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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比分析法,通过对比中国短兵与日本剑道、击剑运动在

定位、技术方法和发展模式各方面的差异,分析短兵存在的不足,借鉴剑道和击剑在发展上的成熟优秀经

验,进而为中国短兵的发展与完善出谋划策,加速短兵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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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study, logical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in positioning, technical methods and development modes between Chinese short 

weapon, Japanese Kendo and fencing,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short weapon, draws lessons from the 

mature and excellent 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Kendo and fencing, and then gives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Chinese short weapon to accelerate the progress of short wea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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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短兵源于中国,也限于中国,在悠长

历史中随着历届朝代的兴衰而起起落落,

身为中国传统项目,却未能在时代和社

会的进步中展示更优的发展趋势与劲头,

因而短兵需要借鉴更多优秀经验进行改

善与创新,跟上时代快速发展的步伐。 

1 中国短兵的历史发展 

在中国漫长的武术史、剑刀史上,

短兵是传统武术一个重要的竞技项目,

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击剑运

动,是人类与野兽、敌人及其在与恶劣环

境生存搏斗下的产物[1]。早在春秋赵国

时期击剑就已经盛行,《庄子.说剑》记

载：“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

之以至”“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

仪”“晋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

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

之不厌”。以此可见当时剑术的地位。蓬

勃的好剑之风造就了一批武艺高超的剑

术家,如“迫则能应,感则能动”的剑客

鲁石公、“弄七剑,迭而跃之,五剑常在空

中”的宋艺人兰子、“在赵者,以传剑论

显”的司马氏等等。到了汉代,击剑就发

展成了规范化的对抗练习,在《汉书.艺

文志》记载有《剑道》三十八篇,可见到

时剑术已经具备了相当发达的技术和相

当完整的理论体系。 

明清后,为稳定政权强化重文轻武

思想,大力压制以及严格管控民间武术,

加之1840年鸦片战争后炮火枪支等热火

器的广泛普及,冷兵器时代被迫退出历

史舞台,短兵的发展出现极大的停滞[2]。

直至民国时期,中央国术馆在张之江先

生积极的倡导下开设了短兵课程,张之

江先生广纳国内各武术名家共同研究短

兵,现代中国短兵项目由此形成。之后各

个领域开始恢复和发展,众多武术专家

和学者纷纷提出恢复短兵、摔跤等传统

项目,避免武术单一化[3],体育运动相关

管理部门对短兵运动的发展重新重视起

来。从2003年到2017年期间在广州、甘

肃、武汉、上海、郑州等地开始着手进

行试验推广,但是通过数据来看在传承

与发展中短兵的兴衰情况很明显：2003

年短兵正式被马明达先生推举进入国术

复兴阶段,短兵运动在各大体育院校开

始开展,随后便又进入到短兵发展的低

潮期,2009年短兵运动再次在广州被正

式推广起来,同时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

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有短兵社团,而且包

含校外的社会人士一起,有超过200人以

上在长时间训练,才促成了短兵后来的

发展。直到2013、2014、2015、2016年

相继开展短兵运动的比赛才正式进入复

苏阶段[4]。 

2 日本剑道的历史发展 

在战争纷繁的时代,普通百姓通常

以演练剑术成为武士从而保家卫国,剑道

作为武艺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战争年代中

应用越来越广泛,日本武士在常年征战中

不断积累丰富经验,不断改进完善中国刀

剑的技法,逐渐形成自己独特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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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世纪幕府建立,武士开始获得

