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捶丸与高尔夫球的相似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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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对比分析法，对中国的古老体育运动捶丸与现代高尔夫球运动进行对照研

究。从基本特征、场地、礼仪、规则、技术等方面进行全面对比，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高度的相似性，

从而为更好地复原捶丸风貌、深入理解捶丸的文化内涵提供依据，同时为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基础性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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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捶丸与高尔夫球相似，已经得到学界和业界

的认同，但究竟哪些方面相似，需要进行比较和

鉴别。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 《丸经》

是一部保存最为完整的体育专著。笔者依据 《丸

经》及相关史料，就捶丸与高尔夫球的特征、场

地、礼仪、规则、技战术等，一一进行比较，相

信将有利于深入了解捶丸的历史渊源、价值理

念、独特创造和鲜明特色。

１　捶丸与高尔夫球的基本特征

１．１　名称

捶丸：该名称见于元代宁志斋所著 《丸经》，

书中也有 “打球” “击球” “锤击” “击丸”等

名目。

高尔夫球 （以下简称 “高球”）： “ｇｏｌｆ”这

个单词最早见于苏格兰的官方文件，此前的荷兰

语 “ｋｏｌｆ”被认为是它的前身。

１．２　起源

捶丸：有战国起源说、南唐起源说、宋代起

源说和元代起源说。依据史料，捶丸产生于宋元

时期。

高球：主要有苏格兰起源说、荷兰起源说、

中国起源说。史实证明，“以棒击球入穴”的游

戏最早出现在中国。然而，现代高尔夫球运动产

生于苏格兰得到普遍认同。

１．３　特点

捶丸：以棒击球入窝，以窝为单位计算所得

筹数。棒数少、得筹多者为胜。

高球：以杆击球入洞，以洞为单位计算所得

杆数 （早期为逐洞赛）。

古今中外、古往今来，以棒击球的游戏不知

凡几，但 “以棒击球入穴”是捶丸和高尔夫球的

共性特征。

１．４　用途

捶丸：既可用于兵事，作为 “训将练兵之一

伎也”；又可用于健身，“惟在和血脉、养性情、

涤烦襟、消饮食而已。”（《序》）。

高球：存在于苏格兰民间和军中，曾被国王

詹姆斯二世下令禁止，官方认为习练射箭才是御

敌之技。

１．５　球会

捶丸：最晚在元代 （１２８２年）就存在球会

组织，《丸经·崇古章》记载的 “窝脚”和 “会

儿”，就是民间的两家球会。

高球：苏格兰第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诞生于

１７４４年，名为高尔夫绅士荣誉公司，大约１０年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第３１卷

后，圣安德鲁斯皇家古典高尔夫球俱乐部宣告

成立。

１．６　球童

捶丸： 《丸经》记有 “伴当” “小厮”等名

目。其所指对象身份相近，若细分，“伴当”多

指同班搭档，而 “小厮”专指球童 （《崇古章》）。

高球：球童是球员最亲密的助手。

１．７　棒与杆

捶丸：棒，也称 “权”“杖”，木制，主要包

括撺棒、杓棒和扑棒。球手不带撺棒和杓棒，须

接受相应处罚（《因地章》）。

高球：早期的球杆为木制，现多用新型材料

