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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查理士．羅沃斯(Charles Roworth)於 1798 年出版了一冊有關籠手劍,軍刀,與

Spadroon(一種直刃軍刀)的教範, <使用軍刀與籠手劍進行步戰防衛的藝術>. 這本

詳細針對不列顛步戰軍隊的教範也為我們研究拿破崙戰爭時期的軍隊冷兵器戰

鬥文獻提供了珍貴的參考.而在此之後安傑羅(Angelo)的兒子, 亨利．查理士．安

傑羅(Henry Charles Angelo)就開始把對步兵的訓練方式統一制式化而難以顯現當

時百家爭鳴的盛況了(1817). 

羅沃斯的教範提供了大量且完整的劍術整理. 然而, 1804 年的再版教範新增了約

翰．泰勒(John Taylor, 本書開頭的那位)的十堂課. 很明顯的羅沃斯非常重視泰勒

的十堂課. 遺憾的是由於沒有插圖,今日的我們很難以去重現當時的完整教程, 而

當我們試著去重現此一技法的時候,更多的問題與不解一一顯現出來, 好比說當我

方攻擊時對方的反應動作, 整體的步法…等. 泰勒的十堂課在羅沃斯於 1804出版

的教範中被濃縮成僅僅四頁, 雖然羅沃斯收錄其他人的教程供後人學習參考的行

為很令人讚賞,但是目前來講我們無法準確的理解與重現當時的教程內容. 

幸好, 羅沃斯不是唯一一個重視泰勒,也不是唯一一個受泰勒教程影響的人. 亨利

安傑羅於 1799年出版了<高地籠手劍的防禦與教程> 以及 <匈牙利與高地籠手劍

>兩本教範. 兩本教範雖然沒有太多的文字敘述, 但是卻有著大量的插圖. 包含著

安傑羅所收錄的那”十堂課”的插圖以及另一頁詳細解釋十堂課插圖的文字敘述. 

安傑羅的插圖證明了他比羅沃斯還要早受到泰勒的劍術(刀法)課程指導. 是的兩

人的著作裡收錄的都是同一位約翰．泰勒(安傑羅 1799, 羅沃斯 1804)的教程. 

雖然我們還未釐清安傑羅,羅沃斯,與泰勒三人間彼此的關係為何, 但我們能確定

的是三人有著非常緊密的關聯性. 安傑羅著作中的插圖與文字敘述和泰勒於教範

中描述的內容有八成相似. 因此在我們這本教範當中將使用羅沃斯教範中的文字

敘述搭配上安傑羅教範中的插圖做為指導. 

雖然兩人教範的內容有八成都是相同的, 但是還有兩成我們於統整時對插圖作了

一些修改以符合羅沃斯教範中的文字敘述, 修改內容將會收錄在本書的後面章節

中 

至於有人問: 為什麼不直接用安傑羅的版本呢?不是說兩人的教範是同一個教程

嗎? 首先, 我們(本書作者的團體)使用羅沃斯的教範作為社團訓練中心. 我們想要

了解教範中原本作者真正想表達的思想與意義. 然後, 羅沃斯版本的十堂課調整

了原始教程而加入了許多刺擊的動作. 這很可能是在軍隊戰鬥中越來越多人傾向

使用刀尖進行刺擊, 抑或是為了習慣於對付法國士兵的攻擊方式所加入的練習動

作(因為法國人最愛用刺擊). 當然也有可能是羅沃斯將原本的課程改良後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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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原因為何, 我認為羅沃斯所收錄的十堂課對我們練習羅沃斯系統的人來說更

為有趣, 同時羅沃斯調整後的新版本也能讓一位劍士/刀手對不同攻擊方式有著更

廣泛的涵蓋範圍. 這本書同時也是任何訓練羅沃斯系統的戰士們的好夥伴. 

然而,如果你仍想從 1799 安傑羅版本的十堂課中訓練, 我們仍可提供高解析度的

掃描副本供人下載. 十堂課的原始插圖收錄在安傑羅教範的末頁. 可聯繫我們取

得掃描副本 info@historicalfencing.co.uk. 

 

這本書的目的為幫助各位理解泰勒於羅沃斯 1804 教範中的十堂課, 同時也是一

個修行羅沃斯系統的指南. 

