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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昌明，戰術、戰具、戰法與時俱進，雖面臨著科技遠距作戰及按鈕式

戰爭的型態改變，重新思索部隊刺槍術的訓練精神與價值有其必要。

二、國軍刺槍術歷經多年實證、研改、發展，架構與體系完備，甚具實戰特長

，近期蒙受外界批評過時無用之污名，主要問題是僅止於空刺流於形式而

已，應著重標靶訓練與對刺訓測賽，方能符合為戰而訓要求。

三、刺槍術甚具特色與價值，常常習練益處多；惟須掌握核心要領脈絡相通，

「教對」才能「練好」，唯有勤訓精練，可收「五練」之效益，一舉而多

得。

四、刺槍術以對刺為核心，綱舉而目張，由上而下舉辦刺槍比賽，更能「以賽

帶訓」帶動訓練風潮，成為軍民通用的國防體育、運動競技，激發尚武精

神，堅韌戰鬥意志，厚植戰力基礎。

五、科技練兵觀點容易形成體能戰技的迷思與誤區，本篇作者特採問答方式，

期能釐清觀念、打破迷思、跨越誤區，堅定決心持恆施訓。

提　要 〉〉〉〉〉〉

勤練刺槍格鬥戰技精神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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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主要是擷取日式踏步之特長、美式托

擊之優點，融合我國固有槍法刺防之優

點編組而成，其後在經歷多年的訓練、

測考、競賽等方式反覆實作、驗證、修

正、研改與發展，刺槍術的架構體系、教

材教法皆逐步發展且已趨近完備。其架

構概為：用槍(攻防)、奪槍、反奪槍(如圖

1～3)；其體系為型場(套路)、對戰、擊破

(如圖4～6)；其內涵為：從徒手訓練到持

械訓練(如圖7、8)；從基本動作到應用動

作；從基礎訓練到實戰對抗；從教習刺槍

到自由對刺；從一般對刺到特種對刺(如

圖9、10)；從個人訓練到團體練；從分段

訓練到全程訓練；其進度則有：徒手訓

練、徒手練槍法、基本刺槍、應用刺槍、

教習刺槍、標靶訓練(如圖11)、對刺、特

種地形對刺、拳打腳踢法(如圖12)、奪

槍、反奪槍等。

二、今義

刺槍術是以步槍前端上刺刀或以槍

口槍身、槍托等部位，以刀彈並用、刺、

擊砍防等攻防方式，於近接戰鬥中與敵人

行白刃戰的戰技。若無刺刀，只要熟練要

領，無損傷刺槍術的運用，整枝槍就是一

把利器，刺防擊砍亦可施術，

甚至手無步槍時，也可隨手取物、

就地取材，即行攻防，概言之，刺槍術不

是形式上的操練，更不能拘泥於制式槍

械，唯有熟練才能致用致戰，一旦熟巧，

則可化物為槍、無物不是槍(如圖13)。

前　　言

國軍力行體能戰技測訓賽早已形成

優良傳統與傳承，體能支撐戰技，戰技支

撐戰鬥，戰鬥支撐戰術，依此推演，環環

相扣，一脈相傳，本有共識與共行，然

則，隨著時代演進，科技推陳出新，戰術

戰法戰技相應多所更迭，對於現行體能戰

技造成相當衝擊，甚至逐漸形成「迷思與

誤區」，簡言之，因為追求高科技而輕忽

體能鍛鍊，因為遠距作戰、按鈕戰爭而荒

疏近戰格鬥。這種狀態早已在講求科技練

兵用兵的國家發生過(包括中共)，然則歷

經反思與驗證，他們業已超越迷思與誤

區，重新體認體能鍛鍊與近戰格鬥的必要

與重要性。不幸的是，我們似乎尚未走出

質疑、爭議、批判、觀望的泥淖中，對刺

槍術尤甚。藉由本文的梳理，盼能讓我輩

全盤認識刺槍術的價值與特長，並增強官

兵參與動機，厚植戰力基礎。

刺槍術的演化與今義

一、演化

刺槍術本源於戰爭，在冷兵器時

代，兩軍對陣衝殺，槍、戟、矛等為衝鋒

陷陣的利器，即使到了「冷熱交替」之

際，步槍上刺刀行白刃戰也能彰顯刺槍術

的實戰性。隨著步槍的製造與改變，槍術

也幾度興革，國軍「新式刺槍術」概於民

國54年由張鏡宇及郭慎等人聯合研究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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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執干戈衛社稷，都以步槍為建

