻
：
右
腳
蹬
出
°

七
丶
擊
擋
捶

八
丶
右
踢
認

如
圖
十
五

甲
守

：
擰
腰
向
左
，
左
手
下架
°

乙
攻
；
左
腳
落
買
，
並
右
腳
，
右
手
巾
上

往
下
擊
襠
°

如
囧
十
因



(-1: 十同）

(,、+ II )
一·-···"一，一一.. .... . 一 ..... .... . ..一............. ·-"""'. 一---

l
i
－
六



（九十同）

雙
撐
3

如
圖
十
九

如
岡
十
八

l
－

一七

甲
攻
：
出
右
拳
o

乙
守
：
擰
腰
向
右
，
右
手
採
，
同
時
左
手

探
向
甲
之
右
脇
°

十
一
丶
雙
擇
日

甲
守
：
右
手
肘
架
開
來
手
o

乙
攻
：
左
手
被
化
叫
時
，
右
手
探
向
甲
之

右
脇
°

甲
守
：

以
左
小
懌
架
開
乙
之
右
手
，
同
時

成
馬
步
雙
捺
式
°

乙
攻

·
·
右
忿
被
化
翦
之
時
，
亦
變
成
馬
步

雙
拉
式
°

+
、
弓
步
左
探
掌
如
關
十
七



（十二鬬）

(-+-=-lll) 

八



(.::. 十二圄）

如
問
二
十
一

一
二
九

十
二
丶
推
窗
日

如
囧
二
十

甲
攻
：
迆
右
步

，
右
手
劈
出
°

乙
守
·
·
右
腳
下
跺
成
左
虛
式，
雙
手
架
住

來
手
°

p
i
｀

守.. 

左
手
上
提

，
黏
住
乙
手
°

乙
攻
：
進
左
腳

，
雙
手
推
向
甲
胸
，
成半

弓
半
馬
°

推
窗
曰
如
岡
二
十

推
窗
3

甲
攻
：
左
腳
下
跺
成
右
虛
式
，
左
手
採
出o

乙
守
：
不
變
°



(E.. 十二厠）

(I!!? 十.::. JII) 

一
三
C



（五十二屬）

甲
守
：

進
右
步
，
右
手
向
左
上
架
°

乙
攻
：
左
腳
落
箕
，
上
右
步
右
掌
劈
出
°

+
＝
l
、
落
步
掌

如
圖
二
十
三

甲
攻
：
左
手
化
閒
乙
手
時
，

右
腳
往
後
成

左
虛
式
，
右
手
在
上
，
左
手
在
下

成
揚
鞭
手
°

乙
守
：
．
與
甲
同
時
落
步
成
揚
鞭
手
°

十
四
丶
韓
身
擇
掌
日

釋
身
擇
掌
回

如
閼
二
十
四

如
冏
二
十
五

乙
攻
：
右
步
落
賞
，
右
手
收
於
胸
前，準

備
抨
掌
°

甲
守.. 