 

  

mailto:info@historicalfencing.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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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的 
本書收錄的課程是在一個軍隊訓練,裝備,戰術皆漸漸制式化的時期. 制式化的訓

練有利同時訓練大批士兵與整體的軍容. 本書的課程則不僅僅是給軍官,而是給平

常會配刀劍的人. 本書的對象同時也包含騎兵, 他們需要與馬戰一樣熟悉步戰的

方式, 以及步兵軍官, 皇家海軍, 與一些包含來福槍兵, 砲兵, 民兵等的輕裝步兵在

內. 

這十堂課簡單且有效的可以使大量的士兵能同時習得豐富的戰鬥技巧,也同時模

擬了很廣泛於真實戰鬥會碰到的情形. 本課程能教會一位劍士/刀手完整的攻擊,

防禦, 假動作與反擊技巧. 同時教導在戰鬥中如何保障最重要的部位 – 頭部的安

全. 事實上羅沃斯版本的十堂課教導了幾乎所有的軍刀與籠手劍戰鬥理論. 

如果你勤於練習這十堂課程, 你就能對步戰軍式軍刀有著總體的理解. 然而學無

止境, 我仍會勉勵各位精進自己的知識與技法. 羅沃斯的教範涵蓋了廣泛,實用且

有趣的建議與訓練. 在開始訓練這十堂課之前, 你需要先熟練接下來幾頁的軍刀

基礎. 

你如果能先熟悉本書於 46 頁的六個斬切角度的話將對你接下來課程的理解非常

有幫助 

刀柄握法 

 

晚期的軍刀握法為拇指伸直於刀柄平行的方式 . 羅沃斯指出這種握法除了

Spadroon(一種直刃軍刀)外並不適用於他那個年代所使用的重型軍刀, 或彎曲度

很高的刀上面. 他也進階指出蘇格蘭籠手劍並沒有足夠的空間讓人這樣握.總而言

之, 羅沃斯系統的軍刀通常都使用我們俗稱”鐵鎚(hammer grip)”的握法,就如字面

上所說一般人自然握鐵鎚的方式來握刀柄,但是注意不要握得太緊. 

(譯者加註圖片) 

 

  晚期握法 羅沃斯所述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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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姿態 
 

 Roworth(羅沃斯)與 Angelo(安傑羅)皆註

明了同樣的姿勢. 雙腳前後張開約與肩

膀同寬(約 35-40公分). 前腳腳尖需朝向

敵方, 而後腳需要與前腳呈現約 90度角. 

兩腿微彎, 重心放在後腳以利於在不調

整重心的情況下快速的長跨步或者收腿. 

上半身需挺直成一直線,右肩(右手持劍 

的情況下)朝向敵方. 左手置於左胯,或置

於背後.如果你想將左手做所謂的平衡用,

可將左手舉起放置於臉旁(現代擊劍姿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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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禦 
防禦姿態可同時用於格擋敵方進攻或是作為對峙時的戰鬥姿態使用 

 

 

 

 

Medium Guard 

中段防禦 

 

刀刃朝前,護手置於身

前將身體區分為上下

兩半 

 

無法格擋任何攻

擊,Roworth本身並不

愛用此一防禦姿態 

  

Outside Guard 

外側防禦 

 

刀刃朝向右側 

 

用作防禦右邊臉部, 肩

膀,與手臂(外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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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 Guard 

內側防禦 

 

刀刃朝向左側 

 

用作防禦左側臉部,  

胸, 與手臂內側 

Roworth的版本則是

手臂如同外側防禦一

般的將手伸出去 

 

 

 

 

St. George 

聖喬治式 

 

刀刃橫於頭部前上方, 

刀刃朝天 

 

用於防禦自上方襲來

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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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ing guard 

吊鉤式防禦 

 

(又叫做外側吊鉤式或

者第二吊鉤式) 

(Ouside Hanging 

Guard, and Seconde 

Hanging Guard) 

 

護手略高於頭部,且刀

刃朝天 

 

比起其他防禦姿態更

能保護身體. 這是最有

用也最通用的防禦姿

態. 

Roworth 的版本則有

第一吊鉤式, 看起來就

像是內側半吊鉤式的

吊鉤式版本(手移動到

頭的左側且略高於頭) 

 

 

 

 

Outside Half Hanger 

外側半吊鉤式 

 

如同吊鉤式一般,但是

手臂舉起與肩等高(右

前方). 刀尖比起吊鉤

式略為下垂 

刀刃朝向右側 

 

用作防禦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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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 Half Hanger 

內側半吊鉤式 

 

從外側半吊鉤式的姿

勢,簡單的將護手平移

至左前方(保持肩膀高

度) 

轉動手腕讓刀刃朝向

左側 

 

用作防禦腹部. 

