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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竹芎林鄭屋拳譜及兵器演練之口訣、要點動作紀錄 

鄭家武術主要以海陸客語拆成動作口訣進行教學，透過訪談紀錄口傳知識，

理解其中要領，將口訣與動作對應，成為可以閱讀進行動作練習之武術紀錄。 

本計畫成果紀錄了新竹芎林鄭屋 14 套的拳術與兵器套路之口訣、順序及要

點動作歸納說明如下；各套路完整示範內容，請參見影片紀錄檔 (附件:光碟片)。 

 

                表 3-1 拳術及兵器演練一覽表 

序號 拳術及兵器名稱 示範者 

一 起樁(請拳) 鄭書楙 

二 高馬四門 鄭香壜 

三 低馬四門 鄭香壜 

四 十字四門 鄭森雄 

五 三步路 鄭書楙 

六 三門 鄭書楙 

七 烏鴉展翅 鄭森雄 

八 練樁 鄭保寧 

九 開樁 鄭書楙 

十 雙刀(兵器) 鄭香壜 

十一 鐵耙(兵器) 鄭保寧 

十二 鐵尺(兵器) 鄭保寧 

十三 八門槌(兵器) 鄭保寧 

十四 齊眉棍(兵器) 鄭香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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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術名稱：一、請拳 

 

 

順序 
口訣 1.起樁 2.正面禮 

動作 
說明 

  

  

順序
口訣 3.三面大禮 4.出雙拳雙 

動作
說明  出雙拳雙手，前擊原雙腳平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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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術名稱：一、請拳 

 

 

順序 
口訣 5.一抓一踢 6.上腳一捧 

動作 
說明 雙手上抓，右腳踢 雙手前戳，上右腳 

  

順序
口訣 7.上腳一踢 8.收式 

動作
說明 雙手前戳，上右腳踢  

照片來源:本協會拍攝。完整套路示範內容，請參見影片紀錄檔 (附件:光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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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術名稱：二、高馬四門 

 

 

順序 
口訣 1.起樁 2.開弓手 

動作 
說明  平馬步 

  

順序
口訣 3.一挑 4.上腳一斬 

動作
說明 左挑手，平馬步 右手下砍，上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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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術名稱：二、高馬四門 

 

 

順序 
口訣 5.一擐 6.出三拳 

動作 
說明 右手上撥，上右腳 左右手前擊，上右腳 

  

順序
口訣 7.雙牛牯翹起 8.上腳一捧 

動作
說明 

雙手上砲，右腳在前向前

滑步 
雙手刀前戳，上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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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術名稱：三、低馬四門 

  

順序 
口訣 1.轉左一捧 2.一挑 

動作 
說明  平馬步 左挑手，左腳虛步 

  

順序
口訣 3.跪下 4.一挑 

動作
說明 抓沙子，撒開 右挑手，上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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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術名稱：三、低馬四門 

  

順序 
口訣 5.撥開一踢 6.上腳一打 

動作 
說明 雙手撥，上右腳踢 右手前擊，上右腳 

  

順序
口訣 7.轉身一打 8.收式 

動作
說明 右手前擊，上右腳  

照片來源:本協會拍攝。完整套路演練內容，請參見影片紀錄檔 (附件:光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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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術名稱：四、十字四門 

 

 

順序 
口訣 

1.轉身一捧 2. 上腳一打 

動作 
說明 雙手埲，上右腳 右手前擊，上右腳 

  

順序
口訣 3.跪下 4.牯藏手 

動作
說明 右手一切 右手上砲，右腳在前向前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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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術名稱：四、十字四門 

  

順序 
口訣 5.雙抓一踢 6.一打 

動作 
說明 

 右手在，上左手在下，

上右腳踢 
 右手前擊，上右腳向前滑步 

  

順序
口訣 7.轉身一打 8.上腳一轉斗手 

動作
說明 右手出拳，上右腳 左手刀前戳，上左腳 

照片來源:本協會拍攝。完整套路示範內容，請參見影片紀錄檔 (附件:光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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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術名稱：五、三步路 

  

順序 
口訣 

1.出雙拳雙 2.一挑  

動作 
說明 

出雙拳雙手，前擊原雙腳

平蹲 
右手上撥，上右腳 

  

