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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趣在於，論析民初《近代俠義英雄傳》中的霍元甲是如何被「製造」、「創作」

成天津武俠神話。除了主要素材《近代俠義英雄傳》外，本文還從「中文期刊全文數

據庫」、「華藝線上圖書館」等電子資料庫中收集了相關期刊論文並納入分析。結果

表明，《近代俠義英雄傳》的作者向愷然立基於留學習得的知識及傳統武學的底蘊，

從事撰述武術與文學作品。他試圖通過文字話語來提升武術家的定位和價值，進而打

破人們對武術的刻板印象。尤其是霍元甲與各國大力士的比賽情節，雖個人之間武藝

的切磋，但實質彰顯弱勢民族對外來強大民族的一種反抗與自衛。此乃藉由「虛構」

與「事實」的手法拿捏，以塑造民族英雄的時代性。整體而言，向愷然產製「霍元甲」

為天津武林神話是成功的，其筆下卓越的技藝身體代表著民族精神與精武主義，足以

戰勝各國好手；霍元甲的民族英雄形象贏得了社會各階層的認同。

關鍵詞：武俠、俠、民族主義、武林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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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從晚清直至民初，致力於書寫武俠

小說的知識分子，不乏以文俠自居者，他

們詩文中的俠義情懷，號召或分享當時中

國士人投身革命、救亡的激情 ( 陳碩文，

2019，頁 73)。他們在為積弱的國勢尋找

應對的資源，試著界定一個想像性「保種

強國」的民族特質以應付變遷的世局 ( 高
嘉謙，2001)。在虛構世界中，保留現實世

界中美好的一面，設計理想的江湖場景，

顯現在一個井然有序的江湖規律的武俠世

界 ( 林保淳，2008，頁 199–201)。武俠世

界以民族主義與國族想像的近代中國為背

景，以身體作為個體與國體的中介，實踐

了召喚俠者，自強中國的潛在慾望 ( 高嘉

謙，2001)。向愷然 (1890–1957)，筆名平

江不肖生，湖南平江人，為中國著名舊派

武俠小說宗師，亦精通技擊，1919 年《申

報．拳術見聞錄》記載：「向愷然本精武

術，曾於長沙上海兩設國技學會提倡拳技

是書即本其生平所見所聞精心結撰於拳術

之源流派別及治拳術者之授受」( 申報，

1919)。從中瞭解，向愷然本就是一位武術

愛好者，更出版相關武術著作，積極推廣

武術與發揚武學。另，1925 年《申報》刊

載一則廣告「笑舞台今夜初次開演俠情好

戲大俠霍元甲」( 申報，1925)。當時記者

便是訪問向愷然，瞭解霍元甲 (1868–1910) 
為人及其歷史。記載如下：

霍元甲抱定是不給外人看輕中

國的主義⋯⋯一遇到俄國大力

士中國人是東亞病夫，他就認為

是絕大的國恥，所以情願拚命比

武，拚命打擂台，要一雪中國的

國恥⋯⋯對於這位發起精武體育

會大俠霍元甲，格外加以注意，

這是別開生面的好戲。( 申報，

1925) 

上述報導中，無論是抵禦外敵，亦

或是強國保種，霍元甲已然被塑造為打破

「東亞病夫」的中國武術傳奇大俠。其次，

1923 年向愷然所撰《近代俠義英雄傳》，

也分別在臺灣和中國重新再版發行。有趣

的是，向愷然與精武體育會又是如何連結

的呢？筆者在《申報》發現，1915 年精

武體育會舉行第三次畢業禮並開技擊運動

會，來賓約有二千餘人，參與運動者包括

南洋公學、中國體操學校、中華鐵路學校

及南派技擊名家向愷然等 ( 申報，1915)。
從文獻報導中，向愷然獲邀為貴賓且實際

參與該會活動，可想得知，精武體育會與

向愷然應有深厚的關係。

經仔細閱讀其著作《近代俠義英雄

傳》後，發現向愷然與霍元甲有諸多連

結，為此，筆者先從「中文期刊全文數據

庫 (1911–1949)」中查閱「霍元甲」，搜

尋到 59 筆資料，其中，最早一筆文獻有

二，其一蕭汝霖所撰〈大力士霍元甲傳〉，

刊載於陳獨秀 (1879–1942) 主編的《青年

雜誌》，內容大致為其生平、習武歷程、

大挫拳匪、名聞海內等事件，該篇敘述當

時海內豪俠之士，皆以一見霍元甲為榮。

後一戰俄羅斯大力士，由於該力士主要是

為了賺錢，故在廣告中誇大其詞來吸引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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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在霍元甲約戰後，迅速逃離；二戰英