政权,剑道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三方面的

成就： 

(1)剑道正规教法开始出现,公开教

授剑道。(2)产生了专业的剑道师范者。

(3)剑法经幕府着力整治,逐渐统一,发

展成为当时日本剑道之长刀、双刀和短

刀的 高技术水平及独树一帜的兵法理

念和武道的哲学思想。 

这一时期的剑道得到了较为系统的

发展,奠定了日本剑道统一的基础,是日

本剑道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明治维新时期,文化全盘西化,剑道

日渐衰弱,加上明治九年颁布的“废刀

令”加速剑道的衰亡。民治十年的西南

战争中,萨摩军的大胜使得剑道重新得

到重视,不仅成为警视厅的必修课,而且

列入学校的教学课程。 

直到日本自大正至昭和时期,剑道

在体制方面得到完善,普及方面也取得

了空前效果[5]。 

二战以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殖民

扩张加速,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下,武士道

精神重新被用于军队训练,剑道变成军

国主义斗争的工具；二战结束后,剑道、

柔道等武道被学校教育中删除,“大日本

武德会”解散,剑道在日本几乎消失。1950

年竹刀比赛联盟成立,剑道在竹刀比赛

的名义下复苏,1952年竹刀被日本学校

列为体育比赛项目,1953年日本剑道被

重新列为学校体育课程,1954年竹刀比

赛联盟解散,剑道加入日本体育协

会,1955年剑道成为日本国民体育大会

正式亮相[6]。 

3 欧洲击剑运动的历史发展 

击剑运动是欧洲一项历史悠久的传

统项目。公元前11世纪,古希腊就出现了

击剑课,有关古老的击剑形式,在希腊、

埃及等国家中的一些历史建筑和纪念碑

上都可见到关于击剑的浮雕。 

西班牙国家侵略好斗的性格造就了

击剑项目的起源,击剑文化作为西班牙

文化的组成部分,使得其在西班牙得到

了大规模的发展,奋勇拼搏的西班牙民

族精神促使击剑学校在西班牙国家不断

增加,由此西班牙被称为现代击剑的摇

篮,而且第一本击剑书籍也是由西班牙

作家撰写,此外击剑学校、协会开始遍布

欧洲,并随着列强扩张传播于世界各地,

于1896年成为首届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作为高雅的技击运动在欧洲乃至世界范

围内广泛流行。为了推动击剑运动的发

展,欧洲各国纷纷成立击剑协会,新型的

剑和击剑服的设计出来,使得击剑运动

更为安全,促进了击剑运动的发展[7]。 

十九世纪初,法国将重剑、花剑、佩

剑三种类型的击剑在重量上有所减轻,

这一时期,法国也对击剑的技术、战术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在这一时期欧洲

的许多国家举办了击剑比赛,击剑由此

成为国际性体育竞赛项目。1882年法国

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击剑协会,1893年美

国成立了第一个击剑业余协会,1896年击

剑项目出现在首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4 短兵与剑道、击剑的比较分析 

4.1定位比较。戴小平老师在《中国

短兵》中对短兵的定义为：“短兵运动是

利用重新研制的能够保护人体安全的运

动器材代替过去的短兵器,而运动员综

合利用各种原始短兵器的方法进行格斗

较技,达到继承、发展短兵器格斗技术和

锻炼身体目的的一种运动项目”[8]。由

此可知,短兵是众多短兵器的总称,包含

众多短兵器的特点和与之相匹配的招式,

因而无法定位短兵的器械特征,导致了

其自身技术体系的不完备,使得竞赛规

则在制定过程中存在种种不足和漏洞,

阻碍了短兵的进一步发展。反观剑道,

自始至终,习武者都在使用着木刀、竹剑

等可以明确体现武士刀自身特性和与之

相匹配的攻防手段的器具进行练习,能

够明显体现出武士身份,定位明确清晰。

击剑运动的器械、进攻和防守技法时刻

都能体现出“剑”的特质。 

4.2技术方法对比。“刀剑同体”是

中国短兵在技术特点上的 大的不同。清

吴殳在《手臂录》中说“攻为阳,守为阴”