左
腳
後
擱
一
百
八
十
度
落
箕
，
右

手
黏
住
乙
手
°



(-\: 十二圄）

~ 



（八十二同）

乙
守
；
左
手
顯
勞
上
限
°

甲
攻
：
擰
身
向
右
，
右
F

架
開
來
手
o

如
閑
二
十
八

乙
攻
：
右
腳
下
跺
，
上
左
步
成
馬
步
，
左

掌
探
出
°

甲
守
；
不
變
°

釋
身
擇
掌
囯

乙
攻
：
左
腳
後
落
成
馬
步
，
右
萃
掠
出
，

左
手
缸
於
額
前
上
方
°

甲
守
：
右
手
擋
出
，
亦
成
馬
步
，
左
手
蹬

於
額
前
上
方
°

十
五
丶
迆
步
左
擇
窣
日

迆
步
左
擇
掌
3

如
問
二
十
七

如
冏
二
十
六



（十三凪）

叫



（一十三同）

進
步
右
澤
掌
3

十
七
丶
迆
步
左
擇
掌
日

-
i户L
1

如
圖
三
十

乙
攻
：
擰
腰
向
左
，
左
手
順
勢
向
右
剌
弧

架
開
來
手
成
右
虛
式
°

甲
守
：
不
變
o

如
圖
三
十
一

乙
攻
；

馬
步
右
搶
掌
°

甲
守
：
退
左
步
成
右
虛
式
，
左手
往
下
往

外
採
住
來
手
°

乙
守
：
不
變
°

甲
攻
：
右
手
上
架
時
，
上
左
步
擇
掌
°

十
六
丶
進
步
右
擇
掌
日
如
囧
二
十九



(.=. 十三屬）

(.E.. 十三同）

.. 
,、



(V-11+.;... 同）

如
問

[i一十
四

如
囧
三
十

乙
守
：
同
十
五
式
圖
二
十
七

甲
攻
：
同
十
五
式
圖
二
十
七

迆
步
左
擇
掌
3

十
八
丶
迆
步
右
擇
掌
日

乙
守
：
同
十
六
式
圖
二
十
九

甲
攻
：
同
十
六
式
圖
二
十
九

造
步
右
擋
掌
3

乙
攻
：
同
十
六
式
岡
三
十

甲
守
：
同
十
六
式
圖
三
十

一
三
七

如
囧
i
ll
+



（五十三圖）

（六十三同）

＇、



（七十三的）

一
三
J
L

乙
守
不
變
°

甲
攻
：
進
左
腳
成
牛
弓
牛
馬
步
，
左
手
由

下
往
上
崩
起
°

進
步
右
擇
掌
囯

乙
守
：
不
煚
°

甲
攻
：
濘
身
向
右
，
右
腳
下
跺
成
左
虛
式

，
右
手
採
住
乙
手
，
左
手
置
於
兩

膝
之
閶
°

採
摟
勾
拌
3

如
圖
三
十
七

十
九
丶
採
摟
勾
拌
日
如
圖
三
十
六

乙
攻
：
馬
步
揖
掌
°

甲
守
；
退
左
步
，
右
手
往
左
下
架
°

如
圍
一l一
十
五



一 "一"' """""一'""'""'""一'"

(A十三闓）

（九十三厠）

－－一一-·1

l 

四
C



! 一·-·· ·-- --一一.. . --· 一. .. ' "" ·---一-·. . 一- I 

（十西 :1,1)

二
十
、
掛
塌

如
圓
三
十
九

.. 

匹l

如
園
三
十
八

乙
攻
：
收
右
腳
成
右
盅
式
，

左
手
採
住
甲

手
，
右
手
提
於
甲
之
左
肩
側
°

甲
守
：

不
變
°

乙
攻
：
右
腳
向
右
後
拌
敵
之
腳
，

右
手
按

甲
之
背
部
o

甲
守
：
左
腳
被
拌
於
後
，
雙
手
祁
地
°

11+ 

I 

｀
閾
絲
崩
捶
日

乙
守
·
·

右
手
向
左
後
架
開
來
手
°

屮
攻
：
左
囧
移
於
左
後
成
馬
步
右
拳
°

採
摟
勾
拌
囯

如
囧
四
十



（一十四 Ill)

(.::..+\!SI 厠）

一
四



- ~ 

(;.. 十~Ill)