制武器，無論步槍型制長短，只要建立正

確觀念並循序訓練，無論手中槍支長短，

均能成為有力武器。刺槍術在軍人言，應

是保命制敵的看家本領，也是強身健體的

運動，更是特殊的榮耀象徵！

然而刺槍術不應被侷限在國軍戰技

的範疇，它更應是國防體育的推廣項目，

猶如各種武藝門道，槍術入道亦屬可行。

連續4年以來，刺槍戰技運動委員會舉辦

的「軍民通用刺槍術對刺比賽」參賽對象

除了現役軍人、後備軍人、軍校學生之

外，更有國高中生，可見刺槍術不但是戰

技也是競技運動，既是國軍戰技也是國防

體育，稱之為「軍民通用」恰如其分(如

圖14、15)。

資料來源：花防部攝，民國110年。

資料來源：孫建屏攝，民國107年。

資料來源：孫建屏攝，民國107年。

資料來源：花防部攝，民國110年。

資料來源：孫建屏攝，民國107年。資料來源：孫建屏攝，民國107年。

圖1　用槍是最佳的攻防姿態

圖6　 刺槍術擊破也是國防教育操演

上的亮點

圖5　對刺比賽中勇猛果敢全身一刺

圖4　團體用槍刺槍氣勢不凡

圖2　奪槍法之抹梯奪槍 圖3　反奪槍法之轉體絞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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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槍術不論是用於戰場生死搏鬥或

運動強身防身，都應具有良好體能，方能

充分施展技術；從另一方面言，參與刺槍

訓練過程中，亦可經由按部就班、循序漸

進的習練，在精進技能同時，促進體能發

展。軍隊有言：練力、練技、練膽、練

心、練指揮，刺槍術的訓練就能達到前述

「五練」的綜合效益，「寓綜合性體能於

刺槍戰技鍛鍊之中」的策略，其實也應是

軍隊在多重任務、多重目標的有限時空

下，值得採取的作為。

綜合而言，刺槍術是戰技，也是運

動；既能殲敵致果，也能防身自衛、強身

健體。它既是國軍特有的戰技，也可以

資料來源：張博智提供，民國77年。資料來源：江駿宏攝，民國110年。 資料來源：江駿宏攝，民國110年。

資料來源：孫建屏攝，民國107年。 資料來源：江駿宏攝，民國110年。資料來源：鍾新俊攝，民國110年。

圖9　 國軍對刺競賽是驗證訓練成效

與提升士氣的良方圖7　徒手訓練之走弓步 圖8　基本刺槍之上擊

圖10　 山坡地對刺之上對

下刺

圖12　 持槍腳踢法之轉後

旋踢
圖11　 運用廢棄之三角錐因地制宜

實施標靶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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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防體育的推廣運動。習練刺槍術，不論軍民、男

