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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审视中国古代镖局中镖师武术的技术特征、传承传播、发展演变，能够再现早期武术发展状

况，丰富武术历史研究内容，还可总结历史经验，为新时代推广武术、弘扬武术文化提供借鉴。运用

文献资料法和历史分析法，就镖局对清末民初武术发展之推动作用进行分析。认为，镖局是实现武术

功能职业化转型的重要组织，推动了武术的顺时代创新演变，开辟了多元的武术传播途径，稳固了师

徒传承方式，推动了武术价值的多元化发展，促进了暗器、轻功等罕见武技的深造与传承，为 “以武

报国”提供了重要的物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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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镖局产生于清康雍乾时期
［１］９，是武装押运

商品、现银，保护其安全的组织，其主体成员由

习武者组成。习武者入镖局成为镖师，利用其自

身武技这一劳动力资本安身立命，由此也形成了

镖局武术传承、商业保镖的双重组织特性。这一

组织特性，为镖局武术的师徒传承、民间推广、

区域交流提供了重要保障，推动武术不断创新完

善。清末民初枪支火药的发展挤压了镖局生存空

间，镖师则或主动或被动、或直接或间接地推动

了武术功用的转型，促进了武术的创新。同时，

在镖局文化的长期熏陶下，镖师普怀尚武精神与

爱国情怀，在民国初社会动乱时期成为 “强国强

种”的有力推动者和爱国卫国的重要力量。

１　镖局是实现武术功能职业化转型的重

要组织

　　武术功能从早期的自卫防身、保家卫国，到

之后修身养性、表演娱乐，深度传播着 “中国精

神”与 “中国智慧”，至镖局的出现实现了重要

的功能职业化转型。武举制打开了以武入仕的大

门，其自唐代产生至清代１９０１年被废除，千余

年来一直是习武者安身立命、加官进爵的重要路

径，但毕竟成功者寥寥。对于更多的习武者而

言，镖局不仅市场空间更广、准入门槛更低，且

良好的职业收入更为镖师提供了立业保障。开办

镖局需呈官方注册登记，有三家以上资产丰厚的

大店铺来当 “店保”，一旦 “丢镖”，要赔偿雇主

的损失，承担法律责任［１］５３。从镖局普及程度来

看，清末镖局业最为繁盛，如北京有 “会友、永

兴、志成、正兴、同兴、义友、光兴、源顺”八

大镖局，仅会友镖局就有一千多人，且在南京、

上海、西安、天津都有分号，除八大镖局还有诸

多跑散镖的如贯市李家，名气也都很大［２］２２９２３０。

《营口通史》记载，１９０５年，仅营口一地就有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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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２３家，有局员３６７人
［３］。清末镖局实际上已