順序
口訣 3.一抓一打 4.雙擐 

動作
說明 左抓，右手出拳，上右腳 左右手向上出拳，上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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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術名稱：五、三步路 

  

順序 
口訣 5.蹲下 6. 轉身出拳 

動作 
說明 右手一切  左手前擊，上右腳 

  

順序
口訣 

7.牯髒手 8.轉身，上腳一切 

動作
說明 

右手上砲，右腳在前向前

滑步 
手刀前戳，上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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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術名稱：六、三門 

  

順序 
口訣 

1.上腳一斬  2.一擐 

動作 
說明 右手下砍，上右腳 右手上撥，上右腳 

  

順序
口訣 

3.轉身一擐，上腳一切 4.上腳一擐，一按 

動作
說明 手刀前戳，上右腳 右手撥，上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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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術名稱：六、三門 

  

順序 
口訣 

5.轉身一切，右腳 6.轉身捧 

動作 
說明 手刀前戳，上右腳  左挑手右手前擊，上左腳 

  

順序
口訣 

7.牯髒手 8.上腳一拉 

動作
說明 

單手上砲，右腳在前向前

滑步 
雙手拉，上右腳 

照片來源:本協會拍攝。完整套路演練內容，請參見影片紀錄檔 (附件:光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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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術名稱：七、烏鴉展翅 

  

順序 
口訣 

1.出雙拳 2.上腳一斬 

動作 
說明 雙手同時前擊，上右腳 右手下砍，上右腳 

  

順序
口訣 

3.轉身捧 4.一挑  

動作
說明 雙手同時前捧，平馬步  右手上撥，上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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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術名稱：七、烏鴉展翅 

  

順序 
口訣 

5.一砲一打 6.一打一踢 

動作 
說明 左手上擊，上右腳  右手下擊，右腳踢 

  

順序
口訣 

7.轉身一打 8.上腳一抓 

動作
說明 左反擊，左腳在前 右手前抓，上右腳 

照片來源:本協會拍攝。完整套路示範內容，請參見影片紀錄檔 (附件:光碟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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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術名稱：八、練樁 

  

順序 
口訣 

1.上腳一打 2.退腳一檔 

動作 
說明 左手下擊，上左腳 平馬步 

  

順序
口訣 

3.一挑一抓  4.轉身一斬 

動作
說明 左挑手，左腳前進  右手下砍，上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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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術名稱：八、練樁 

  

順序 
口訣 

5.退腳一擊 6.轉身一檔 

動作 
說明 左手上拉，右手下擊  手右側擊，上左腳 

  

順序
口訣 

7.轉斗手 8.轉身砲拳 

動作
說明 

右手上砲，右腳在前向前

滑步 
雙手向上出拳，上右腳 

照片來源:本協會拍攝。完整套路示範內容，請參見影片紀錄檔 (附件:光碟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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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術名稱：九、開樁 

  

順序 
口訣 

1.夾仔 2.跪下出拳 

動作 
說明 左右手交叉，上右腳 雙平跪，出雙拳 

  

順序
口訣 

3.一挑 4.上腳一斬  

動作
說明 左挑手，平馬步  右手下擊，上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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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術名稱：九、開樁 

  

順序 
口訣 

5.一擐 6.雙牛牯翹起 

動作 
說明 右手上擊，上右腳 雙手上砲，右腳在前向前滑步 

  

順序
口訣 

7.雙手環 8.出雙拳 

動作
說明 

雙手還拉，右腳在前向前

轉步 
雙手同時前擊，上右腳 

照片來源:本協會拍攝。完整套路示範內容，請參見影片紀錄檔 (附件:光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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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名稱：十、雙刀 

  

順序 
口訣 

1.右側截刀 2.左側截刀 

動作 
說明  退左腳 退右腳 

  

順序
口訣 

3.退步炮刀 4.上步劈刀 

動作
說明 退右腳  上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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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名稱：十、雙刀 

  

順序 
口訣 

5.右側劈刀 6.左側劈刀 

動作 
說明 退左腳 退右腳 

 

 

順序
口訣 

7.滾身劈刀 8.收式 

動作
說明 平馬步  

照片來源:本協會拍攝。完整套路示範內容，請參見影片紀錄檔 (附件:光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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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名稱：十一、鐵耙 

  

順序 
口訣 

1.左側格檔 2.右側格檔 

動作 
說明 

 向右側擋，右腳在前 向右側擋，右腳在前 

  