乙
攻
：
不
變
°

甲
守
：

退
右
步
成
左
弓
步
，
右
手
下
架
°

如
圖
囚
十

絪
絲
崩
捶
3

如
囧
因
十

乙
攻
：
擰
身
向
右
＇
躁
右
步
，
右
手
囿
絲

擒
住
甲
手
，
左
手
四
於
下
方
，

羋

心
向
外
°

甲
守
：
不
變
°

譴
絲
崩
捶
口

乙
攻
：
上
左
步
成
半
弓
牛
馬
式
，
左
手
巾

下
向
上
麻
起
°

甲
守
：
不
愛
°

二
十
二
丶
跪
膝
H

lE=l 

如
閭
四
十



(ISi十口屬）
（五十m 圈）

一
四
四



（六十四四）

四
I
i

乙
攻
·
·
右
腳
蹬
出
，
雙
手
仍
架
住
甲
手o

甲
守
：
提
右
膝
避
開
乙
之
蹬
腳
°

乙
攻
：
迆
左
步
成
坐
盤
式
，
右
手
由
上
往

下
斜
打
，
左
手
護
於
右
肩
°

甲
守
：
退
左
步
成
右
弓
步
，
左
手
下
架
°

二
十
三
丶
退
步
左
擋
掌
日

乙
守
：
雙
掌
交
叉
成
十
字
手
，
上
架
於
額

。

」i
J

T" 
甲
攻
：
右
手
由
上
往
下
劈
，
左
手
收
於
腰

際
，
仍
爲
右
弓
式
°

退
步
左
擇
掌
3

如
囧
四
十
六

如
問
四
十
五

跪
菠
3

如
岡
四
十
四



(1、+~ 風）

一
四
六



（九十因同）

一
四
七

乙
守
：
．

不
變
°

甲

攻
；

左
手
順
勢
剡
弧
採
住
乙
手
，

進
右

步
'

t
Z右
掌
°

如
囧
四
十
九

退
步
左
擇
掌
回

退
步
左
禕
掌
四

乙
攻
：
退
右
步
成
馬
步
式
，
右
千
上
採
，

同
時
掠
出
左
掌
°

甲
守
：

不
變
°

二
十
四
丶
退
步
右
擇
掌
日

如
閭
四
十
八

乙
守
：

不
耍
°

甲
攻
；

落
左
步
成
馬
步
式
，

右
手
採
住
乙

手
，

左
手
控
掌
°

如
圓
四
卜

七



,f 
（十五同）

（一十五 圄）

四
J 、



<~ 十五圄）

四
几

退
步
右
擇
掌
3

l
一
十
五
、
退
步
左
擇
掌
H

退
步
左
撐
掌

3

如
圓
五
十
一

乙
守
：
馬
步
右
擋
掌
式
°

甲
攻
：

右
手
化
開
來
手
，

右
腳
提
蘢
換
步

進
左
腳
，

左
擇
掌
°

乙
攻
：

同
二
十
三
式
面
因
十
八

甲
守
：
同
第
二
十
三
式
囧
四
十
八

如
圓
五
十

乙
攻
：
退
左
腳
成
馬
步
，

榨
出
右
郢
°

甲
守
：
不
變
°

如
圖
五
十



(:-十五圄）

-Jic 



~ 
（五十五同）

一
荘

乙
攻
：
不
變
°

甲
守
：
右
手
向
左
後
下
架
成
敗
式
°

退
步
右
擇
掌
3

退
步
右
擇
掌
囯

乙
攻
：
同
第
二
十
四
式
冏
五
十

甲
守
：
同
第
二
十
四
式
囧
五
十

如
岡
五
十

ll
-

如
囧
五
十
四

如
冏
五
十
五

乙
守
：
同
第
二
十
四
式
岡
因
十
九

m
攻
：
同
第
二
十
因
式
圓
因
十
九

_
＿
十
六
丶
退
步
右
擋
掌
日



. ·-'·. 
I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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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同）

乙
攻
：
同
囧
三
十
八

甲
守
：
同
圖
三
十
八

如
圖
五
十
八

乙
守
：
同
面
三
十
七

甲
攻
：
同
鬪
三
十
七

乙
守
：
同
第
十
九
式
脛三
十
六

甲
攻
：
同
第
十
九
式
囧
三
十
六

採
摟
勾
抨
3

採
摟
勾
拌
囯

一
五
三

如
圖
五
十
七

二
十
七
丶
採
摟
勾
拌
日
如
鬬
五
十
六



(+-t-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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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一十六圄）

乙
攻
：
收
圖
石
腳
蹤
出
左
腳
°

甲
守
：
右
手
架
開
乙
之
左
腳
，
落
右
步
成

左
虛
式
，
左
手
同
時
架
開
乙
之
左

腳
°

迤
環
胛
3

如
囧
六
十

二
十
八
丶
速
環
朐
H

乙
守
：

右
手
上
架
，
右

腳
磴
出
°

甲
攻.. 