制成，主要包括木杆、铁杆组、挖起杆、推杆

等。比赛携带球杆不得超过１４支。

１．８　丸与球

捶丸：丸，即球，由 “赘木”制成，据 《朴

通事谚解》记载，丸 “大如鸡卵”。

高球：早期的球有木制球、石制球和由皮革

包裹羽毛制成的球，现在球的材质和制作工艺日

臻完善。球的直径、重量都有统一标准。

１．９　窝与洞

捶丸：球窝 “掘地如碗”（《朴通事谚解》）。

高球：洞的直径一般为４．２５英寸 （１０．８厘

米）。

１．１０　工匠

捶丸：“工从主，料以理。”是说工匠选料和

制棒都应满足客户需要（《权舆章》）。表明我国最

晚在元代就有了定制球棒的工匠。

高球：职业球员或业余高手，一般都定制适

合自己的球杆。一般来说，杆头的宽窄厚薄与击

球的距离密切相关。

１．１１　盛器

捶丸：捶丸盛放球棒的有 “囊”和 “笼”。

囊，即革囊，用来盛放扑棒；笼，即 “篮子”，

主要盛放撺棒和杓棒（《因地章》）。

高球：球包多种多样，除了盛放球杆，还可

盛放其他用品。

２　捶丸与高尔夫球的场地

２．１　球场类型

捶丸：据 《丸经》记载，捶丸场地可分为郊

外球场和园林球场。郊外球场一般有平、凸、

凹、峻、仰、阻、妨、迎、里、外等１０种变化

（《因地章》和 《取友章》）。山西洪洞县水神庙壁

画所描绘的即是郊外球场。园林球场包括皇家园

林及私家园林。明 《宣宗行乐图》 （捶丸局部）

描绘的即是皇家园林球场的场景；张可久 《观九

副使小打》中 “静院春三月，锦衣来众官。”其

中 “静院”说的就是私家园林的捶丸场地。此

外，妇女儿童在庭院、厅堂也可体验捶丸的乐趣

（明·杜堇 《仕女图》）。

高球：史上最早的巡回赛出现在１７４４年苏

格兰的普雷斯迪克，其球场就设在天然开阔地

带。现在的球场有林克斯、海滨、森林、山地、

沙漠等不同风格。标准的１８洞球场一般都设在

郊外，占地千亩左右。清末民初，我国部分沿海

城市曾存在不少９洞及迷你球场。

２．２　场地分区

捶丸：球场可分为 “基” “
"

” “阻” “窝”

四种区域。基，即发球点，有 “剑脊基” “碟样

基”之分，面积为一尺见方，由土推起，用于架

球 （《定基章》）。
"

，指球道 （《承式章》）。阻，

指障碍物，如砖头、瓦片、短墙、水域等（《因地

章》）。窝，一般指窝边五尺左右的范围（《承式

章》）。

高球：分为发球区、球员通道、障碍区 （水

湖、沙坑）和球洞区 （果岭）。

２．３　更换球窝

捶丸： “熟地必革”，即球窝每日必须更换

（《处用章》）。

高球：比赛每天打一轮，每轮一般都更换洞

杯位置。

２．４　窝距及窝数

捶丸：从 “基”到 “窝”的距离， “虽远勿

过百步之外，近必盈丈之外。”设定窝的数量，

“百步之遥不可再，半百之遥不可数。”这说明球

场上窝的距离和窝的数量是不固定的（《适宜

章》）。

高球：从发球台到球洞的距离，因标准杆、

男女及职业业余赛等要求各不相同，最近不足百

码，最远可达６００码左右。标准球场一般为

１８洞。

２．５　彩旗

捶丸：“?场建旗”，即 “球场上?成了窝，

立彩色旗。”（《正仪章》）从 《宣宗行乐图》（捶丸

局部）可见，球窝所立彩旗的颜色似为蓝、白、

红三色。

高球：旗竿插在球洞内，洞旗一般分为蓝、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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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红三色，用来区分球洞在果岭上的位置。

２．６　土质与击球

捶丸：据 《丸经·因地章》介绍：由于土质

分软硬干湿，所以推地滚球分轻重缓急。

高球：土的软硬干湿和草的长短主要表现在

果岭之上，果岭的软硬干湿直接关系到果岭速

度。力道是推球成功的关键。

３　捶丸与高尔夫球的礼仪

３．１　崇尚礼仪

捶丸：《丸经·序》开宗明义：“捶丸之制，

全式为上，破式次之，违式出之。”这里的 “制”