女，應以「隨手取物、就地取材、即行攻防」和「養

成終生運動之習慣」為目標。

刺槍術之特色

一、目標：氣刀體一致

「氣刀體一致」，堪稱刺槍術之極致，是習槍者

追求企達之目標。一如「心技體合一」，講求動作精

熟協調、重心轉換機敏、力量傳導順暢、精神灌注、

氣勢充沛，達到身心協調、裡應外合、人槍一體之

境。專心致力追求「氣刀體一致」能使刺槍術之學習

更具挑戰性和長遠

性，一則維持求學

動力，精益求精，

更可做為終身運動

與修練而安頓身

心。

二、形式：槍棍並

用

刺槍，主要攻

防部分為前端之刺刀，輔助攻擊部位為槍

托，其餘槍身與彈夾均可用於攻防。攻擊

手段不同，技術自然有異：前端刺刀主刺

擊和砍劈，槍托主托擊，槍身和彈夾主撞

擊。刺、擊、砍一槍多用、一招三式，連

續攻擊、變化多端、銳不可擋。

三、技術：遠刺近擊順勢砍

刺槍能兼槍帶棍，可依敵我距離與

態勢靈活交互運用。刺槍，利在槍尖刺

刀，攻防時須取開距離，方能發揮「扎

資料來源：孫建屏攝，民國107年。

資料來源：江駿宏攝，民國110年。資料來源：張博智提供，民國107年。

圖13　隨手取物持短棍突刺

圖15　 第四屆軍民通用刺槍術對

刺比賽更勝以往

圖14　 第一屆對刺比賽得力於怪怪

公司大力支持圓滿成功

刺」之長，又接而順勢「擊」、「砍」以

濟短，砍後再順勢回復用槍，此乃刺槍

「兼槍帶棍」之法。言刺槍者，主在揚槍

刺之長，因為「刺」能一點突穿，發揮巨

大殺傷力，也因其預備動作小，具有突擊

作用；惟其兼槍帶棍、長短兼施，方能

遠近皆宜、連續攻擊。然則特別提醒的

是：刺槍仍應以「刺」為主要攻擊手段，

其一，保持槍口朝前的用槍狀態，利於

射擊，「刀彈並用」；其二，「刺死砍



陸軍學術雙月刊　第五十九卷第588期/2023年4月　9

體能 技戰

勤練刺槍格鬥戰技精神與價值

傷」，刀尖利刃，一次突穿，一槍致命；

其三，以長拒敵、以刺致敵，確保安全，

避免纏鬥(如圖16)。

四、應用：踢打摔拿並用

戰場情況變化萬千，除刺擊砍外，

當敵人位於刀尖內，亦可輔以踢、打、

摔、拿等技術，配合刺槍施術，通常於

「被奪槍」和「反奪槍」時多用之。

五、致用：「對刺」為核心

刺槍之術，尚簡潔實用。從歷史觀

察之，刺槍始於軍事用途，且多於軍中習

練，自然應以「致戰」、「致用」為主

軸。故習槍者，於基本動作熟練後，應經

常施以對刺訓練，俾習槍者能將技術致用

於實戰。此外，應多講解基本動作於「對

刺」之用法，以扎根基。「對刺」是砥礪

學習情緒與檢驗學習成果的最佳手段，應

建立「凡基本功就是為實戰致用做準備，

凡實戰技法皆為基本功的運用」的訓練觀

念與作為。

六、用途：軍事戰技與防身禦侮

刺槍之術，長於軍隊之中，以殲滅

敵人為目的。故其技巧均為攻擊致命部

位，或足以令敵人重度傷殘。其習練方

式亦與軍事訓練緊密交織。經由軍事體

能訓練和技術指導，習槍者逐漸掌握刺

槍戰技精要(其他戰技皆然)，猶能養成果

敢勇猛、冷靜機警之性格。此外，不論

性別、年齡，習槍運動強身更可防身禦 

侮。

習練刺槍術之益處

一、軍事武藝、簡潔實用

刺槍術為一門軍事武藝，為國軍專

業單人戰鬥技能，其武器為「步槍上刺

刀」以施展槍術殲滅敵人。因應現代任務

需求，亦可改上「格鬥火帽」，或不加

任何附件，直接施展槍術制伏敵人。進

言之，刺槍術以「刺」為主，「擊」和

「砍」為輔，技術特點多元、招式簡潔。

從技術層面分析，有「突發」和「速效」

之利，殺傷性極大，因此適合軍人習練。

從消極面言，可增加戰場單兵存活率；從

積極面言，可增加整體任務成功率。因其

動作簡單易於入門，反覆習練即能致用，

也適合一般人作為防身自衛的運動。

二、外建體魄、內修武德

習練刺槍術，尤其透過對刺的磨

練，同時練體力、練技術、練心智、練膽

識、練指揮。有良好的體能為軍人之基本

條件，確保其能執行各項任務，文職武業資料來源：步訓部攝，民國107年。

圖16　用槍以長拒短以刺制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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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等，此些環節，無一不經嚴實訓練，

國人睹之，可增進國人對國防戰力之認

同，官兵投入期間，則能激發訓練動機，

提升訓練成效(如圖18)。

五、施訓方便、普遍可行

刺槍術運用之場地，不獨平坦之地

面，所有地形地物諸如野外、山地、森

林、草叢、沙灘、溝渠、城鎮等，也都應

能作為訓練之用，故在施訓上，因地制

宜，並無場地之限制；所需之器材即建制

步槍，或為避免步槍耗損，另行購置訓練

用槍。而欲實施「對刺」，則須另備木槍

和護具。相較於其他戰技甚至武術，刺槍

術施訓所需要之設施、器材，投資不多，

取得容易，可以因時、因地、因人制宜，

實施方便，有利於普遍推廣。

刺槍術之武學價值

我國軍之刺槍術，乃擷取日式踏步

之特點、美式托擊之長處，融合固有槍法

均然；有良好體能外，堅強心智自然不可

或缺，軍以戰為主，戰以勝為先，欲達成

任務，須有沉著冷靜、堅強柔韌之心理素

質。

三、用途多元、符合戰略

刺槍術一般施展於刀彈並用時，亦

致用於須「匿蹤噤聲」之際，於反恐任

務、反登陸作戰、城鎮作戰、近戰，甚至

衛哨勤務，皆有所用，舉例而言：於城鎮

作戰，設我單兵於狹窄轉角處突然遇襲，

或者我衛兵遭欲奪槍威脅，均為適例。刺

槍術既為國軍戰技，亦能成為國防體育，

軍隊落實訓練，強化官兵戰技與鬥志，亦

值得於民間普遍推廣建構全民國防，寓兵

於民，厚植戰力基礎，一舉多得，具有戰

略價值(如圖17)。

四、演訓合一、展現軍威

刺槍術戰技展示是國軍重要傳統，

一方面展現精實訓練以揚軍威外，另一方

面，則有驗收訓練成果之意。刺槍術戰技

展示大略包

含「團體刺

槍」、「教

習刺槍」、

「衝鋒戰鬥

刺 槍 」 、

「 對 刺 技

巧」、「對

刺 實 抗 」

與「刺槍擊 資料來源：張博智提供，民國107年。 資料來源：孫建屏攝，民國106年。

圖17　 刺槍術對刺比賽為國防教育扎

根

圖18　 團體刺槍是激發團隊精神的良

好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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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防之優點薈萃而成，具有武術精華，富