 
 

Half Circle Guard 

半圓防禦 

 

保持如同第三斬切角

般的姿勢(右下至左上

角之上撩) 

護手舉至肩膀高度, 刀

尖下垂 

 

用作防禦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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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跨步(LUNGE) 
 

長跨步是一種前腳前跨身體傾前的

攻擊技法,但後腳則留在原處不動. 

這是籠手劍與軍刀的正統攻擊方式. 

刺擊或斬擊皆可使用. 攻擊時注意

保持右肩(右手持劍)朝著敵人並且

與左肩保持前後一直線的姿勢(身板

挺直不駝背)前腳向前移動一到一個

半腳掌的距離, 並且前腳彎曲,無論

是斬擊或者刺擊,持劍手都要伸展出

去. 後腳永遠保持在穩固不動, 攻擊

時大腿伸直以產生瞬間爆發力. 長跨步時前腳腳尖需如其他戰鬥姿態般朝向敵人. 

不要跨太大步, 不要為了碰到敵人而駝背以伸展軀體. 過度伸展的長跨步攻擊不

僅危險且回防所需的時間太長, 這在軍刀與籠手劍高速的戰鬥節奏中是非常不利

的. 

 

  

 

  



AHF WORKBOOK FOR THE TEN LESSONS OF JOHN TAYLOR – FROM ROWORTH (1804) 

 
12 

收腿(SLIP) 
收腿,就如同字面上的意思,將前腳收回. 

但是英文的(slip)同時也能解讀為將對方攻擊

的目標收回並且在不需格擋的情況下迴避與反

擊. 

在安傑羅版本的教範中, 除非特殊理由(好比教

程中在做完假動作後保持長跨的動作), 否則無

論對方攻擊何處, 在格擋的時候皆須收腿.原因

是因為他們可能突然變換攻擊方位或者目標進

而朝你的腿砍擊. 

羅沃斯的教範中敘述了當前腳收回時兩腳仍然

呈垂直角度, 而安傑羅的插畫則顯示了收回時

雙腳皆指向前方. 重點是將你的前腳收到後腳

所在的位置旁. 羅沃斯指出需將前腳腳掌中部

收回至約略於後腳腳跟的位置(如下圖), 別的

插圖中也有前腳跟碰後腳跟並呈垂直角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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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姿勢 

 

雙方起始於正確的距離. 也就是需要長跨步才能攻擊到對手身體的距離, 通常這

距離我們稱之為寬距(wide measure). (窄距則是無需長跨步便可攻擊到對手身體

的距離) 

安傑羅版本的教範永遠起始於吊鉤式(除非他特別註明不用). 羅沃斯版本的大部

分都起始於外側防禦. 兩者皆可行, 但是為了訓練紀律, 除非我另外註明,否則我會

傾向於安傑羅版本的吊鉤式. 

步法綱領. 
 所有攻擊除非特別註明,否則皆搭配長跨步 

 所有防禦除非特別註明否則皆需將前腳收回於後腳處 

 做任何動作時都只能動一隻腳, 同時動兩隻腳的速度太慢 

 

 

前進與後退 

最基本調整距離的方式就是靠步法. 前進時前腳先動後腳跟上. 後退時後腳先動

前腳跟上. 

 

Advance  

前進 

 

 

Retreat 

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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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傑羅(ANGELO)的單人套路 
雖然這個沒有收錄在羅沃斯的教範裡,但是這套路極其有用. 這單人套路(或單人

訓練法)是安傑羅在那十堂課插圖的前一頁所記載的訓練方式. 這項單人套路涵

蓋了所有的主要攻擊方式與格擋, 以及這系統中的主要步法.這是個用於自我訓練

的極好訓練方式. 注意它裡面所描述的格擋皆是從前一個攻擊動作後所能連貫的

格擋方式, 這對於訓練格擋思路有著非常大的幫助. 

以下列出單人套路的步驟, 這些步驟可能的話最好由專業教練教導, 而這些步驟

相對應的插圖收錄在下一頁. 請注意當你攻擊的時候永遠要搭配長跨步,而防禦的

時候則永遠搭配收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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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1.1 

 

 

 

對方朝我頭部襲來. 