國大力士，該力士於赴約之日，離開上海

返回南洋。約戰黑人力士，該賽事限制霍

元甲不能使用足踢、拳擊、肘摧與指掌方

式攻擊，霍元甲言此乃畏懼華人之武術。

爾後，霍元甲募資創辦精武體育會 ( 蕭汝

霖，1916)。另一筆為向愷然 (1916) 《拳

術見聞錄 ( 續 ) 》刊載於沈瓶庵主編的《中

華小說界》的記載，雖不知何筆文獻為先，

但從內容觀之，二筆文獻資料大致相同，

不過，向愷然在內容的敘述及各歷練的闡

述，更是清楚。可以發現，霍元甲在當時

是對外抵抗國外大力士的民族英雄，舉凡

各國大力士均敗於或因其名聲而倉促逃離；

對內是帶領並集結武俠之士，及創辦精武

體育會的武林豪傑。當然，從目前史料中，

我們尚無法得知霍元甲對抗大力士之真實

情形，但從民初時期的期刊、雜誌與報刊

中，甚至是武俠電影中，「霍元甲」已然

被塑造為民初時期的武術代表人物，亦是

華人眼中的「精武英雄」。

當然，廣為傳播的是李小龍所拍攝的

《精武門》，以精武體育會的原型，加深

海內外華人對精武體育會的符號想像 ( 晏

青，2015)，使華人武俠電影第一次成功打

入國際市場，武俠片也成為華語電影中最

早躋身國際影壇的類型。如徐元民 (2002) 

認為，精武體育會之歷史曾經被李小龍改

編成電影《精武門》，其影片內容引用部

分真實情節，加上改編部分劇情，引發世

界對華人武術之好奇，也因為如此華人對

精武體育會有所謂之歷史情結，精武會成

員也有所謂之歷史傳承使命，精武會員在

遷徙或移民過程中，精武體育會一直是華

人社會之重心，更是華人精神生活之重心。

2006年由李連杰所主演的電影《霍元甲》，

則被詮釋為好勇鬥狠，濫殺無辜、亂收酒

肉徒弟的江湖武夫 ( 李欣悅，2006)。由此

觀之，「民族英雄」、「愛國武術家」是

否是後人對霍元甲形象的塑造呢？目前，

兩岸三地對「霍元甲」的討論甚多，包括

從電影去探討其尚武精神、英雄話語、性

別敘事及運動教育意涵進行若干討論，如

楊瑞松 (2000) 認為 1920 年代，霍元甲的

傳奇能夠引發讀者共鳴，乃是中國尚處在

政局動盪、日本進逼的危機之中。黎俊忻 
(2015) 認為霍元甲從原本一名武師，被塑

造為附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為提倡尚

武、健身強國，樹立一個完美的形象。若

從《近代俠義英雄傳》進行尋找，則是探

討向愷然的民族精神或是將其歸為武俠奠

基之作，范伯群 (2011) 認為向愷然是以純

粹的民間立場作為小說的核心，以霍家的

「迷蹤拳」作為襯托的主幹，帶出清末武

林各門派之特色，為武林留下一代英豪的

列傳。陳墨 (2006) 認為向愷然提倡「精

武救國」讓國人多知道中國武術的門派支

流、武功招式及武俠文化，從而繼承中國

武術文化的道德內涵和強身要術。楊媛媛 
(2014) 認為向愷然將愛國情感和民族正義

融於武俠情節之中，刻劃一個不僅胸襟豁

達、鋤強扶弱，捍衛民族尊嚴，提倡中國

武術的愛國英雄。韓倚松 (2012) 從民國初

年所出版幾本書目 (《虞初近志》、《清

稗類鈔》、《精武本紀》、《國技大觀》、

《拳術見聞錄》、《留東外史續集》、《近

代俠義英雄傳》) 中，探查霍元甲之事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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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皆表明霍元甲在民國早期文化中早已