“式”，即传统的规矩及礼仪，它贯穿于打球的全

过程。

高球：礼仪，即球场上的行为举止，是规则

的首要部分。

３．２　自律

捶丸：《丸经》通篇闪烁着儒家智慧的光芒，

它以 “君子”“德人”为人格标准，对球手提出

了一整套道德修养和自律要求。《承式》《崇古》

《正仪》《取友》《善行》《贵和》《待傲》《知人》

等均以单章论列，堪称做人、打球的宝典。

高球：贵族、绅士、高雅曾是高尔夫球不同

发展阶段的代名词，同时也是对球手仪表形象的

塑造。

３．３　为他人着想

捶丸：在输赢问题上强调 “昨所得，今不

用”；抛球定头棒时由 “离窝远者先击”；确定球

窝数量及距离时强调 “各适其宜”；标记球位要

让他人看到等等。这都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

高球：为他人着想，是礼仪的核心内容。

３．４　失约无礼

捶丸：“以多待一，曰傲”。意思是，让大家

等待是傲慢无礼的表现。

高球：事先预约，准时到达。正式比赛逾期

不到，将被取消资格。

３．５　长者开球

捶丸：“让采索窝”，即礼让长者抛球定

“采”，抛出的球距洞窝远者为 “头棒”。据 《置

序章》：头棒确定后， “远者先，近者后；左者

先，右者后。”一个 “让”字，传承了一种美德。

高球：非正规比赛可由最受尊重的人敲 Ｔ

排序，或由长者先开球。接下来，一般按顺时针

方向依次发球。现在正规赛事一般按分组表顺序

发球。礼让长者或尊者开球，是高尔夫球的

传统。

３．６　旁观守礼

捶丸：“窝边五尺内不许人行。”这是说，他

人在准备击球时，其他球手及 “小厮” “伴当”

甚至观众须让出一定距离，避免施加任何影响。

高球：球手发球或推球时，对其余球手、球

童及观众是有限制措施的。

３．７　君子之争

“君子小人，其争也不同，其朋也有异。”君

子强调 “艺高而服众”，小人则以 “奇诈”比输

赢。所以，邀朋交友，相聚打球，需要慎重。

高球：一般都有各自的球友圈、朋友圈。结

交新球友，一场球下来就可以了解其人品球技。

３．８　球手风度

捶丸：“恪慎其仪，各事其事”“容止安详”

“依守规式”“夭如申如，周旋闲雅”“多胜无矜

色，数败无恚容”等等，是对捶丸君子风度的完

美塑造。

高球：无论胜负，一些球手特别是大牌球星

都恪守出场和退场礼仪。这是做人的态度，也是

明星的社会责任。

４　捶丸与高尔夫球的规则

４．１　早期规则

捶丸：规则见于 《丸经》，距今已有７３０多

年的历史。

高球：最早的规则仅１３条，曾记载在一张

牛皮纸上，距今３７０多年。后经多次修订，沿用

至今。

４．２　竞赛形式

捶丸：包括 “分班” （团体赛）和 “各逞”

（个人赛）（《衍数章》）。团体赛分大、中、小型

比赛，个人赛分比洞赛和争先赛。

高球：设团体赛和个人赛，包括四人四球

赛、四人两球赛、比洞赛和比杆赛。

４．３　比洞赛

捶丸：捶丸比赛一般是按窝计算所得筹数，

每窝一清。“初胜三，次胜二，后胜一。”这是指

输赢筹牌数。头棒赢二棒，二棒赢三棒，三棒赢

四棒。这是指输赢顺序；“四者不可用也。”这是

说每窝的标准棒设为三棒，则第四棒不用打。

高球：史料表明，早期的巡回赛即比洞形

式，而比杆赛是后来才有的。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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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赌球