经形成遍布全国的镖局线面网络机构，为习武者

搭建了广阔的武艺施展平台。

从镖师的社会待遇来看，镖师走镖有着较高

风险，无异于 “刀头上舔血”，镖局的镖客和伙

计们的待遇也较一般商人更为优厚，每个月挣四

五两银子［２］２３３。融洽的镖局文化环境，也如李尧

臣所言：“镖局子制度不像买卖家那样紧，彼此

都是师徒关系，论起来，是一家人，更不像当官

差的有什么阶级高低大小，因此，一般都觉得干

这个挺自由，挺舒服。”［２］２３４有些镖局还攀结朝

廷，与之建立起友好关系，为镖局职业化发展提

供制度保障。《保镖生活》载：“当时官面上有专

管拿贼的采访局。他们称贼为 ‘点子’。贼一进

京，采访局就在后面跟上了。可是一看见贼进了

镖局，他们就不敢拿了。为什么官面上还让镖局

一头呢？因为镖行有后台，我们称之为大门槛，

也就是当时在朝廷最有势力的大官。如会友镖局

后台老板是李鸿章。”［２］２３７政府是镖局走镖的坚强

后盾，镖局走镖若失镖可及时通报当地官府获取

帮助。如 《保镖生活》载：“我们当然不能轻让，

两下就交手了。……结果我们八个人死了四个。

剩下四人则去请求官兵保护，官兵赶到一追，才

把他们吓跑。”［２］２４１２４２镖局中良好的习武环境为镖

师创造了修炼武技的平台，“逢百抽五”的可观

收入为其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被誉为 “达官

人”的良好社会声誉又为镖师提供了精神支持，

多重要素共同作用，推动了武术功能的职业化

转型。

２　镖局推动了武术的顺时代创新演变

镖局内部的武术传承及走会、走镖时的武术

交流与融合，推动着武术多元化、多渠道创新发

展。镖师通过走会交流武艺，表演展示开路、五

虎棍、少林十八棍、断命刀、追魂枪、夺命剑

等［４］。为适应车战、水战、马战、夜行战等不同

的走镖作战场合，镖师将不同武技进行组合、融

合，推动了武术的创新发展。例如，水战时由于

船舱空间异常狭窄而多使用短兵器如雁月刺、分

水揽、峨眉刺、梅花状元笔，且闪躲功夫、轻

功、梅花桩极为重要；车战多使用丈八长矛和单

刀，采取远者枪挑，近者刀砍、脚踢，所以十八

路转盘刀、三十六路绝命枪、鸳鸯腿是必用之

术［１］３５３６。由此，镖师集众多拳种之优势增强了

武术的实用性，这是对武术实战技击功用的完善

创新。再如，老北京的商店常聘请镖师 “坐店”。

坐店的镖师十兵不携 （因认为 “动铁为凶”），和

“恶人”发生冲突讲究干净利落，三招两式将其

打翻在地，以免招惹围观之人妨碍店铺生意，也

需避免将其致残而负责医治［１］４０。镖师出手讲究

分寸，注意审时度势，即点到为止而非嗜杀成

性。镖师需精研各色人的武技特点，方能做到一

招制敌，制服对手而不伤及对手，灵活应对各种

不测。此外，镖师与商人雇主之间切磋交流也可

创新武术。如李洛能为山西太谷城著名商人孟如

护院１８年，二人经常切磋、钻研武术，最终李

在祁县戴氏心意拳的基础上结合走镖需求革新

“心意拳”为 “形意拳”。

清末民初枪支火器的普及与盛行虽严重阻滞

了镖局业的发展，但也对镖师的武技提出了更高

的时代要求，继而推动镖师武技的创新发展。例

如，吴斌楼在传统技击术基础上对徒弟进行了夺

手枪、步枪、洋刀的训练，并获得显著的实战成

效。１９４１年一位受训者在与两个持枪日本兵近

身搏斗时，轮动臂膀，左臂右挂，疾速夺下日本

兵手中的枪并将其打倒。此间，吴斌楼将这些训

练技法编写了 《进手进技法》歌诀［５］２４８，帮助人

们更好掌握武技。在冷热兵器的历史转换中，镖

师思考武术的现在与未来，推动了武术的现代化

转型与创新性发展。

３　镖局开辟了多元的武术传播途径

师徒传承和对外传播的双重功能，开辟了镖

局武术内部传承及走镖、走会等对外交流的多重

传播途径。为更好地应对镖路上的各种劫匪，镖

师要精通 “水战、车战、马战、步战、夜行”五

大门类的功夫，这客观上促进了镖局内部武术传

承，以及武术种类的拓展丰富。镖局内部的武术

传承涉及拳术、器械、轻功等诸多方面的武技。

如李尧臣入会友镖局从拳术三皇炮锤到器械六合

刀、大刀，再到水上功夫、暗器以及轻功等，训

练极为全面。此外，闻镖局声望前来比武切磋也

是重要的武术传播途径。 “当时江湖有个习惯，

叫作 ‘以武会友’。只要是会点功夫的人，到镖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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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子来拜访，照例抱拳拱手，开颜带笑，称呼