擁有其地位。1 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精武

體育會簡介中僅談及向愷然，卻對蕭汝霖

隻字未提，可想而知，向愷然在近代中國

武俠小說之地位。

綜觀上述，《近代俠義英雄傳》雖有

學者進行討論，然，主要仍是趨向單一事

件較少進行全面性的論述，以及釐清霍元

甲是如何被「製作」與「創造」。是以，

本文之探討乃奠基於前人基礎之上，從

《近代俠義英雄傳》出發，來探討向愷然

筆下的霍元甲與精武體育會及相互間的脈

絡。首先，先概述向愷然的生平與事蹟；

其次，論述《近代俠義英雄傳》的時代背

景與內容分析；再者，剖析霍元甲對民初

時期之影響。在資料取材與分析上，本文

主要從《近代俠義英雄傳》一書為主要材

料，另輔以「中文期刊全文數據庫 (1911–
1949)」、「中文期刊全文數據庫」、「華

藝線上圖書館」等電子資料庫，藉此窺探

清末民初霍元甲傳奇。

貳、向愷然 ( 平江不肖生 ) 的
生平

1898 年 6 月戊戌變法，僅僅維持百日

的政治改革運動便宣告失敗，維新派康有

為、梁啟超先後逃亡，戊戌六君子：康廣

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

第英勇就義，《近代俠義英雄傳》便是以

此事件開啟各武林／武俠人物。隨即義和

團運動引發俄、德、法、美、日、奧、義、

英等八國聯軍之役，聯軍攻陷北京，清廷

簽訂屈辱的《辛丑合約》，令中國主權進

一步淪喪，成為半殖民地，此役亦加深中

國民眾對列強侵略及賣國政府的仇恨。

向愷然生長在各國列強侵略，國家日

薄西山的年代，自幼就讀私塾，勤學四書

五經，考取楚怡工業學校，畢業後，曾前

往上海增廣見聞，後赴日本入華僑中學深

造 ( 不肖生、葉洪生，1984)。1911 年回

國，隨即在長沙創辦國技學會。1913 年討

袁失利，再次東渡日本。1914 年向愷然用

章回小說體寫出近代中國第一部留學生文

學《留東外史》，並於同年回國，致力於

武術的推廣與發展，對中華武術的傳承發

展有突出的貢獻。他精通武藝，13–14 歲

開始研習拳腳，太極拳師從陳微明、王潤

生、許禹生、劉恩綬等人 ( 平江不肖生，

2015)，曾撰寫〈太極推手的研究〉一文，

體悟練習太極推手的過程與心境 ( 不肖

生、葉洪生，1984)。亦曾撰寫〈練習太極

拳的經驗 ( 續上期 )〉發表於《浙江體育》

中，探討學習太極拳體悟與見解，如「太

極拳架式，各家所傳，皆有區別，然不論

其手法及姿勢，如何不同，其從首至尾，

須一氣呵成」( 向愷然，1936，頁 29)。

向愷然對傳統的功利主義拳術觀提

出批判，著有〈拳經講義〉、〈拳術見聞

1 韓氏於文末中推敲〈大力士霍元甲傳〉與《拳術見聞錄》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可能性有四，一、蕭汝霖

乃是向愷然的筆名；二、向愷然撰寫的《拳術見聞錄》乃根據蕭汝霖之文章；三、蕭汝霖〈大力士霍元

甲傳〉乃借用向愷然的作品；另有一篇霍元甲傳刊載於它處，蕭汝霖與向愷然乃借鑑同一篇作品 ( 韓倚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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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拳術傳薪錄〉、〈拳術言行錄〉