序口
訣 

3.右前刺 4.左前刺 

動作
說明  向右側刺，右腳在前 向左側刺，左腳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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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名稱：十一、鐵耙 

  

順序 
口訣 

5.轉身右側刺 6.正前刺 

動作 
說明 向右側平馬步 上右腳 

  

順序
口訣 

7.反擊 8.下刺 

動作
說明 上左腳 上右腳 

照片來源:本協會拍攝。完整套路示範內容，請參見影片紀錄檔 (附件:光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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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名稱：十二、鐵尺 

  

順序 
口訣 

1.右手前擊 2.右正格劈 

動作 
說明 

上右腳，右手反握鐵尺 右腳滑步，左手檔 

  
順序
口訣 

3.左側格劈 4.左側一踢   

動作
說明 

向左側滑步，左手擋右手

劈 
向左側踢，左手擋右手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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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名稱：十二、鐵尺 

  

順序 
口訣 

5.右側格劈 6.左前雙手前劈 

動作 
說明 向右側踢，右手擋左手劈 雙尺正握，身向右側 

  

順序
口訣 

7.右手前擊 8.踮步前躍，雙手反握 

動作
說明 上右腳，右手反握鐵尺 右腳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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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名稱：十三、八門錘 

  

順序 
口訣 

1.上步劈棍 2.平馬架樑 

動作 
說明 上右腳 退右腳 

  

順序
口訣 

3.左攔腰截棒 4.上步戳陰 

動作
說明 身體向左轉 上左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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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名稱：十三、八門錘 

  

順序 
口訣 5.左後戳臍 6.右攔腰截棒 

動作 
說明 身體向左後方 身體向右轉 

  

順序
口訣 

7.檔棍 8.上步滑棍 

動作
說明 提右腳 上右腳 

照片來源:本協會拍攝。完整套路示範內容，請參見影片紀錄檔 (附件:光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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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名稱：十四、齊眉棍 

 

順序口訣 1.上步撩棍 

動作說明 上右腳 

 

順序口訣 2.上步劈棍  

動作說明 上右腳  

 

順序口訣 3.左下撥棍 

動作說明 身體向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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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名稱：十四、齊眉棍 

 

順序口訣 4.右攔腰截棒 

動作說明 身體向右轉 

 

順序口訣 5.箭步劈棍  

動作說明 右腳弓步 

 

順序口訣 6.轉身劈棍 

動作說明 身體向後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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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名稱：十四、齊眉棍 

 

順序口訣 7.上步滑棍 

動作說明 上右腳 

 

順序口訣 8.收式 

動作說明  

照片來源:本協會拍攝。 

完整套路示範內容，請參見影片紀錄檔 (附件:光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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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鄭氏家族金獅團所舞之獅頭為嘴巴能開合之「開口獅」，故而賦予「客家獅」