‘老前辈’。”［２］２３９比如，对弓力拳发展起决定性作

用的著名拳师安晋源，在张家口设立 “三合镖

局”之初，外地高手专程赴张比武者不少，曾有

山东和尚，见安晋源表演精妙绝招后放弃比武念

头并言：“今日山人来张，茅塞顿开，深知山外

有山、天外有天！安师傅之武艺，绝非山人可

比！”［６］从此，二人结为好友。镖局内 “以武会

友”促进了武术的跨区域交流，提升了镖师的择

徒范围，如镖师李天成、张立本、张化三等几位

师兄弟就是前来访友，因功夫好而被留在了会友

镖局［２］２４０。

走镖和走会实现了镖局武术的广泛对外传播

与跨区域交流。镖师走镖不仅需要与劫匪斗争，

还经常与地方武林友人比武切磋。比如，李尧臣

在直隶、河南等地走镖时遇到红枪会之类的组

织，对方必要找李尧臣比武。再如，陕西镖师吕

兴在走镖时遇到专门前来切磋之人，“三人即指

熟铜棍言曰：‘此棍吾侪所常弄，若能之乎？’兴

视棍微笑取而衡之嗤以鼻曰何太细也。三人者问

能舞弄否，兴突持棍之两端力折之，棍立成弓

形，三人色沮。”［７］可见，镖师若无真才实学是不

能服众，亦不能长久安身立业的。各镖行开业立

住脚后，大多拥有自已相对稳定的保镖路线和行

程日期，如清末北京的永兴镖局、正兴镖局均走

南宫一带白布镖；自成镖局、天兴镖局专走河北

深县、冀县；福源镖局专走饶阳等地。也有专走

散镖的镖局，如源顺镖局，“何处有镖即往何处，

无一定道路，亦无一定日期。”［８］此外，镖局有时

还会送出洋货船，如 “时有巨商贸贩外国，苦海

盗，聘洪护镖。”［９］２９９６这客观上推动了镖局武术

在全国各地的广泛传播。“丢镖”事件也间接促

进了武术的跨区域切磋与传播。镖师若失镖即回

报局中，由局主或另选高手前往比武索镖，或转

请名人与盗首接洽放镖［１０］。走会时，镖局也经

常在沿途中表演武艺及参与擂台比武。设擂之人

大致分为身怀武德的仁义之士和称霸府州的地方

势力等，镖局与前者通常以武会友，而对待后者

所设擂台则通常送上 “过擂”的帖子［１］８５。

４　镖局稳固了武术的师徒传承方式

镖局内师徒传承制将师徒关系联结成类似家

族的血缘关系，师徒间严格的伦理秩序促使门派

内秘而不传的 “独门绝技”得以严格传承，且对

徒弟的武技、武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组织机

构与运营机制来看，镖局虽然是商业性质，但是

非常重视拜师仪式与门规制定，如山西平遥同兴

公镖局即有明文规定：“拜师时徒弟向师父递帖

后听宣同兴公门规，如 ‘徒弟尊师、师父爱徒、

不传闲话’”。当然，会武艺的人进镖局并非易

事，必须确实可靠，有人知底担保［２］２３８。这无形

中提升了镖师择徒的标准，使镖局武术得以优

质、高效传承。同时，镖师本着快速击败对手而

不伤及对手的宗旨，以传承效率高、实用性强的

武技为主，由此加快了镖师功成出师的速度。例

如，“楚二胡子，无锡北乡人，习术于江南某镖

客。三年，术成，恒为客商保卫辎重，往来齐、

楚、燕、赵间。”［９］２９２０

从个体组织的角度看，镖局形成了以师父为

纽带、以核心拳种为支撑的严密组织结构。例

如，会友镖局以三皇炮锤门的师徒为主要成员，

源顺镖局以六合门弟子为主，福源镖局则是以戳

脚、翻子门传人为主［１１］。一脉相承的师门关系，

深化了群体对本门拳种的文化认同，形成了镖局

内部高度自觉的门派保护意识。例如，宋迈伦创

会友镖局初即订立一条规矩，即凡镖局做镖师的

人必须先学本门武功，且武功不可传给外国

人［１２］。由此，增进了以师徒关系为纽带的镖局

内部凝聚力，提高了习武群体对本门武术拳种价

值的认可度及重视程度。例如，镖师王正谊十分

珍惜习武机会，自幼从门缝偷学成兴镖局镖师李

凤岗的武艺，之后终于获得拜师的机会，投入其

门下，努力习武，随师押镖，后于北京西半壁街

胡同开创源顺镖局［１３］。镖局内部的武术修习与

传承是非间断的，且需习练者系统刻苦练习。正

如李尧臣所言，“我们镖局子里白天在柜上，除

了吃饭就是练武。”［２］２３７这种镖局内部门派师徒传

承制度构筑了镖局的核心竞争力，推动着镖局武

术优质创新传承及鲜活延续。

５　镖局推动了武术价值的多元化发展

武术具有技击、健身、养生、教育、娱乐、

审美等多重价值，而明清以前的冷兵器时代主要

表现为技击防卫。镖局在自身存续期间，除防卫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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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还彰显和强化着武术的娱乐、健身、教育