等作品，如在〈拳術傳薪錄〉發表於《精

武叢報》中，論及：「拳術之妙，全在變

化，運用勁路，祇在分寸之間，口授猶時

有辭不能達之處」( 向愷然，1938a，頁 8)。
「點穴之術，非深明生理學者，所言類多

謬妄。今之拳術家，輒言能點穴，此欺世

駭俗之談也」( 向愷然，1938b，頁 6)。可

見在武術的體會上有深厚的體悟與造詣，

亦從現代科學的角度理解中國武術。向愷

然 (1924) 藉由江湖傳聞故事來引喻各門各

派應打破門戶派別，才可發揮武術之長。

1928 年中央國術館成立初期，向愷然曾提

出建言，認為國術不應只分武當、少林二

門，且此二派又豈能包括整個中國武術，

並認為應提高太極拳的比重、地位與價

值，而非僅是普通研究之拳術 ( 向愷然，

1936，頁 27)。筆者以為，中央國術館開

設之宗旨與目的，乃是打破各門各派之見，

收納各家之長，使之有效推廣與運用。向

氏認為武當少林不妥，並有意將太極提高

為一門，似乎也是師其所長之心態，對整

個中國武術的發展並無任何益處。此外，

1934 年亦提及「古之拳術殺人，今之拳術

育人。人之百為，基於其躬。練拳術，則

身健，身健則魄力雄，意志強，魄力雄，

意志強，天下事不足為也」( 山西國術體

育旬刊，1934)。事實上，1920–1930 年代

不少武術著作嘗試透過現代科學，包括生

理學、心理學、物理學的方法來理解太極

拳的法理，提供一個科學化的現代性解讀 ( 
章戈浩，2014)。向氏深得其理，故在相關

著作之中皆表達並推崇此一理念，在《近

代俠義英雄傳》中，向愷然對醫學、體育

與技擊方面都充分肯定西方科學成就，如

黃石屏對中醫針灸和穴位的科學分析以及

與德國醫學家的交流，秦鶴岐對外旺內傷

之症主張內外兼修的科學態度，霍元甲與

外國大力士的較技、交鋒，彭庶白對日本

柔道的科學方法的肯定，可以說明既肯定

西學，但又不媚外之立場。向氏亦曾多次

參加革命活動，並積極宣揚武學，組織武

術學會等，在近代社會中有一定影響力。

1919 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旅外求學知

識分子有著豐富的留學經歷，無論是啟蒙

思想的宣傳，還是革命運動中的表現，更

是以「先進」的姿態，占據話語主權。此

時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文化市場的出

現，小說雜誌為迎合市場的需要，亦表現

出更多世俗化、娛樂化等特點 ( 張艷麗，

2019) ；小說在報刊雜誌等新興媒體之助

下日益蓬勃，在 1920 年代後，更是達到高

峰期 ( 楊瑞松，2000，頁 98)。1922 年，

向愷然以湖南平江、瀏陽兩縣居民爭地武

鬥為經，以崑崙、崆峒兩派劍俠分頭參與

助拳為緯，創作《江湖奇俠傳》先載於《紅

雜誌》 ( 不肖生、葉洪生，1984)，這是向

氏的成名之作，被稱為「現代武俠文壇鼻

祖」( 張堂錡，2016)。1928 年，上海明星

電影公司將《江湖奇俠傳》中第 73 回至

81 回故事，拍攝成《火燒紅蓮寺》影片，

且一續再續，連拍 18 部。1920–1938 年止，

向愷然陸續創作了多部長篇武俠小說，其

中《近代俠義英雄傳》在 1923 年出版。向

氏在武俠小說中勾勒他心目中的人民和國

家形象，及學武之人的武德涵養，描繪出

現代民族國家的藍圖。誠如鄭沼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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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向愷然的武俠創作與當時的政治密

切相關，所撰之書乃是在他第二次從日本

回國以後開始創作，留學生活讓向愷然對

未來的國民與國家有其藍圖，日本體驗和

對現代民族國家的想像融入到自身的武俠

創作中，關於民族想像與國家建構，既與

他在國內耳濡目染其仁人志士對中國前途

國家命運的探索相關，將其思想貫穿其中，

批判中國國民的劣根性，試圖改造並塑造

國民嶄新的人格，建立現代性的民族國家，

以實現強國保種、富國強民的目的。

1930 年代，向愷然應湖南省主席何

鍵 (1887–1956) 之邀回湖南組織國術訓練

所，進一步辦理全國武術擂臺大賽，推動

全民體育 ( 不肖生、葉洪生，1984)。湖南

省政府主席何鍵 (1932) 言：「國術訓練所

之設，意在使湘人皆知武術之重要；大之

則增進國民禦侮作戰之技能；小之亦足以

鍛鍊體力，為事業成功基礎。」當時國術

訓練所大致分為三步驟：一、提倡國術時

期。二、本所教官除實地訓練所招選各班

學員從事嚴格訓練外，並利用體育之原理，

解剖國術。三、普及國術時期 ( 國術 ( 長 
沙 )，1932b)。其師範班的教育觀念乃是化

除宗派、公開研究、國術科學化；教育目

標乃養成尚武精神、培植忍苦耐勞的特性、

增進氣力、穩定步武、堅固筋骨等 ( 國術  
( 長沙 )，1932a，頁 60–61)。如上可知，從

計劃書、教育觀念至教育目標皆可清楚瞭

解國術訓練所的實施，乃首重國術提倡喚

起民眾對國術的瞭解，並引發其興趣；利

用體育之原理，從科學的角度來理解國術、

學習國術、普及國術、完成民眾國術化等，

皆和向愷然所追求的國術之道相呼應。可

想而知，向氏為完成自我理想走向實踐之

道，從 1932–1938 年一直任職於國術訓練

所，完全投入於國術教育之中，其著作多

半是與武術名家名事相關；1943–1947 年任

職於安徽學院；1948 年底返回長沙，創作

《革命野史》，後又發表《丹鳳朝陽》，

卻因「反右運動」的政治運動衝擊下，於

1957年 12月腦溢血逝世 ( 不肖生、葉洪生，

1984)，觀其一生共撰武俠小說 14 部。2

向愷然創作技巧喜採「劈竹法」及

「剝筍法」，由一人帶出一人；分別就其

角色輕重，或作列傳，或記世家的方式娓

娓道來 ( 不肖生、葉洪生，1984)。張艷麗 
(2019) 認為，向愷然意識到僅僅依靠一個

人的力量是難以拯救中國的，必須要整個

國民強大起來。國民的強大源於強健的身

體，尤其是在被列強環伺、危機四伏的時

期，改變國人愚昧落後的思想觀念也是當

務之急。向氏企圖通過武俠小說喚醒國人，

塑造國人嶄新的民族精神，以實現富國強

種的目的 ( 鄭沼虎，2019)。整體而言，向

愷然經由殖民地的觀察，體悟到國家強弱

的重要性；透過習武經驗，明瞭唯有增強

國民的身體素質，才可使國家逐漸強大；

旅外求學的歷程，領略西方科學的實用性，

以及國民民族意識塑造的重要；撰述武術

2 包括《江湖奇俠傳》、《近代俠義英雄傳》、《玉玦金環錄》、《江湖怪異傳》、《江湖異人傳》、《江

湖小俠傳》、《現代奇人傳》、《半夜飛頭記》、《煙花女俠》、《獵人偶記》、《豔塔記》、《雙雛記》、

《鐵血英雄》、《奇人杜心五》等作品 ( 不肖生、葉洪生，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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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學作品，以文字論說，提升武學之人

