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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花拳的传承发展上， 不仅普通
百姓积极参与， 各地也纷纷成立梅花拳
组织。现在，梅花拳门徒已遍及冀鲁豫三
省的清丰、内黄、南乐、魏县、范县、莘县、
朝城、濮阳、鄄城、安阳等十几个县。梅花
拳更是走出了国门，先后有加拿大、意大
利、 新加坡等国家的梅花拳弟子来寻根
祭祖，切磋技艺，交流研讨。

为进一步将梅花拳发扬光大， 大屯
乡党委、乡政府以及上级有关部门高度
重视 ， 积极推动梅花拳的申遗工作 。
2009 年，梅花拳被列入河南省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依托梅花拳，大屯乡
着力打造梅花拳小镇， 筹资 40 余万元
高标准建设了集习练中心、文体娱乐中
心为一体的梅花拳广场，完成了广场绿
化 ，配齐了照明 、娱乐等设施 ；投资 10
余万元烘托习武气氛，精心描绘习武壁
画 600 余平方米；投资 80 余万元，对梅
花拳堂、碑林进行修缮。 同时，还组织梅
花拳、广场舞、戏曲等文艺表演 30 余场，
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为
梅花拳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梅花香自苦寒来。 雷家梅花拳以其

结构严谨、 动作舒展大方、 速度快慢相
间、屈伸刚柔相济、攻防兼备、实战性强
等特点备受人们喜爱。 不仅梅花拳具有
健身、技击、表演的功能，人们还能借助
于这一文化载体， 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
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①雷庆军展示拳法。
②央视采访小小传承人。
③村里的梅花拳堂。
④雷家梅花拳成为名片。
⑤外籍学员学习梅花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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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曰：“梅花武功实堪夸， 豫北寻
根在雷家；雷家先师功夫好，三省十县
遍开花；代代相传四百载，中原古梅第
一家。 ”梅花拳是中国优秀传统武术拳
种之一，亦是中国功夫中的瑰宝，素有
“梅拳傲天下”之说。 清丰县大屯乡雷
家梅花拳源于传统梅花拳， 是对传统
梅花拳的继承与发展。明末清初，梅花
拳第四代传人邹志刚、 孟有德二位大
师来雷家村授徒传艺，邹师传拳，孟师
授掌，一时梅花拳声名远播。雷家村也
被视为梅花拳圣地，习者云集，呈现出
村村有武会、 家家有习武之人的繁荣
景象。

传承至今， 梅花拳已成为雷家村
的一张名片。 雷家村依托传承的梅花
拳技艺， 积极对梅花拳进行传承与发
展，村内修缮了梅花拳堂，建立了庄严
的碑林，有保存完整的传承谱系，建设
了练功场地。 第十六代传人雷庆军及
拳委会也积极促进梅花拳的发展，在
汲取传统梅花拳精髓的基础上， 根据
自身特点， 进一步突出了梅花拳的特
色，在拳规、拳义等方面形成了独有的
特点。同时，雷庆军在提升自身习武水
平的基础上，还积极地传授他人，凭借
实力，被授予中国武协会员资格，练功
之余经常参加各级武术比赛， 先后取
得了国家级武术五段、 六段及国家级
武术指导员、考评员资格等，并受邀到
全国各地授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