体现了传统格斗攻防一体的理念。短兵

常用的进攻技术分为“劈、刺、砍、斩、

崩、点、挑、撩”,防守技术分为“接触

防守”和“非接触防守”。剑道常用的进

攻技法包括“劈、刺、打、压、缠”等,

防守技法包括“擦、打、拨剑、挑剑、架、

格、挡”等。击剑进攻方法依据击剑器材

的不同,方法不同,花剑与重剑主要以刺

为主,包括击打刺、交叉刺、对抗刺、绕

尖刺等多种刺法,佩剑主要以直接劈、劈

前臂、弓步劈、直刺为主要进攻技法。 

攻防技术是运动项目中的 重要的

内容。短兵选手进攻与防守技术动作使

用不均衡,组合动作连续性不强。“砍、

斩”多为刀的技法特点,而“点、刺”多

为剑的技法特点,选手多以刀的技法为

主,剑为辅,这与短兵提倡以剑为主,兼

容刀法的原则不太符合。山东省首届武

术短兵表演赛技术统计：“在两个单元共

39场比赛中,砍使用801次,斩使用292次,

劈使用1次,刺使用50次,点使用16次,崩

使用15次”。从近几年短兵赛事的击打得

分技术上看,使用相应技术动作频率每

场主要包括下击、横击、直刺、斜刺、

格挡反击几种,产生技术单一、得分不明

显、互中比率大、整体击打效果不明显,

欣赏效果、视觉效果不佳。剑道选手所

表现出的特点和剑道技法紧密相连,在

技术完善的情况下,能够将攻防技术运

用自如,突出项目特点和民族特色[9]。 

表1  短兵、剑道、击剑技法对比 

内容 中国短兵 日本剑道 击剑

持兵

法

单手或双

手

双手持握 单手

持剑

进攻

方法

劈、刺、

砍、斩、

崩、点、

挑、撩

劈、刺、砍、

挑、拨、缠、

滑、擦

刺、劈

技法

特点

攻击和防

守相结合

攻击为主,

防守、呐喊

为辅

防守

还击

技术
 

4.3发展模式比较。中国短兵招式的

多样性,一部分是官方记载和推广,一部

分是民间传承,造成双方在招式、以及规

则等方面的分歧,未能形成统一的规定,

也没有前瞻性的规划来引导短兵的发展,

而且民间虽有擅长使用短兵器的专业武

者,却未能设立独立的场馆教授学员,未

能使短兵在民间有组织有系统的发展进

步,致使大多民众不了解短兵运动,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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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有所了解,也只是业余水平,打法

上缺乏章法,脱离了群众基础导致精通

短兵的武者屈指可数,深入研究短兵的

学者更是少之又少,缺乏大量经验丰富

的教练员和成熟完善的训练教学体系,

使得短兵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名声微弱。 

日本剑道 高官方组织机构为“日

本剑道联盟”,作为剑道推广的主要组织

机构,联盟会在制定剑道推广模式中发

挥着主要作用。剑道作为国家传统项目

受到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不仅编入学校

体育教材,成为学生群体的学习教育课

程,还进入警察系统和白领阶层,将学校

剑道、警察系统、社会各阶层人士确定

为剑道发展的主力军,每年都举办多项

全国性赛事,通过赛事不断扩大剑道在

社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的提升技

术水平,在国外广泛设立道馆、外派教练,

通过传授饱含民族精神的剑道进行文化

宣传和输出[10]。 

击剑的 高组织机构是国际击剑联

合会,击剑推广的主要分为以学校为主,

一些专业类院校把击剑作为专业课程项

目进行开展,国际比赛、全国大型比赛等

成熟的竞赛体系吸引越来越多的爱好者,

随着练习人数的增加,为满足民众的高

涨练习需求,击剑场馆的设立不断增加。 

表2  中国短兵、日本剑道、击剑发展模

式比较 

内容 中国

短兵

日本剑道 击剑

高组

织机构

不明

确

日本剑道联盟 国际击剑联合

会

段位 无 IKF晋级 无

校园化

推广

体育

类院

校

学校必修课程 体育专业专业

课程

商业化

推广

无 剑道馆、俱乐部、

剑道教练外派

击剑馆、俱乐部

国际化

推广

无 国外剑道馆铺

设、剑道表演

各国专业运动

队、外派教练员
 

5 结论 

经过上述的比较分析,对于中国短

兵有以下结论： 

5.1中国短兵的界定不清,招式丰富

多样而难以找出项目的独有特色,缺乏

个性。 

5.2政府相关部门对中国短兵支持

力度不足,没有详细的规划和制定统一

的发展方向,缺乏推广和宣传,使得群众

对短兵缺少足够的认识。 

5.3进攻方式多样化的施展需要灵

活的步法配合,组合技术对攻防的身法

要求较高,一般练习者不易学习,对于短

兵的推广有所阻碍。 

6 建议 

6.1增加对于短兵运动的深入研究,

多增派专家加入研究,集思广益,发掘短

兵特色,创新改革短兵,使其更具中华民

族特色。 

6.2政府应加强普及和宣传工作,鼓

励民间自行组织教学和武术进校园,高

校是发展体育运动的 佳场所之一,要

充分发挥高校的教育资源优势,可以不

定时举办大小规模的赛事活动,在竞赛

中成长,在竞赛中宣扬,激励运动员时刻

保持拼搏奋斗的精神,而且要重视群众

基础,充分发挥民间力量,建立以社会群

众推广的中国短兵社会推广机制,营造和

形成“家庭、学校、社区”多维联动的发

展机制,利用多群体的优势在不同领域以

及不同年龄宣传中国短兵,加速其发展进

步,还可以利用市场经济的优势,借鉴成

熟的世界搏斗俱乐部比赛赛事,对短兵

项目以商业化运作模式进行推广[11]。 

6.3适当缩减步法,用基本步法协同

多样的进攻方法,多加训练组合技能,从

而有效的提升短兵的技战法和观赏性。 

7 结语 

 

本文从三方面分析制约短兵发展因

素,意在改善短兵,助力其传播,弘扬中

华文化,盼望短兵走出中国,走向更辉煌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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