的定位與價值，打破國民對武術的觀感。

參、《近代俠義英雄傳》的時
代背景與內容分析

20 世紀初，武術組織開始有較具規模

的發展，如 1900 年北京的四民武術社、

河北的蒲陽拳社，1911 年國技學會、山東

的中華武術會、青島中華武術會、中華武

士會 ( 申報，1923a；盧亮廷，2019)，及

1910 年的精武體育會。《近代俠義英雄傳》

源自 1923 年在《偵探世界》第一期開始連

載 ( 申報，1923b)。1923 年 11 月才由世界

書局出版《近代俠義英雄傳》初集、二集 
( 申報，1923c)，至 1926 年 11 月《近代俠

義英雄傳》共出版五集 ( 申報，1926)。《近

代俠義英雄傳》以譚嗣同「血諫」為始，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平
江不肖生，2008，頁 1)。藉由流血犧牲，

締造「俠」的示範，引出清末豪俠大刀王

五，書中提到的英雄不下百位，並極力塑

造霍元甲等人英雄豪傑風貌、民族形象，

及保家衛國的精神，最後以日人設計謀毒

害霍元甲作為總結。

武俠小說的「俠」的觀念，是一種歷

史記載與文學想像的融合、社會規定與心

理需求的融合，以及當代視界與文類特徵

的融合 ( 陳平原，1995，頁 20)；武俠小

說以「武」為名，無論武俠小說是如何摹

寫武功，武功都必須以「對奕」的方式展

露出來；一旦出現威力強大「熱」兵器，

英雄便無用武之地，《近代俠義英雄傳》

中的大刀王五或《俠隱》中的李天然，一

死一隱的寫照便是如此 ( 林保淳，2008，

頁 203)。在此基礎下，「武俠」試圖重整

心理秩序，回應龐大的身體政治話語的消

費，同時為歷史斷裂下的心靈經驗和生活

形式尋找一個敘事結構，得以馳騁民族想

像與文化復歸的寓言 ( 高嘉謙，2001，頁

190)。

《近代俠義英雄傳》主張學習西方

先進科學知識的同時也傳承優秀的傳統文

化，表現出一種肯定「西學」而不「媚外」

的現代理性態度 ( 張艷麗，2019)；在兵器

發達的時代，必須反思習武所求為何，不

再是爭強鬥狠，稱霸一方，而是以科學教

育的思維與方法，融於華人社會之中，提

升華人武術之根本。如此看來，「江湖世

界」似乎不再是傳統武俠小說中寄託「桃

源夢」的想像地，而成為險惡現實社會的

折射；傳統武術精神亦遭到科學理性的批

判 ( 張艷麗，2019)。向愷然深感中國習武

者好勇善鬥，粗魯野蠻的性格，缺乏習武

之德，亦即習武先習德，注重自我的品德

修養。因此，以現代理性精神反思中國傳

統的武學文化，主張習武者應更注重內在

品德修養 ( 張艷麗，2019)。張樂林 (2011) 

從思想內容，傳統元素，藝術觀念出發，

在傳統元素中包含善與惡的判立、武與俠

的演繹、對禮的現代啟示與眾生平等的人

性關懷，試圖建構《近代俠義英雄傳》在

近代武俠小說進程的革新與地位，打造出

民國時期具有「現代意識」的第一部武俠

小說 ( 徐斯年、劉祥安，1996)。

武俠小說的故事背景圍繞著歷史文化

場景，而國家又往往掌控歷史生產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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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武俠小說家所運用的歷史知識又與現

實的歷史知識生產，以及國家意識型態息

息相關 ( 盧建榮，2009)。如高嘉謙 (2001) 
所述，將虛構拉到寓言的高度，以「江湖」

開展烏托邦的空間、時間與心理機制。《近

代俠義英雄傳》在迎合那個時代市民趣味

性、娛樂性的需求的同時，更重要的是他

批判了民族的落後性與黑暗面，以此喚醒

大眾，以實現強國保種、抵禦外辱的目標  
( 鄭沼虎，2019)。誠如盧亮廷 (2019) 所
言，現今對霍元甲的想像來自於國人當時

對英雄的渴望，亦是中國文史作品對「虛

構」與「事實」本就沒有嚴格的分界線。

「以小說造史」的目的，無非是提供讀者

一個另類的歷史圖像與文化想像 ( 陳建忠，

2012，頁 182)，如一打天津賣藝的俄國大

力士，其中，俄國大力士的登臺演說如下：

中國研究體育的機關絕少，即有

也不過徒擁虛名，內部組織極不

完備，研究體育的專家更是尋訪

不著。也打聽不出有一個有名的

全國都推崇的大力士，鄙人遂無

從拜訪。鄙人在國內的時候，曾

聽得人說，中國是東方的病夫國，

全國的人都和病夫一般，沒有注

重體育。鄙人當時不甚相信⋯⋯

到了中國，細察社會的情形，乃

能證明鄙人前此所聞的確非虛假。

( 平江不肖生，2008) 