的稱呼，客家獅為涵蓋武術、音樂、戲劇與舞蹈等元素的表演藝術，但真正能展

現鄭家武藝特色的是「全棚獅」表演，其內容包括開場、拳術及兵器、大操、收

場等四個階段。 

在過去的年代，師傅通常以「口傳心授」及實際的動作指導進行教學，現階

段的傳承教學，以客家獅藝最為穩固，在拳術及兵器方面。鑒於獅團耆老對於拳

術傳承之擔憂，然而，在面臨耆老逐漸凋零及傳統文化面臨沒落與失傳的情形下，

由於耆老對於某些拳術的記憶已模糊，一些拳術漸失傳，加上進入工商業社會以

後，青年人對傳統文化失去興趣、客家獅技藝推動困難，種種嚴峻的傳承問題，

有急切需要做搶救性的系統紀錄。 

因此本計畫以新竹縣芎林上山地區鄭屋獅團為研究範疇，主要聚焦於第一代

獅團耆老及中生代獅團教練為訪談對象，以口述訪談為優先，將全棚獅之拳術及

兵器打法、程序、口訣傳授等，進行採集及文字紀錄，最終以影像拍攝紀錄方式

保存拳術影像，以利未來保存與傳習。 

執行方法，透過調查與訪談進行拳術口訣、口述歷史訪談之文字與影像紀錄

等，保存傳統文化。計畫達成成果，將耆老仍熟悉的套路完成階段式的紀錄，共

計 14套;包含拳術 9套與兵器 5套，建立拳譜文字與影像化，使即將瀕臨消失之

武術重新被學習運用，以利全棚獅文化及客家武藝之保存與推廣傳承，厚實臺灣

傳統技藝的文化能量。 

本計畫成果效益，客家舞獅、拳術與兵器套路之打法、程序及步驟要領等口

訣資料之建置整理對學習者至關重要，把教學與示範過程做成影像紀錄，以利傳

習並豐富客家武術舞獅演出內容，期望瀕臨消失之武術重新被學習運用。並且透

過此調查計畫，培力地方居民投入客家獅文化傳習及地方文史力量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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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討與建議 

(一)綜合檢討 

1、獅團老一輩師傅逐漸凋零 

    獅團成員年齡普遍偏高，耆老記憶已模糊，部份拳術已拼湊不全或

失傳。年輕一代學習者時間有限及人數少，形成斷層，面臨傳統技藝傳

承問題。 

2、經費補助不足 

    本案惟費用支出主要在武師出席經費與攝影紀錄上，惟經費尚不足

以支付日常訓練之場地維護、道具、水電、教練費用等，本協會理事長

鄭保寧先生免費提供客家金獅表演館作為練習及推廣客家武術舞獅文化

傳承的教室，相關費用支出，在文化推廣的使命感下皆個人自行吸收，

武館在沒有其他營收情況下，武館未來之存續及運作情況仍待考驗。政

府若能補助適當經費，對保存此項民俗技藝將有更大助益。 

3、拳術流失 

    鄭家徒手拳術共有 14 套，然在訪談調查後，得知有部分拳術因較少

表演與練習，加上傳授過程年代久遠，些許耆老之記憶以模糊，甚為遺

憾僅記錄 9 套拳術，5 套失傳。 

4、獅團人員的流動 

    獅團的成員們，白天有專職工作，僅能利用工作外閒暇時間到武館

練團，且是無薪為教學奉獻著，然遇到成員工作忙碌時就無法全員到齊

進行全棚獅的練習，工作與武術推廣難兩者兼顧，間接地造成人員的流

動，往往多靠家族間使命感驅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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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1、 客家獅團成員老化，對武術記憶漸漸遺忘，教材之建立已刻不容緩，以

文字搭配圖片、影像記錄的方式建立教材，使學習者有所依循，亦能使

客家傳統技藝不致流失。 

2、 積極參與活動演出，發揚客家獅文化傳統，增加國內外客家獅隊交流聯

誼，呈現祭典與儀式之關聯性，使傳承更趨近生活化。 

3、 為使客家舞獅武術扎根基層，應積極研擬客家獅傳統技藝傳承保存推廣

方法。建立客家獅薪傳師師資至學校教學之管道，或將客家獅及武術納

入鄉土、體育、社團學校教學課程，讓學童有機會學習客家獅傳統技藝，

更深入了解客家獅所蘊藏的文化內涵。 

4、 積極培訓客家獅教練師資，舉辦地區性教練培訓，透過培訓進行武術上

的交流，以提升客家獅教練基本素質。 

三、總結 

本計畫為新竹芎林鄭屋全棚獅拳譜做出初步的調查研究與階段性整理記錄，

對於尚未做影像紀錄保存的客家武術部分，仍需待日後有興趣的研究者繼續深入

研究調查記錄此部分。 

人會凋零，但精神可以永傳。客家強韌的生命力為傳統技藝開疆拓土，客家

武術傳承至今，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在現今社會相對完整地保留他的面貌，以及如

何適應新環境，並在新的社會保持客家武術的深厚的文化內涵與價值。在時代變

遷下，如何保存客家武術的當代價值及這項無形文化資產，如何「傳」和「承」? 

儼然已成為臺灣無形文化資產各界值得關注的議題。由此看來，客家武術傳承的

實行依然存在許多值得深入思索和必須一一克服的難題，這些都考驗著獅團執行

者和經營者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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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說，唯有珍惜傳統，並善於與時代趨勢結合、廣結資源，大家齊心協

力推廣客家文化;在傳承推廣中加入創新元素懂得變通，即使大環境艱困，鄭家

傳承客家武術舞獅之路永不停歇，在欣賞客家武術技藝同時，願人人都能品出其

中的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