等多方面价值，推动了武术价值的多元化发展。

例如，镖局走会实现了镖师武术表演功能和娱乐

功能的外显。走会分文会和武会。镖局走会主要

指走武会，即专在朝山进香的过程中自我娱乐的

表演形式，其名目繁多，有舞狮、龙灯、扛箱、

小车、旱船、高跷、开路、五虎棍等等。镖局走

会表演分文不取，加之会首谦和恭敬地拿帖子遍

拜地方名士，由此博得当地民众的好感。

清末外强入侵，火器广泛使用，镖局走向没

落，吴斌楼审时度势，深刻认识到习武的价值要

向 “健身、修身、养生”多元化发展。他指出通

悟武术套路练习的重要性，挖掘整理出十八趟燕

青翻子拳和魏赞魁老师所留存的燕青翻子老拳

谱［５］２４９。吴斌楼言 “古拳谱名称玄奥，缺少解

释，谁能照谱练下来？”他有志革新古拳谱，共

用白话翻译了数十种古拳谱使之通俗易懂，广为

流传。

随着镖局的衰亡，部分镖师更是直接开办武

术学校，有力推动了武术教育的发展。１９２１年

会友镖局关张，李尧臣在外五区所开办了半日学

校教武术［２］２４５。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镖师吴斌楼创

办艺林国术研究社，授徒习武，并一再教导弟子

要讲究武德、谦虚谨慎，抛弃门户之见。之后，

其又受聘于北京艺术学校、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等

单位传授武技，还曾创编 《岳氏散手十八势》，

为武术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镖师的转型

也促进了武术表演价值与娱乐价值的彰显。例

如，会友镖局解体后李尧臣在天桥水心亭开茶

馆１２年，其规模可容一千余人，室内备有各

种武术器械，顾客只需付两个大铜子即可喝

茶、赏武、练武切磋，此茶馆天天满座［２］２４５。

转业的镖师分散四处，客观上推动了武术多元

价值的扩散。

６　镖局促进了暗器、轻功等罕见武技的

深造与传承

　　宋代的中国武术还是以刀、枪、剑、棍分门

别类，到明代，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了诸多风格迥

异的流派，中国武术体系逐渐形成。“刀枪剑棍”

等常见兵器长期占据武术器械的主体，而暗器多

是致人伤残或是取人性命之物，过于阴狠毒辣，

武林人士迫不得已才使用，传授亦十分谨慎。暗

器在以 “仁义”“点到为止”“和谐尚中”为旨归

的儒家文化熏陶下的早期中国被视为不雅的兵

器。清末民间秘密组织盛行，暗器也流行于民

间，护院、镖师等等多善此技。如 “石信，拾道

左碎石，望群盗掷击，百发百中，盗乃鸟兽散。”

［９］２９６３特别是，镖局走镖不同于打擂比武亦或江

湖切磋，保护镖物安全是其核心诉求。镖局以高

效施行武技为目标，促进了暗器等各种罕见武技

在镖局中的传播。正如李尧臣所言：“水陆功夫

学会了，就学使暗器。”

镖师常用紧背花装弩，与贼人翻脸后低头紧

背即可放箭，同时装上一袋飞蝗石子 即石

镖［１］４６。飞镖能够发挥其疾速、冷快、暗袭的搏

杀优势。《清稗类钞·技勇类》载：“僧以石子一

筐，置其坐处，于山上一石，画大小墨圈，命之

击，久辄中，乃命击飞鸟，鸟应手下。后以石子

小于芥者掷鸟目，目穿而坠，前后左右，无不如

志。”可见，飞镖打击目标精准高效，实施范围

较广。镖师凭借精湛的飞镖技艺，可以对盗贼起

到强大的威慑作用，足以使匪贼闻风丧胆。如

“僧曰：‘技成矣’。后辄以护水标为业，每坐船

首，身旁置石一器，剧盗不敢近。”［９］２９３０铁钱镖

以其锋利的 “镖口”与精妙合理的外形构造，较

石镖、针镖更具杀伤力。 《清稗类钞·技勇类》

载：“酒半，强卞 （镖师卞云西）试技，卞命以

生牛皮钉于木板，画人形，眉目毕具，相距三丈

有奇。取腰间铁钱连环飞去，各中一目，近视

之，铁钱穿牛皮深入木，露其半，健夫不能拔。

卞略摇动，应手而落。”［９］２９６２

轻功娴熟也可为镖师抢占制胜先机。《清稗

类钞·技勇类》载：“稍近，微辨其为僧，手提

两瓮，踏波如飞，郑 （镖师郑大腹）点水尾之，

僧登岸，郑亦登岸。”［９］２９９４也正如李尧臣所言：

“会了软硬功夫，还得练飞檐走壁，蹿房越脊。”