捶丸：捶丸比赛所设奖品，一般通过球手集

资方式筹措。“富不出微财，贫不出重货。”无论

贫富，强调 “量力而为之”。

高球：除了正式比赛，一些职业球手甚至大

牌球星有时也会 “小赌”一把。

４．５　借棒

捶丸： “假权勿从”，即 “不许借棒于他人

使”（《处用章》）。

高球：借用他人的球杆，比杆赛罚一杆，比

洞赛该洞负。

４．６　助言

捶丸：“勿教以利”，即比赛中不准把利好信

息告诉他人（《处用章》）。

高球：助言，比杆赛罚两杆，比洞赛判该

洞负。

４．７　阻球

捶丸：“阻利勿许”，即不许阻挡他人的正常

球路。

高球：不准 “对球的运动施加影响或改变自

然条件”。

４．８　干扰挥棒

捶丸：“为妨出之”，即干扰他人挥棒将被勒

令出局（《处用章》）。

高球：他人击球时，其他人不得有意或无意

地施加干扰。

４．９　代击

捶丸：“代施倍罚”的意思是，替他人击球

判两个窝输球（《处用章》）。

高球：即使四人两球赛，也须按交替顺序

击球。

４．１０　悬球

捶丸：距地面一寸以上的球，称 “悬球”。

此球是 “不可击打”的球。

高球：对于悬空球，如架于树上的球，球手

可宣布不可打，然后择地抛球，接受罚杆。

４．１１　风落

捶丸：准备开球时，球被风吹落，即 “风

落”，可免于处罚，但人为触动球判击球一次。

高球：准备击球时球被碰落，可以重新架

球，不受处罚。但形成了挥杆动作，则击球

有效。

４．１２　挪球

捶丸：“球在不好处换在好处”，须接受惩罚

（《宁志章》）。

高球：将球拿起或移动球，须将其放回原

处，并接受罚杆。

４．１３　替换球

捶丸：“将本色球儿相换”，即由人将自己处

于不利位置的球换成另一球，这是最丢脸的事，

也要接受惩罚（《宁志章》）。

高球：击打了错误的球，比杆赛罚两杆，比

洞赛判负。

４．１４　重击

捶丸：“于击不利，欲再击也”，是可耻行为

（《宁志章》）。

高球：重击是有条件和受规则限制的。

４．１５　对权不易

捶丸：“对定球棒，不可换易。”将球棒对向

了球，就不能更换球棒了，如更换球棒就算输一

筹（《宁志章》）。

高球：一旦将杆头对向球，就算做好了击球

准备，但对换棒并无限制。

４．１６　撞球

捶丸：误撞他人的球为 “死球”，他球可以

复位。故意撞球算输一筹（《崇古章》）。

高球：攻果岭撞球不受罚，但在果岭上撞球

须接受两杆的处罚。

４．１７　着身球

捶丸：在球道上飞行的球打到他人身上，判

为死球；但球童或随行人员挡了他人的球，则判

其 “主人”的球为死球（《崇古章》）。

高球：球因变向打到他人身上不受罚，就地

击球即可。

４．１８　记止

捶丸：《丸经·记止章》详细介绍了在球窝

旁边如何做记号，包括划线的位置、用什么来

画、画多长等，同时介绍了球被移动后的处置方

法，包括球如何按线归位和由谁取球等。

高球：在果岭上须用标记牌或硬币标记

球位。

４．１９　架球开球

捶丸：在 “基”外开球无效。

高球：在发球台标准ＴＥＥ的左侧开球无效。

４．２０　清除杂物

捶丸：发球台上 “若有瓦砾草木等物”可以

清除。

高球：发球台和果岭上的妨碍物均可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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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期 王昆仑：捶丸与高尔夫球的相似性比较

５　捶丸与高尔夫球的技战术

５．１　握棒

捶丸：所谓 “持欲固”，即手应 “紧握球棒

也”；“无空权”，即 “二手皆当有棒也。”扑棒，

被认为是单手持握的球棒。（《试艺章》）。

高球：握杆的方法不尽相同，但持握的松紧

度因人而异。

５．２　站姿

捶丸：“远者立，近者蹲。”打远距离的球应

取站立姿势，打近距离的球应取下蹲姿势（《试艺

章》）。

高球：用长杆打远距离的球，如使用木杆开

球，站姿都相对直立，有的稍稍屈膝，这样便于

增加动作幅度和击球距离。

５．３　瞄球

捶丸：“目不他视，专睹其丸。”这一要求不

仅有利于集中精力瞄球，也有利于提高击球的精

准度。

高球：瞄球要使杆面、球及目标形成一条直

线。瞄球及挥杆过程中，如眼睛 “锁定球”，则

击球的成功率会更高。

５．４　挥棒

捶丸：强调 “运欲和”，即挥棒应协调用力。

所谓 “无低昂”“不起身疾”，即要求保持挥棒的

节奏，而不能起身过快（《试艺章》）。

高球：正确的挥杆是以躯干为轴、用身体带

动球杆。善于长打者，不在于力量的大小，而在

于动作的合理性。

５．５　力道

捶丸：“不到则不能上，必使到窝边落也。”

（《因地章》）

高球：力道是推击的关键，正所谓：不到之

球，则不进其洞。

５．６　出奇

捶丸：“死而复生，生而复死，谓之出奇。”

“出奇”，即反败为胜。

高球：巡回赛一洞或一杆定胜负的战例不胜

枚举。

５．７　先手

捶丸：“先人者制人，后人者制于人。”寓意

要开好头、起好步。

高球：开好第一杆，打好第一洞，有利于坚

定球手的信心。

５．８　 “心手相对”

捶丸：《试艺章》：“心手相对，古之法也。”

“心手相对”是强调 “运棒时手对心”（《出奇

章》）。 “心手相对”与 “心手相应”含义相同，

两者也互为因果。

高球：预备及击球时，保持双臂与双肩形成

的三角形，这正是 “手对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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