雖說，俄國大力士因賣藝需求，誇大

不實，但在演說內容上，卻如實地將中國

社會文化之不足，民眾身體羸弱問題清楚

地交待。二打英國奧皮音是在上海張園，

後自覺敵不過霍元甲，便決心不踐約。三

打黑人孟康，孟康深怕中國武術，便提出

在比試時不能使用拳、腳、頭、肩、肘及

指頭等部位，霍元甲駁斥他們心存畏懼，

給西方人丟臉，憤而離去。綜上所言，霍

元甲擺擂約戰雖是籌錢，亦是結交國內豪

傑之士，團結籠絡各路好手，揚我中國武

術的威風，精武體育會便是在此基礎下籌

建起來。若從報刊報導來看，《申報》於

1909 年 12 月 3 日刊載：

霍君元甲直隸人，精拳術，為北

省之冠。此次偶來滬上，頗覺技

癢。久仰南方多剛強之士，順道

訪友，特設臺於上海靜安寺路張

園出品協會大會場音樂廳內大戲

臺上比較拳力，如能勝霍力士者，

贈以貴重之彩物。滬上中西人士

願來比試者請於廿一廿二廿三日

下午二點鐘起至五點鐘止入內掛

號可也。( 申報，1909a)

刊載內容，並無限定比武對象，不論

是國內外人士皆可上臺比試，但必須先「掛

號」，且限定在 21–23 日下午。隔日，《時

報》載：

奧皮音與霍君訂立生死書，循例

報明捕房，備英洋一千元以為彩

物，准今日下午二點鐘在音樂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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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臺上各以死力相拼，屆時必

有一場狠鬥，是誠我中國從來未

有之創舉。( 時報，1909)