我以聖喬治式格擋. 

 

 

1.2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1.3 

 

 

 

對方以外側斬擊(左自右)自我前腿

外側襲來 

我收腿同時以聖喬治式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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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朝對方頭部反擊.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課程結束 

 

作者註記–  

多數人通常會自然地從對方的腿部內側作為斬切方向, 而非教程中的外側斬擊. 

請確保修正此一習慣, 對腿部的斬擊在這十堂課中永遠都是從敵方外側腿部作為

起始斬切方向. 關於此一目的將在之後的”常見問題”中作詳細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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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2.1 

 

 

 

對方朝我頭部襲來. 

我以聖喬治式格擋. 

 

 

2.2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2.3 

 

 

對方以假動作砍來,我則收腿並做聖

喬治式格擋 

 

(攻擊方注意,圖中雖然有做長跨步的
動作,但是身體並無伸展發力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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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防守方注意這時並不進行收腿的動
作並保持原先的長跨步) 

 

 

2.5 

 

 

對方以朝腿部砍來(這次是真砍,請比

較此圖與假動作時的上半身區別),我

則收腿並做聖喬治式格擋 

 

(此時步法仍保持原先的長跨步不變) 

 

 

2.6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收腿並以聖喬治式格擋. 

 

 

 

 

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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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3.1 

 

 

對方朝我頭部襲來. 

我以聖喬治式格擋. 

 

 

 

3.2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3.3 

 

對方以假動作砍來,我則收腿並做聖

喬治式格擋 

 

(攻擊方注意,圖中雖然有做長跨步的
動作,但是身體並無伸展發力意圖,以
避免對方直接反擊而非做聖喬治式

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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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防守方注意這時並不進行收腿的動
作並保持原先的長跨步) 

 

 

3.5 

 

對方以朝腿部砍來(這次是真砍,請

比較此圖與假動作時的上半身區

別),我則收腿並做聖喬治式格擋 

 

(此時步法仍保持原先的長跨步不
變) 

 

 

3.6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收腿並以聖喬治式格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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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對方從我右方朝我肋部砍來 

我以外側半吊鉤式格擋 

 

 

 

 

課程結束 
 

 

作者註記– 

在保持長跨步的姿勢下回防格擋是非比尋常的, 且需要一切在掌控中的情況下才

能使用. 

在剛剛所展示的是為了替反擊準備才保持著長跨步. 首先你以假動作攻擊對手腿

部逼對手按你預期的方式反擊你的頭部, 你才能在不收腿的情形下以聖喬治式回

防並且快速反砍對方的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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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4.1 

 

 

對方朝我頭部襲來. 

我以聖喬治式格擋. 

 

 

4.2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4.3 

 

 

對方以外側斬擊(左自右)自我前

腿外側襲來 

我收腿同時以聖喬治式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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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我朝對方前腿砍去 

對方收腿並以聖喬治式防禦 

 

 

4.5 

 

 

對方朝我頭部襲來. 

我以聖喬治式格擋. 

 

 

4.6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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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5.1 

 

對方垂刀而立, 當我朝他頭部襲去

時對方以高舉的內側防禦格擋我

的攻擊 

 

 

5.2 

 

 

對方朝我大腿砍來 

我收腿以聖喬治式防禦. 

 

 

5.3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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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對方朝我頭部襲來. 

我以聖喬治式格擋. 

 

 

5.5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課程結束 

 

作者註記- 

本課起始於對方門戶大開做”引子”. 對方垂刀而立看似全身都是破綻吸引我方進

攻.切記小心對方用此方式就像假動作一般容易將自己陷入險境, 在成功地達成目

的之前此假破綻隨時都有可能變成真的破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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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6.1 

 

對方以假動作以我方右側臉部為

目標做勢發動攻擊.  

我方從初始的內側格擋姿態轉換

成外側防禦進行格擋 

 

(注意對方的前腿是收起來的) 

 

 

 

6.2 

 

然後假動作的斬擊迅速變換為第

三斬切角, 以我方腕部為攻擊目

標. 

我方以半圓防禦做格擋. 

 

 

6.3 

 

 

我方朝對方面部刺擊. 

對方以內側防禦作為格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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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對方朝我頭部襲來. 

我以聖喬治式格擋. 