含武學原理，於習練、攻防，均為一門合

理實用的戰技武術。茲分述如下：

一、 器械優勢

武諺云：「一吋長，一吋強；一吋

短，一吋險」，器械武術，特別是槍術，

具有長度優勢，而刺槍採(至少)三端攻

擊，即遠刺、近擊、順勢砍，可制敵於槍

尖距離，若刺槍已進入我槍身範圍，我亦

可以「擊」、「砍」，甚至「跺步刺」之

(如圖19)。

二、直截了當

刺槍術動作簡潔直接、要求速度，

能發揮突擊效果。武諺云：「不招不架，

就是一下」，刺槍術中之「突刺」系列，

可為明證(如圖20)。

  三、小巧靈活

刺槍之小巧靈活，主要體現於「防

刺相連」的概念。防後即刺，刺後順勢

防，攻防相連、攻守一體，凸顯刺槍術動

作小巧、猝而發之、變招靈活，具有使敵

人猝不及防、防不勝防的特長。

四、樸實無華

刺槍術動作無論習練中、使用中，

均係為實戰設計，故不尚虛招，務求每招

每式能練到、能用出，堪稱最符合「為用

而訓」、「為戰而訓」的要求。

刺槍術的核心要領

一、握槍與用槍

握好槍才能用好槍，更能刺好槍；

握槍要「鬆而不脫，牢而不緊」、槍在掌

中有轉圜餘地」，用槍要重心居中，保持

機動、側身向前，三尖對照。

二、手眼身法步，步法為先

眼隨槍、槍隨手、手隨身、身隨

步，手眼身法步，步法為先！習練刺槍，

步法為根本，步法帶身法，身法帶手法，

手法帶槍法。

步法是根本，

更是發展應用

之道，步法歸

納 而 言 ： 進

退、墊跺、閃

轉，勤練活練

進退轉、踏墊

跺、走閃轉，

乃 能 動 作 機

靈 、 運 動 自

如，尤能在對 資料來源：張博智提供，民國108年。

資料來源：江駿宏攝，民國110年。

圖19　 一寸短一寸險，槍

械愈短愈靈巧

圖20　 掌握核心要領勤訓精練才能實用實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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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實戰中，檢驗與體現平時訓練成果。

三、刺之妙在提

(一)提得起，才放得開。指腕靈巧，

可見節節貫穿，乃能一以貫之，力達槍尖

，更能保持靈活敏捷機動。

(二)提刺、提防、提砍、刺是提，防

是提，砍也是提，一提刺槍無難事。

(三)刺，別「努力」緊張而內耗，莫

要推臂、頂肘、聳肩、團身自我設限；要

鬆，肌肉關節皆放鬆，「鬆」才能從發動

、傳動、連動，進而節節貫穿、脈絡相連

，勁道才能由腳底至槍尖，整勁而發。

四、雙手協同刺、擊、砍、防

(一)刺：前手領，後手提。活領巧提

、雙手協同，才能突然猛刺猝不及防，找

空隙、找弱點、找目標，一擊刺殺。

(二)擊：前手後拉(掛)，後手揮擊。

前手曲肘，夾臂後拉，避免張肘抬臂聳肩

，影響擊打的速度力道準度。

(三)砍：前手曲肘夾臂不離身揮砍，

後手手不離腰，向後提拉。肘不離身，手

不離腰，乃能手身步緊，緊密連結全身一

砍。

(四)防：前手領，後手提。刺是提領

，防也是提領，只是目標來路不同而有方

位不同。

五、全身一刺，全身一擊，全身一砍

(一)力起於足，藉地之力，發動、傳

動、連動，節節貫通、力達槍尖(如圖21 

)。

(二)腳蹬槍提、腳跺槍提，一動俱

動。

(三)步法為先，步法帶動。

(四)腰跨是發力的核心，槍不離手，

手不離腰，肘不離身 (以用槍、擊砍為

例)。

(五)刺之腳蹬槍提張弓射箭。腳蹬槍

提手足同步，乃能發揮「突刺」之作用；

張弓射箭，人槍一體，則可人槍合一，如

箭同步射出，產生「重力加速度」。

六、刺擊砍之節奏

(一)刺：腳蹬槍提手足同步。

(二)擊砍：上步揮擊、上步揮砍，先

上步，後揮槍，腳到槍到，重心到。

(三)節奏之重要性與實戰性：刺之腳

蹬槍提手足同步才能突刺；刺不只進退墊

跺更能轉，腳提四面動、刺八方。先上步

後揮擊揮砍，才能保持機動、準確擊砍。

七、刺防相繼、防刺相連

刺後收槍順勢防，防槍後隨即反

刺，而其關鍵在鬆緊適度、伸縮自如、手

資料來源：孫建屏攝，民國107年。

圖21　 對刺中量取距離全身一刺刺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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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相應、靈敏機動。