轻功对镖师追赶盗贼、化险为夷发挥着重要作

用，尤其在执行护院、坐店业务时更为凸显。比

如 《清稗类钞·技勇类》记载，夏日，镖师陆葆

德拍手一呼飞腾于棚上，发现贼偷盗而跃至房上

追赶［９］２９４４。总言之，镖师的武技与传统的武艺

有所差别，一切皆以保护财务周全为出发点，因

此讲求实用性和广泛适用性是第一要义，由此有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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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推动了镖局武艺尤其是暗器、轻功等罕见武技

的深造与传承。

７　镖局为 “以武报国”提供了重要的物

力支撑

　　清末民初，镖局镖师将武德寓于救亡图存的

民族精神之中，在习武授武的过程中弘扬 “匡扶

正义” “报效祖国” “见义勇为”等精神。１９２７

年，中央国术馆成立并改 “武术”为 “国术”，

喊出了 “强种救国，御侮图存”的口号，确立了

“术德并重、文武兼修”的教育思想。此时期中

国体育的价值取向以强种、强国、民族复兴为主

要诉求，同时注意规避因民族特性淡化产生的身

份迷失、自我认同危机等问题。镖局上承政府的

政策指向，下应民间群众的利益需求，展现了拳

拳爱国情怀。李尧臣认为 “一人练武可以强身，

全家练武可以强族，全民练武可以强国”。九一

八事变后，李尧臣受２９军副军长佟麟阁之邀进

军教授大刀，明显提升了部队战斗力，追杀日军

六十余里，缴获大炮十八门［１４］。源顺镖局王正

谊 “能约束河北、山东群盗，其所劫，必脏吏猾

胥之财也”［１５］，王正谊凭借自身高超的武技、源

顺镖局的资源优势，积极伸张正义，尤其为促进

中国思想解放的戊戌变法的开展起到重要推动作

用。此外，镖局为清末民初国内的治安做出了重

要的历史贡献。会友镖局主动维护北京前门的社

会秩序，平息了民国初年北京的两起大动乱。其

一为１９１２年袁世凯策划北京兵变，兵变人员在

城内纵火抢劫，而大栅栏和珠宝市两条最富有的

商业街由于会友镖局镖师的抵抗而免遭损

失［１］２０９；其二为１９１７年张勋复辟，辫子兵四处

烧杀抢掠，而前门外大街则凭会友镖局的威名和

众镖师分兵把守以致辫子兵不敢进入［１６］。著名

镖师吴斌楼则凭其高超武技与爱国情怀，获赠鲁

迅两柄亲笔题字的折扇和爱国将领冯玉祥的亲笔

手书条幅［５］２４８。可见，在近代风雨飘摇的中国社

会，镖局成为习武者 “以武报国”的重要组织，

镖师则将深厚的爱国情怀付诸行动，借助武艺展

现其爱国之心与报国之举。

８　结语

在冷兵器盛行的清代中叶，镖局是广大习武

者的安身立命之所及身份价值的体现平台，在其

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中，均有力推动武术的

交流、创新与传承。在个人层面，王正谊、李尧

臣、戴二闾、李存义等著名镖师皆自幼习武，对

武学发展贡献卓著，在其利用武艺安身立命的同

时也有力推动着武术的传承与传播。在技术层

面，为了适应镖局生存发展需要，暗器、轻功

以及为适应船战、马战、车战的多种武技都得

到了发展传扬。在社会层面，镖局开辟了武术

功能的职业化转型，为以武报国提供了物力支

撑，也有力推动了武术的跨区域交流与创新。

总言之，镖局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历史

转换的关键期间为武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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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ｓｅｒｖ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ｗｉｔｈｍａｒｔｉａｌａｒｔ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ｅｓｃｏｒｔａｇｅｎｃｙ；ｍａｒｔｉａｌａｒｔ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ａｔ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

ｎ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ｖａｌ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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