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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青教授的太极拳，不仅继承了“查

拳”精华，还以自己力倡的科学化国术思想

的创新实践，使太极拳这项体育运动绽放异

彩，显露独特魅力。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说，

经和吴志青一同研习后，个人“对于太极拳

之兴趣遂亦继长增高”。

1945 年 1 月，时任西南联大哲学系研究

编译员韩裕文在昆明靛花巷撰文，披露师从

吴志青研习太极拳后收到的奇效。他说：“吾

生而体弱，且自幼即得胃病，屡治不愈。自

来昆明，又以气候变化，不能适应，时感风寒。

约自去年夏间乃与师友数人同随志青先生学

太极拳。不两月而学毕。于是日日清晨自习

一次。每习至中段辄觉背上温度渐增，腹中

浊气外溢。至于终了，乃微汗冒露，而全体

轻松，精神焕发。习之日久，而风寒不内侵，

胃病不复犯矣。”

作为西南联大的教师，吴志青虽已年长，

仍愿以躬亲之范，成为青年人学习效仿之先

导。联大经济学系校友谢汉俊说：“吴师为

人挚诚正直，做事认真负责，不畏恶势，不

怕谗言，凡事只要他认为是合乎正义，合乎

公理的，他就不顾一切向着既定目标做去。”

愿以残躯献给国家

吴志青素以豪爽和爱国闻名，他认为，“吾

辈治技者，于国弱民贫之际，咸应各尽提倡

国粹、发扬民族精神之责任”。在为前线将

士献血的运动中，吴志青慷慨献血300毫升，

表达对抗敌将士的无限敬意。为此，查良钊

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高度赞扬他的爱国热情。

1944 年，在国家号召下，西南联大发起

青年从军运动。此时的吴志青已 57 岁，在身

负家累的情形下，仍不顾一切地主动请缨参

加“青年远征军”。他说：“我的年龄虽然

已超过规定，但身体与经验，尚能适合军人

条件。个人现在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东西，也

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区区此衷，但愿为

祖国尽一点力量。”

1944 年 10 月 12 日，吴志青特地向昆明

《中央日报》编辑部去信，强烈表明从军愿望。

他在信中说：“窃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乃先古明训……最近我军事当局因鉴于战局

严重，特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以增进军

事力量，而奠下此后反攻胜利基础……吾辈

虽已非青年，然愿体格强健者，乘此大好报

国良机，群起参加，以尽匹夫职责，并为青

年先导。”

吴志青“愿以残躯献给国家”的悲壮与

真挚，感动了联大校内外很多人，国内报纸

争相报道，联大教授潘光旦赋诗赞颂：“先

生忧国真如焚，气豪不识老将至，国家养士

徒哺啜，收效驰驱自隗始，请缨欲伍少年兵，

直教三军可夺帅！”

不过，正如联大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募

委员会致其公函所说：“迳启者，从军运动

台端首先报名参加，以为倡导，曷胜钦佩。

惟按中央法令，台端已超出规定年龄，未能

保送入营。”

尽管未能获准从军，但这份家国之情令

其深感自豪。1945 年，吴志青的新著《太极

正宗源流》在李公朴主持的昆明北门书屋出

版。在全书末尾，他特别附录了致《中央日报》

的书信，以铭其志。

作为一位笔耕甚丰的太极拳名师，吴志

青在其自传《历世纪》书末以“不经一番寒

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作为平生自评，并说：

“综观余半生事业，多为人作开路先锋，辛苦

有成，人来坐享，好在余素持社会服务之志愿，

人不愿为者我为之，人之所享受者亦即我之所

享受，故虽终身耕耘，物质毫无所得，亦从未

介介。”这是他的心声，也是他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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