刺槍術的教學訓練策略

一、注重徒手練槍

未練器械先練拳腿，器械乃拳腳之

延伸，練拳即練槍，出拳如出槍，乃知徒

手練槍之重要與必要。此外，手眼身法

步，步法為先，徒手練槍又以訓練步法為

重點，也可同時段練拳腿，為刺槍戰技強

固根本。徒手練槍法，猶能克服曲槍持槍

的限制因素，做到隨時隨地，時時處處練

習的要求(如圖22)。

二、強化基本功

此言基本功，不止於基本動作。刺

槍術之基本功，概言之，步法為進退、墊

跺、閃轉，手法為圈繞、引帶、挑打、技

法為防、刺、擊、砍，凡此，必須循序漸

進，確實扎根，更須常態性反覆交織，複

習精進。

三、多元交織、螺旋發展

所謂「多元交織」、「螺旋發展」

者，係指戰技教學注重反覆訓練，但不能

淪為單調，採取「多元交織」、「螺旋發

展」的訓練策略，確實扎根卻不流於一昧

反覆，從基本到應用，從個人到教習，從

原地到進退、墊跺、閃轉、從招式演練

到對刺驗證，反覆中有套疊、串連與運 

用。

四、採用「交替訓練法」

避免單一進度或同一動作反覆太

多，而提早疲

勞。交替之方

式略有：徒手

與持械交替，

操作進度之交

替，刺擊砍防

之 交 替 ， 上

下、左右、前

後、曲直等運

動 方 式 與 練

習面向等之交

替。

五、用「交叉訓練法」

初學者打基礎，強化基本功，但應

避免難上加難，而使動作因為「兩難」而

積非成是(如才學「原地徒刺」就接著教

「前進突刺」)。運用此法，也避免在一

個難關上遲滯不前，而影響進度，或因為

「執著」於此從而使學習單調無趣(下列

進度即依「交叉訓練法」逐次講授或練

習)。

六、著眼於實戰實用

刺槍戰技教學之重點，不拘泥形式

且不尚虛功。凡基本功皆為實戰實用做準

備，凡實戰功皆為基本功之延伸與應用。

一招一式、一舉一動，都為戰而訓，戰機

稍縱即逝，生死一瞬間，簡單才能致用致

戰，豈能拘泥形式或徒尚虛功！

七、機會教育、持恆施訓

部隊任務繁、訓練課目多，時間有

資料來源：江駿宏攝，民國110年。

圖22　 徒手訓練之右轉體

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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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按課目排定，刺槍術訓練勢必一天打

漁多日曬網，無法經常複習、難以持續精

進，唯有把握時間，利用機會教學：取槍

就練槍，持槍就刺槍，無槍似有槍，出拳

如出槍，徒手能練槍，如此善用機會化整

為零、積少成多、積漸成習，乃可保持練

習，多加複習，必能精進。值得欣慰的是

各單位秉持司令徐上將「先練幹部後教

兵」的指示，注重幹部師資複訓進修，筆

者親身躬逢其盛經驗分享的單位就有：六

軍團、八軍團、花防部、金防部、步訓

部、234旅、104旅、302旅、43砲指部、

陸軍專科學校、陸軍官校、33化兵群、36

化兵群等單位，甚至普及入伍生團入門伊

始的啟蒙。

八、寓體能訓練於戰技訓練之中

體能是戰技的基礎，沒有體能即無

戰技。然則，若只鍛鍊體能卻無戰技訓

練，猶如暴虎馮河，難以有致且致用於

戰，體能應以支撐戰技為目標，也必經適

切的換軌接軌，才能成為有用的戰技。寓

體能訓練於戰技訓練之中，採低強度高密

度的訓練，在安全無虞的狀態下勤練戰

技，經由反覆操作掌握要領熟能生巧，同

時奠定與強化綜合性體能，其後再依官兵

體能狀態、技能程度逐漸調整訓練強度、

密度、時間與形式。

九、體能戰技是一門課，複合式輪帶訓練

軍隊任務乃課目繁多時間有限，各

自排課施訓，必將時間切割零碎，而成效

不彰，在課程規劃時，應形成重點，在課

程表調製上建構「體能戰技是一門課」的

觀念，每次出操上課就從體能到戰技，戰

技則從障礙超越、手榴彈投擲、綜合格鬥

到刺槍術對刺，構成系列帶狀連結，分組

循環輪帶實施。如此，促進操練節奏，活

化訓練方式，確保複習精進，提升訓練效

能，又可保持彈性，依據天候條件適切調

整課目，能落實訓練且維護安全。

十、注重標靶訓練

避免流於「空刺」、「空氣刺」等

形式化訓練，應加強標靶訓練，以活化、

深化、強化刺槍術實用實戰性，標靶有制

式、非制式、或簡或繁、或大或小、或固

定或活動、或單一或多種、或購置或簡易

自製。靶不動則人機動，靶動人隨靶動，

藉以量取距離、調整方位、檢驗要領、體

現攻防、模擬實戰化、促進對抗性。標靶

之設置可因地制宜，也不必拘泥一格；標

靶之操作運用，應視學習程度適切調整，

應由靜而動、由輕而重、由慢而快、由固

定而機動、由既現到突現、由單一而多

元、由進退墊跺到閃轉四方動。故應購置

訓練槍及建置各式靶具滿足訓練之用，至

於靶具若在經費限制下，也可利用相關廢

棄的器具，諸如輪胎、三角錐、浮球、各

式球具等，自行設置以節約資源，便於因

地因時制宜(如圖23)。

十一、對刺為核心與目標

「對刺」是檢驗訓練成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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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激勵訓練動機的手段，更是為戰而