霍元甲與奧皮音於上海進行中西大力

士對抗，對決地點在張園，張園乃當時首

屈一指的娛樂場所，舉凡娛樂、社交、演

說、展覽、休閒等會等，皆匯集於此 ( 張
偉、嚴潔瓊，2018)。因此，霍元甲當時在

張園擺擂臺，藉由中西比力及彩物來吸引

民眾參與和觀賞，沒想到，僅張貼一天便

吸引奧皮音前來挑戰並訂下生死書。不過，

這場決鬥並未成真，由於，中西方證人未

到，故另行改期。其中，在討論雙方較技

時，不得使用腳勾指戳諸法，但，對霍元

甲而言，若不用使用上述諸技，等於無法

發揮中國武術之特點。因此，雙方仍在協

商 ( 申報，1909b)。12 月 6 日申報又特別

借用清末拳師馬永貞的故事，來嘲諷奧皮

音畏懼中國武術的拳腳功夫，故禁止使用

腳勾指戳等技 ( 申報，1909c)。雙方你來

我往的口水戰與筆戰，最終，並無真正的

實際戰鬥。

有趣的是，1927 年《佛山精武月刊》

卻描述奧皮音藐視國人為病夫，霍元甲由

天津奔走上海與之較勁，奧皮音連夜逃走 
( 佛山精武月刊，1927，頁 2)。此外，霍 
東閣亦在一次演講中論及「奧皮音……遂

敗於先生之手，於是乎蓬蓬勃勃之精武

體育會，乃應運而生矣」( 精武體育會，

1927，頁 42)。顯然地，精武體育會、霍

東閣受蕭汝霖、向愷然等二人撰寫霍元甲

事蹟影響，尤其是 1923 年向氏所出版的

《近代俠義英雄傳》，經文本的敘事與事

件的想像所建立的近代民族英雄的形象，

讓國人更是深信不疑，如盧亮廷 (2019) 所

述，知識分子筆下的霍元甲被刻意凸顯三

打「異族猖獗之力士」，暗示其比武立場

站在民族之上，比武的動機是對猖獗大力

士的反感，藉此賦予霍元甲民族英雄的使

命。當然，向愷然亦部分交待霍元甲仍是

因經濟現實考量而搭臺比武，卻沒有獲得

應有的收入，使之擔憂，霍元甲重財性格

亦消解世人所想像下的民族英雄形象，使

角色更符合人性。誠如楊瑞松 (2000，頁

104) 所述，內容情節並非向愷然憑空想像

所創造出侮蔑中國和中國人的身體話語，

實乃是 1920 年代的中國人所面臨的時代情

境。然，就筆者而言，向氏乃藉由「虛構」

與「事實」的分界拿捏，從而塑造出該時

代意義下的民族英雄，從而使國人相信被

建構出來的民族神話，至今仍深信不疑。

肆、霍元甲對民初時期的影響

武俠是華人世界特有的文類，它揉雜

了武術、俠客、和歷史傳奇性。藉由對於

俠客武藝與言行風範的塑造，呈現出著者

對於歷史和武道的觀感與評價 ( 廖珮芸，

2017，頁 192)。江湖世界中，存在著許多

號稱為「俠客」的人物，諸如三教九流、

文人階級、宗教社會及農村社會等人士，

豐富了舊時代的江湖 ( 林保淳，2008，

頁 198)。清末民初，在民族主義影響下，

王五、霍元甲等人由武師被形塑為民族英

雄。那個年代，「病夫」主要是對積弱不

振的中國為指陳對象；不過，在日後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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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人的身體素質相關論述時，卻被擴

大為形容中國人的身體的病態現象 ( 楊瑞

松，2000，頁 93)。當時，反對列強，振

興中華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情緒連結

起來，霍元甲的傳奇能夠引起國民的共鳴。

在其歷史建構之中，集體記憶藉由不同記

憶載體的選擇有架構地記憶、遺忘與形塑

認同，並涉及到該民族的文化特性 ( 黃應

貴，2006，頁 72–98)。黎俊忻 (2015) 提

及佛山黃飛鴻的故事，便是在社會反覆渲

染和商業運作，由不甚出名的拳師成為華

人世界的英雄形象。楊瑞松 (2000，頁 97) 

亦認為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論述中，身體

已然成為國家焦點，個人身體的強弱成為

國家民族存亡的關鍵，國民身體亦是國家

民族的象徵。楊瑞松 (2006，頁 97) 進一

步論及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自我東方

化」的過程中，如何借用西方東方想像的

符號，操弄或化約其意涵，進而將其轉化

為打造新集體認同和集體記憶的重要因素

之特殊現象。

《近代俠義英雄傳》中霍元甲與大力

士的比武雖是個體間武藝切磋，但其本質

是弱小民族對強大外來民族的一種反抗與

自衛。在國與國競爭來自於槍砲彈藥，經

濟外交的時代，武術能活動的空間愈來愈

小，縱然是武術名家，也將其實用性轉向

精神層面，藉「製作」霍元甲，而達「製

作」武術的目的 ( 盧亮廷，2019)。民初時

期的亂世下，國人面臨著國弱民窮的社會

現實，民族主義的催生，激發國民集體的

恥辱感，傳統俠義精神的英雄崇拜，注入

新時代的取向與內涵。在武俠小說中的英

雄俠客有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提倡中

國傳統武術強身健體，改造國民孱弱體質，

希望以個體的自強實現國家的強大。楊瑞

松 (2000，頁 103) 認為向愷然成功以民族

主義為訴求，打造霍元甲的身體之技，成

為民族雪恥的英雄形象。

武術不僅僅是鍛練身體而已，且能養

成其俠義肝膽，質樸淳厚道德，自衛衛國本

領，可以強家，施於社會，可以強國，誠如

萬籟聲 (1932，頁 15–16) 所述：「揚其大俠

魂之精神，是謂精武主義。」上述這種以民

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來建構傳統英雄豪

傑的俠義性格，一方面是對清末民初尚武思

潮的積極回應，另一方面亦承襲傳統的俠義

精神。霍元甲對其門生的嚴格規定「不准以

我之拳頭加於同胞身上」這是團結國民士

氣，抵禦外侮的民族精神的展現與號召 ( 不
肖生、葉洪生，1984)。盧煒昌 (1930) 亦表

示：「精武體育會乃因霍元甲一念之誠，才

能成為一種風氣，塑造其國魂，成就其偉

業。」隨著精武精神的提倡，民族主義的凝

聚，精武體育會亦深受各省市國術館的重

視，如 1932 年湖南國術訓練所教務科教務

概況表列中，精武體育會會員獲邀請擔任武

術教師 ( 郭歧鳳，1932，頁 80)。

人的體能是有限的，但想像的世界是

無限的，武俠小說滿足人類超越自我形體

限制的欲望，創造無限的可能 ( 林保淳，

2008，頁 206)。1943 年導演吳文超拍攝傳

記片《霍元甲》，以「雁翎刀單敵義和團　 
迷蹤藝大敗小霸王」為號召，在南京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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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戲院上映 ( 申報，1944)，描述霍元甲一

