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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负盛名的国术名家

吴志青（1887 ～ 1951），安徽歙县人，国

术名家、太极拳名师。他从小精习技击，曾拜

师“查拳”名家于振声、马锦标学习武术，对

翰墨文章亦抱有浓厚兴趣。

吴志青12岁即外出谋求生计，后弃商转学，

考入巡警学堂，继而转读中国体操学校。民国

时期，他先后担任南京第四师范学校、江苏省

立第一工业学校等校的体育主任。

1919 年，吴志青在上海创立中华武术会，

1923 年又创立中华体育师范学校。其间，率队

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后，始终致力于做好“联合办学”这篇大文章。一方面，以兼容并包的精神融汇

北大、清华、南开的良好办学传统，团结好三校原有师生；另一方面，继续延聘各方面的优秀师资。太极

拳名师吴志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西南联大的。

吴志青：太极拳名师的家国豪情

参加远东运动会。会上，500 名小学生表演了

由吴志青亲自训练的“科学化的国术”（新式

体操）、叠罗汉等项目，受到中外人士一致好

评，为我国体育界争光。

北伐战争爆发前后，吴志青追随冯玉祥、

于右任加入中华革命党，毅然从戎，任西北国

民军武术总教练，随军转战河南、甘肃、陕

西等地。不久后，受聘担任中华国术馆董事、

上海国术馆馆长，成为颇有盛名的国术名家。

全面抗战爆发后，吴志青于 1937 年 10

月至 1941 年 6 月出任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

视察和经济部贸易委员会富华公司仓库主

任，为全面抗战时期的军事运输和对外贸易

努力工作。1941 年 7 月，吴志青弃政从教，

受聘担任西南联大训导处训导员，兼任体育

部教员。

以躬亲之范成为青年先导

到西南联大后，吴志青一家五口都在昆

明生活，然而他在学校的薪金仅够全家半月之

需，生活捉襟见肘。为改善经济状况，只好以

教授太极拳的收入贴补家用。

吴志青经常约请李公朴、冯友兰、华罗

庚等校内外名家，或研习太极拳，或探讨国术

历史文化。同时，组织包括印度来华研究生许

鲁嘉（T.K.Shibrur Kar，擅长瑜伽柔术）在内

的一批青年学生练习太极拳。

龙美光

1947 年 7 月，吴志青在国立昆明师范学院“联合亭”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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