訓、為用而訓，最具體有效的實踐。確定

「對刺」為核心與目標，即可策定體能、

技能、心智訓練及研採對戰之戰術戰法與

輔助訓練，訓練可收提綱挈領之效益。對

刺具有檢驗體能、技能、智能、心能的綜

合效益－這不是空話或大話，只要曾經

投入，甚或只是曾經參與對刺訓測賽的過

來人，必然深有同感。

一舉多得，一練多益，應是軍隊教

戰求簡、求精、求實所注重的訓練效益。

對刺時，徒有體能只會逞「匹夫之勇」而

力有時窮。但若只講技能卻無體能奠基，

恐怕也難以支撐激烈的對抗。

以「對刺」為核心，在實戰、能

戰、勝戰的目標下，反求針對性戰鬥體

能、對戰技能、應戰心理素質、有效的抗

衡策略，訓用戰一致，可謂提綱挈領、綱

舉而目張(如圖24)。

各種運動競技都有多重的效益與價

值，但從軍隊的屬性與達成任務目標的需

求而言，體能戰技教育訓練的課程規劃與

設計，應力求符合「為戰而訓」、「為用

而訓」的要求，以求獲致一舉多得、一練

多益的綜合效益，這是刺槍術須以「對

刺」為核心的根由！

十二、以測帶訓、以賽帶訓

以「對刺」為測驗競賽核心與目

標，訓練必設定階段目標，測驗乃驗證達

標之必備手段。測驗與競賽進度、重點、

方式、考評必將影響訓練手段、風氣與戰

力的蓄養，尤須慎重。測驗雖為既有之機

制，但現行之進度、重點與方式不足以誘

發官兵參與訓練動機、提升訓練整體成

效，更無法符合為戰而訓的要求；至於競

賽，雖有實施，但須逐級實施持恆定期舉

辦。對刺訓練應是刺槍術的核心與目標，

成為測驗與競賽之標的，練力、練技、

練膽、練心、練指揮，增強官兵參與情

緒，培養尚武精神，帶動訓練風氣，尤能

深刻體認刺槍戰技，「為用而訓」的真 

諦。

資料來源：鍾新俊攝，民國110年。 資料來源：步訓部攝，民國106年。

圖23　 利用廢棄的三角錐、浮球等物

實施標靶訓練

圖24　 刺槍術對刺可以練力練技練膽

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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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徒手練拳腿，持械練刺槍

器械是手腳之延伸，未練器械先練

拳腿，可見拳腿是持械的基礎，更是必要

的輔助與強化修練，是故，練刺槍之前應

兼修拳腿，既能奠定良基，又可增強持械

用槍的全面攻防能力(如圖25)。

拳腿也是重要的輔助訓練及必要的

交替訓練，可為持械練刺槍做好奠基、活

化與深化作用。步槍既是建置武器，持械

用槍必須練刺槍，而活練精練刺槍術更能

「隨手取物，化物為槍」即行攻防，就此

而言，練槍既練格鬥戰技，更練防身術，

一舉多得(如圖26)。

打破迷思超越誤區的問答

綜合上述，刺槍術的價值與特長已

然顯而易見，以下再將常見的質疑略作簡

答，加以整理補充。

一、什麼時代了還練刺槍？

現在強調「不對稱作戰」，城鎮、

山林都可能是與敵近接搏鬥的地方，怎麼

能不練刺槍？時代不同，日本的銃槍術不

但屹立於自衛隊及武道中，甚至還逐步推

廣至高中職學校，而中共更是在追求科技

建軍之同時力行刺殺訓練。刺槍術本是近

戰格鬥技，只要持步槍，無論槍的形制如

何改變，持槍用槍都該練刺槍。練刺槍戰

技還能練體能練防身術，應敵制變、強

身健體、防身自衛，無論什麼時代都需 

要。

二、現代戰爭的訓練課目何其多，軍隊花

太多時間在「落伍」的刺槍術上？

任何技藝尤其是戰技，都必須投入

時間心力才能臻於專精，刺槍戰技尤然，

但今各部隊花在刺槍術的時間心力不是太

多而是太少，可謂是「一時打漁多日曬

網」，其實是疏於訓練流於形式，才會落

入無用的批評。

軍隊訓練課目多，的確不應投入太

多時間在刺槍戰技上，但應「化整為零」

「積少成多」運用機

會教育做訓練，鼓勵

自主訓練，講求方法

提升效能，尤其要在

入門之初引進對的

門。綜言之，刺槍術

的訓練應注重分散、

持續、漸近、正確、

有效及自主學習，才

能在有限時間內達到資料來源：孫建屏攝，民國107年。資料來源：孫建屏攝，民國107年。

圖26　化物為槍持傘左防圖25　持槍腳踢法之防右側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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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戰而訓的目標。