左
腳
向
左
拉
回
成
馬
步
，
右
手
由

上
往
下
劈
°

如
囧
六
十

乙
攻
：

同
圖

三
十
九

甲
T
:

I
n
J
囧
H
l卜

九

採
摟
勾
拌
四

... 
• I
.' 

ll 

如
圖
五
十
九



(.;.. 十六暠）

\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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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 十六 Ill)

七

.1 1 

甲
守
左
手
架
開
來
手
°

乙
攻
：
側
身
右
手
擊
襠
°

三
十
一
、
擊
擋
捶

如
圖
六
十
四

甲
守
：
左
腳
向
後
方
邁
出
°

乙
攻
：
向
左
擰
身
，
右
腳
併
向
左
腳o

1
1
1
+、
精
身
下
式

如
囧
六
十

乙
攻
：
落
左
步
成
馬
步
，

左
手
往
下
砸
°

甲
守
：

丘
手
k

架
°

二
十
九
丶
反

砸

如
圓
六
十



（六十六員）

\ 
石
'
I



(<十六 Ill)

一
五
九

甲
攻
：
同
第
十
式
岡
十
七

乙
守
：
同
第
十
式
圖
十
七

111+ 

＝
I
丶
反
砸

三
十
四
丶
弓
步
左
探
t
n

:
:
如
囧
六
十
七

甲
守
：
左
手
上
架
°

乙
攻.. 
落
右
腳
成
馬
步
，
右
手
往
下
砸
°

如
翩
六
十
六

甲
守
：
右
手
向
下
架
開
乙
之
右
腳
。

乙
攻
：

蹬
右
腳
°

三
十
－
l
、
右
踢
腿

如
冏
六
十
五



（九十六國）

六
0



（十士闞）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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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
·
逍
左
步
，
鈦
右
步
，
左
拳
前
挑
，
墜

肘
，

右
拳
蹬
於
左
拳
肘
下
°

乙
·
·
右
韓
身
向
後
，
落
右
腳
靠
左
腳
，
左

拳
前
挑
，
毬
肘
，
右
拳
阻
於
左
拳
下

。

l
一
十
六
丶
收
式
如
圖
七
十

r
p守
：
同
十
一
式
圖
十
九

乙
攻
：
同
十
一
式
圖
十
九

弓
步
左
探
掌
3

三
十
五
丶
雙
擋

如
國
六
十
九

甲
守
同
囧
十
八

乙
攻
：

同
岡
十
八

如
圖
六
十
八



先
師
李
公
書
文
嘅
精
大
槍
及
八
極
拳
矣
，
以
其
剛
猛
無
儔
，
陽
炁
太
盛
，
復
取
「
劈
掛
」
參
合
之

，
使
二
者
遂
有
陰
陽
相
濟
，
剛
柔
互
根
之
妙
°
八
極
拳
技
至
此
，
盎
形
完
備
矣
°

是
以
世
有
歌
謠
曰
：
「
八
極
參
劈
掛
，
砷
鬼
都
害
怕
；
劈
掛
參
八
極
，
英
雄
歎
莫
及

o

」
足
以
說

明
「
八
極
」
丶
「
劈
掛
」
相
輔
相
成
，
大
有
太
極
氣
象
也
°
及
其
極
致
，
可
奪
造
化
之
精
華
，
參
天
地

之
正
理
，
若
云
強
身
拒
敵
，
猶
其
餘
緒
也
°

今
特
將
「
八
極
」
刊
行
問
世
，
以
榘
同
好
，
世
有
知
之
者
，
當
次
刊
「
劈
掛
」
一
書
，
以
為
全
功

之
言
也
°

跋

一
六

全
書
完



定

1
1
：
巷
堅
拾
伍
元

承
印
者
：
含
矗
印
剧
公
司

九
龍
新
蒲
崗
景
埕
面
捷
景
工
菜
大
廈
十
八
褸

出
版
者
：
利
豊
出
版
社

九
龍
葵
届
扛

A

中
心
五
樓

著

者
：
引
雲
雄

八
極
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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