生事蹟，記述著自幼身體孱弱，經刻苦鍛

鍊，最終武藝大成，並倡導「強國必先強

種」的觀念 ( 孫保羅，1944；華影周刊，

1943)。《華影周刊》更以「洗雪東亞病夫

恥辱」標題來論述《霍元甲》一片，強調

霍元甲是洗雪東亞病夫的唯一英雄，更是

強國強種的先鋒號 ( 華影周刊，1944)。電

影中亦陳述，「體育」關係人種強弱及國

家盛衰，霍元甲深感全國無一完善組織，

於是主持成立「精武體育會」( 吳文超，

1944，頁 41)。

事實上，《霍元甲》電影熱潮是以《近

代俠義英雄傳》一書，為影視作品的基本

藍圖。1948 年《職業青年》(1948，頁 18) 

刊載〈上海精武體育會史實〉，亦描述歐

洲力士奧皮音樹武幟於滬上，該篇內容

大致與《近代俠義英雄傳》大同小異。上

述事項，皆說明藉由小說、影像的管道，

大肆宣傳霍元甲的豐功偉業，並說明武術

之益處，進而普及武術 ( 丁翌，1932，頁

19–21)。其中，在武術形象方面，霍元甲

之個人形象特別著重，藉此突顯其英雄化

與民族主義之精神。這種英雄神話形象如

柯文 (Cohen) 在考察義和團時所述，作為

神話的歷史雖與「歷史真相」相悖，但更

普遍於社會各階層所認知的歷史形象中所

接受 ( 杜繼東，2005)。「天津大俠霍元甲」

就在武俠小說盛行，電影創作之初及傳統

武術方興未艾之際誕生 ( 楊瑞松，2000，

頁 103)；成為該時代的武林傳奇英雄，亦

是後世之人津津樂道的民族神話。

伍、結論

作為近代中國武術小說大家的向愷

然，年輕時曾赴日本深造，並撰寫留學生

文學《留東外史》。回國後，創辦國技學

會，致力於武術的推廣與發展，著有《拳

經講義》、《拳術見聞錄》、《拳術傳薪

錄》、《拳術言行錄》等作品，對中華武

術的傳承發展有突出的貢獻。是以，向愷

然藉由江湖傳聞故事來引喻各門各派應打

破門戶派別，才可發揮武術之長。其次，

向愷然為完成自我理想走向實踐之道，從

1932–1938 年向愷然一直任職於國術訓練

所，完全投入於國術教育之中。

因有留學背景，及深厚的傳統武學底

蘊，向愷然對未來的國民與國家有其藍圖，

並融入到自己的武俠創作中，將其思想貫

穿其中，批判中國國民的劣根性，試圖改

造國民性，塑造國民嶄新的人格，創作出

《江湖奇俠傳》和《近代俠義英雄傳》等

鉅作，以文字論說，提升武學之人的定位

與價值，打破國民對武術的觀感。此外，

在《近代俠義英雄傳》中，向愷然更是對

醫學、體育與技擊方面，充分肯定西方科

學成就，同時也傳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

思維。從武與俠的演繹，「以小說造史」

的目的，將虛構拉到寓言的高度，提供讀

者另類的歷史圖像與文化想像，從而塑造

出該時代意義下的民族英雄，從而使國人

相信被建構出來的民族神話，深信不疑。

再者，霍元甲與大力士的比武雖是個體間

武藝切磋，但其本質是弱小民族對強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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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民族的一種反抗與自衛。向愷然成功製

作天津武林神話「霍元甲」，其身體之技

代表著是民族精神與精武主義，是各國好

手所無法匹敵。最後，透過小說文字的傳

遞、影像的拍攝與民族主義的渲染，「霍

元甲」民族英雄形象，普遍獲社會各階層

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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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ound how Huo Yuanjia in the book “Biography of Modern 

Chivalrous Heroes”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as “made” and “created” into a Tianjin 
martial arts myth. In addition to the main material “Biography of Modern Chivalrous 
Heroes,” this article also collected relevant journal papers from electronic databases such as 
“Chinese Journal Full-Text Database” and “Huayi Online Library” and incorporated them 
into th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Xiang Kairan, the author of “Biography of Modern 
Chivalrous Heroes,” writes martial arts and literary works based on the knowledge gained 
from studying abroad and the background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He tried to improve the 
positioning and value of martial artist through his textual discourses and then to break the 
people’s stereotypes about martial arts. Particularly, the plots of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Huo 
Yuanjia and the strong men of various countries symbolized a kind of resistance and self-
defense of the weaker nation against the foreign powerful nation although those competitions 
were interpersonal. This is by means of “fiction” and “fact” to shape the national hero of the 
times. On the whole, Xiang Kairan successfully produced the Tianjin martial arts myth “Huo 
Yuanjia.” Huo’s outstanding skills and body represented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martialism, 
which was enough to defeat the martial masters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the image national 
hero of Huo won the nationality accepted by all classes of society.

Keywords: martial arts, chivalry, nationalism, martial arts my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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