不論到甚麼時代，軍人只要有槍，

除了專精射擊就該練刺槍，如此養成用槍

的觀念與習慣才能再突然臨機應敵情況下

刀彈並用、刺擊砍，充分發揮全方位的戰

鬥力。

三、 槍枝愈來愈短能刺槍嗎？

槍枝長短甚至款式並不影響刺槍戰

技的運用，因為練刺槍是在養成刺擊砍的

反射反應，一寸短一寸險，槍枝愈短用槍

運槍反而愈靈巧機變，不但無礙反而更利

於出槍刺槍。

四、刺槍術不利於限制空間作戰？

刺的攻擊方式動作小、伸縮快、破

綻少、殺傷力大，更能保持槍口朝前，利

於射擊刀彈並用，更適合於限制空間應

敵。

五、槍枝沒有刺刀無法刺槍？

槍上有刺刀當然更具殺傷力，但無

刺刀仍然可以刺擊，因為刺擊是臨機應敵

最直接、最快速的攻擊手段。「一點突

穿」的殺傷力大，即使沒有上刺刀，突然

猛刺，槍口仍具有相當強大的威力。刺如

直拳，但以刺刀或槍口突刺的貫穿力與殺

傷力更甚於拳頭。不論槍上有無刺刀，養

成刺擊的習慣，才能保持槍口朝前刀彈並

用、刺擊砍。

六、與其練刺槍不如練短刀？

短刀靈巧更易於運用，但有槍不用

卻是捨長就短。一寸長一寸強，用槍乃可

以長拒短、以刺制敵。

七、格鬥術更適合近戰？

格鬥術有很多流派，各有特長，但

也更加繁複，欲求專精運用於實戰更需要

投入時間。軍隊教戰尚簡要求精實，刺槍

術與格鬥術相對簡單易學實用，更適合軍

隊普遍推展，軍人持槍用槍豈能捨刺槍不

練？何況，刺槍術本來就是格鬥戰技，其

之能用能戰，關鍵在練對練好練精，而非

捨長就短。

八、美軍劈刺搏擊訓練優於刺槍術？

美軍搏擊訓練主在著於磨練官兵臨

戰膽識，對於技術的養成著墨不深，但其

模擬戰鬥景況結合運動、障礙超越等方

式，實施各式標靶之刺擊砍，著重對抗訓

練，實戰性強，對於官兵膽識、體魄的考

驗甚具針對性與啟發性，值得國軍借鏡與

運用。

九、防彈背心刺不穿，對刺為何只刺心臟

？

實施「對刺」以胸部心臟為得槍目

標，主在刺擊要害，直取敵人性命，也有

強化快狠準的目的。刺槍術不止於直刺，

更有滑刺、挑打刺、虛實刺等技法，而其

運槍出槍需以雙手協力提槍領槍，找目

標、找空隙、找弱點，不能也不會侷限於

心臟。何況，現在的對刺規則，早已將攻

擊擴大至腰部以上、頸部以下的胸、腹、

脇部位，即使敵人身穿防彈背心，一經突

然猛刺，不論是否刺穿，必將受到衝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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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我可趁勢趁隙連續攻擊，加以殲 

敵。

十、你的刺刀有我的子彈快嗎？

刺刀當然沒有子彈快，而且刺刀的

咫尺攻擊距離，也不能像子彈有數百公尺

遠的射程；何況，子彈還能連珠炮呢！誰

都知道兩軍作戰寧願讓子彈滿天飛，也不

要單兵捨身拼刺刀。戰場拼刺刀那是九死

一生的最後關頭，但願若有戰事也不會近

戰肉搏，因為到那境地已然軍民犧牲慘

重。然而，若以「刺刀沒有子彈快」排除

刺槍戰技，難道不能以「拳腳不若刀刃的

殺傷力」否定練拳腿嗎？

拳腿隨身，所以必須練拳腿，乃得

以隨時隨地，以之做攻防；槍械在手，持

械用槍所以練刺槍，更且能夠「隨手取物

化物為槍」以器械代替拳腿做攻防，既能

防身全己也能克敵致果(如圖27)。軍人當

然必須專精射擊，但子彈有時窮，且有可

能遭遇射擊的限制。練刺槍既能運用槍械

全面攻防，也能一舉練力、練技、練膽、

練心，更具有增進用槍出槍射擊的輔助功

能。總言之，軍人專精射擊之外，也應練

拳腿功和刺槍術，練就既能遠距取敵性

命，也可近身殲敵的本領。

十一、 近身肉搏既然機率甚微，何必再練

刺槍戰技？

「遠距作戰」、「按鈕戰爭」的現

代作戰型態下，近身肉搏拼刺刀的機率甚

微，刺槍術的訓練價值逐漸被質疑，甚至

被否定，但也有及時發現或避免陷入這種

「迷思」與「誤區」的有識之士，持續

保持與推動刺槍術，其又以日本及中共

為最。日本將「武道」融入於銃槍術，

中共則以「敢於刺刀見紅」的「血性」

強調刺殺的鍛鍊價值與戰鬥性。日本銃

槍術及中共刺殺不曾因為時代之更迭或

戰爭型態的改變而遭受質疑及否定，只

因體悟它的高「附加價值」進而堅定持

恆的實踐力行，更能厚植基礎且促其發

展，形成正向循環，殊值國軍借鏡與反 

思。

十二、 「團體刺」總如大鍋炒，又常只求

動作，一致隊形整齊流於形式，訓

練有何意義與必要？

團體刺在其訓練過程中，因應單位

人員素質參差，必須講究訓練編組、訓練

方法，尤其特別注重分組訓練與個別輔

導，以求適應

差異性與特殊

性，進謀整體

素質之提升，

其著眼不止於

動作一致、隊

形整齊，而是

為 求 相 互 切

磋 、 彼 此 激

勵 、 共 同 努

力，而在協同

整合砥礪中， 資料來源：江駿宏攝，民國110年。

圖27　 持槍腳踢法之防槍

側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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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求聲氣相通，整體提升，發揮團隊統合

戰力。動作一致、隊形整齊雖然成了刺槍

術訓練的通病，但那是手段與目標的誤植

與要求上的本末倒置；動作一致與隊形整

齊，應是依據且貫徹動作要領的前提下的

附加價值，換言之，只要能落實動作要

領，自然能使動作一致隊形整齊。

動作一致隊形整齊，其實也是團體

刺槍訓練的目標之一，猶如千人體操、百

人熱舞或團隊齊步正步接受檢閱，若其動

作一致、隊形整齊，則軍容壯盛必令旁觀

者震撼動容，而其聲氣相通脈絡一貫則令

置身其中者具有榮譽感、歸屬感而增強團

隊精神(如圖28)。

刺槍術之所以實施團體刺，一時間

訓諸多人，節約時間是重要原因；在團體

操作中，更能藉由相互觀摩切磋，增進學

習效能，集素質參差之眾人，幾經冶煉、

磨合、鍛鑄、砥礪而塑造成一聲令下，同

聲呼應且動作迅捷一致、殺聲宏亮、氣勢

充沛、意志堅定，充分展現震懾敵人的軍

威，而其號令既出眾志成城，如臂使指的

團隊精神，發揮統合戰力，尤屬團體刺槍

訓練的核心價值與目標！

十三、 現代戰爭罕見近接戰鬥，更不見白

刃肉搏戰，何必練刺槍？

是的，現代戰爭的確罕見近接戰

鬥，更是幾乎不見白刃肉搏戰，但若以此

斷定不必練刺槍，同理更有不少課目也不

值得一訓，諸如徒手拳腿訓練、格鬥技

等。反向思考，略舉軍人練刺槍的理由，

也為這節問答做個小結

(一)持槍用槍，不論槍的形式長短或

有無刺刀，專精射擊之外也要練刺槍，充

分發揮槍械的功用。

(二)槍扎一線無定方，練刺槍練就提

槍突刺、猝不及防、伸縮往復間隙小、速

度快、刺擊有縱深殺傷力強。

(三)用槍的特長(瞬發突刺、刺防相

隨、防刺相連、往復間隙小、縱深穿透力

等)，遠刺近擊順勢砍，遠近皆宜、長短

兼施，尤其適合近接戰鬥及城鎮作戰應急

制變。

(四)養成用槍的觀念與習慣，戰時做

為戰技全身破敵，平時在必要時，隨手取

物，化物為槍械，有利防身。

(五)拳腿天生所以練拳腿，隨手取物

化物為槍所以練刺槍。器械是拳腿的延伸

，未練器械先練拳腿，可以促進手身步與

器械的結合與運用，至若戰場近戰格鬥，

資料來源：花防部攝，民國110年。

圖28　 團體刺槍可凝聚向心激發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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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擊優先，刀彈並用，即使無法射擊，

也應以槍械替代拳腿，自保且增強殺傷 

力。

(六)用槍以長拒敵，以槍尖威嚇敵方

，以刺制敵。

(七 )兼具戰技、運動、防

身，練力練技練膽練心練指揮，

一練多益，一舉多得。

結　　語

時代更迭，科技昌明而戰

具戰法應與時俱進或適切調整，

這也無怪乎刺槍術面臨興革的訴

求，然則，軍人教戰持械用槍尤

有甚於徒手格鬥，如其還有強化的必要，

更不應捨棄刺槍，平心而論，刺槍術的關

鍵在練不練及對不對，不練當然不足以稱

戰技，不對終將流於形式，徒勞無功，不

足以致用致戰。務本之道，應從課程設

計、課表調製、師資培育、幹部教育、測

驗競賽、訓練方式、重點轉移、訓練效能

等方面檢討精進。

戰技雖然和運動、武藝有別，但能

換軌接軌相輔相成，軍隊在堅持力行刺槍

戰技之同時，應作策略性調整：注重標靶

訓練與對刺訓測賽，期能貼近實戰及「以

賽帶訓」，活化教育帶動訓練，誘發鼓舞

官兵、各級學校、社團、後備軍人自發參

與、踴躍投入，將刺槍戰技轉接連結為運

動競技、國防體育，則能普遍推展、提倡

尚武精神與堅韌戰鬥意志、扎根國防、厚

實心防，軍隊堅持與發揚刺槍戰技，不但

可以獲致多重效益，更有令人期待的發展

及願景(如圖29)。

■ 本文所附照片分別來自：青年日報、軍

聞社、花防部、步訓部、孫建屏、江駿

宏、劉鎧鳴、鍾新俊等單位與個人。

(112年2月13日收件，112年2月22日接受)

資料來源：鄭胤序攝，民國109年。

圖29　從國中小開始練刺槍，為國防體育扎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