 

 

6.5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6.6 

 

 

對方朝我頭部襲來. 

我以聖喬治式格擋. 

 

 

 

 

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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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註記- 

 

把腿併在一起是格擋防禦中常見的步法, 但是格擋防禦時的併攏是將前腿收回. 

而安傑羅於這堂課中並未說明在開始時是後腳前併或者前腳後併, 但就邏輯上而

言應該仍是遵照前腳後併的原則, 原因如下: 

 第二課在做假動作時為了保護自身,身體是不傾

前的. 而這堂課的腿在做假動作時則是併攏避免

在做假動作時暴露在敵方攻擊範圍內 

 這些都是為了讓對手以為被攻擊而回應你的動

作 

 這個系統是建構在劍士/刀手隨時能夠將腿收回

避免被攻擊的前提下, 如果你收的是後腿那就變

成了你兩條腿皆在敵方攻擊範圍內 

 如果你攻擊時長跨步(當然你本來就該這樣)然後

收後腿, 再長跨步的話會讓你過於接近對手. 

軍式系統的都是一排排列隊訓練. 後腳永遠不曾移動, 如果不遵守這項原則的話

訓練時整體的隊形會變得七零八落. 另外,這個系統建構在你永遠能夠收回前腿來

保護自己, 如果收的是後腿的話你只會把你自己置於危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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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 

 

 

 

7.1 

 

 

對方朝我頭部襲來. 

我以聖喬治式格擋. 

 

 

7.2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7.3 

 

 

對方從我手臂外側襲來 

我以外側防禦進行格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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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7.5 

 

 

對方朝我頭部襲來. 

我以聖喬治式格擋. 

 

 

 

7.6 

 

 

我方朝對方手臂外側襲去 

對方以外側防禦進行格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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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對方朝我頭部襲來. 

我以聖喬治式格擋 

 

 

7.8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7.9 

 

 

對方從我右方朝我肋部砍來 

我以外側半吊鉤式格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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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7.11 

 

 

對方朝我頭部襲來. 

我以聖喬治式格擋. 

 

 

 

7.12 

 

 

我自對方右側朝他肋部砍去 

對方以外側半吊鉤式格擋 

 

 

 

 

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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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8.1 

 

 

對方以假動作以我方左側臉部為

目標做勢發動攻擊.  

我方從初始的外側格擋姿態轉換

成內側防禦進行格擋 

 

(注意對方的前腿是收起來的) 

 

 

 

8.2 

 

然後假動作的斬擊迅速變換, 以

我方外側臂部為攻擊目標 

我方以外側防禦格擋 

 

 

8.3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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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對方朝我頭部襲來. 

我以聖喬治式格擋. 

 

 

 

8.5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課程結束 
 

 

作者註記 - 

把腿併在一起是格擋防禦中常見的步法, 但是格擋防禦時的併攏是將前腿收回. 

而安傑羅於這堂課中並未說明在開始時是後腳前併或者前腳後併, 但就邏輯上而

言應該仍是遵照前腳後併的原則, 原因如下: 

 第二課在做假動作時為了保護自身,身體是不傾

前的. 而這堂課的腿在做假動作時則是併攏避免

在做假動作時暴露在敵方攻擊範圍內 

 這些都是為了讓對手以為被攻擊而回應你的動

作. 

 軍式系統的都是一排排列隊訓練. 後腳永遠不曾

移動, 如果不遵守這項原則的話訓練時整體的隊

形會變得七零八落. 另外,這個系統建構在你永遠

能夠收回前腿來保護自己, 如果收的是後腿的話

你只會把你自己置於危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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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 

 

 

 

9.1 

 

對方以假動作以我方內側為目標

做勢發動攻擊.  

我方從初始的外側格擋姿態轉換

成內側防禦進行格擋 

 

(注意對方的前腿是收起來的) 

 

 

 

9.2 

 

然後假動作的斬擊迅速變換, 以

我方外側臂部為攻擊目標 

我方以外側防禦格擋 

 

 

9.3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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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對方從第三斬切角, 以我方腕部

為攻擊目標襲來. 

我方以半圓防禦做格擋 

 

 

9.5 

 

 

我方朝對方面部突刺 

對方以內側防禦格擋 

 

 

 

9.6 

 

 

對方朝我頭部襲來. 

我以聖喬治式格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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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9.8 

 

 

對方以我軀幹為目標突刺 

我以外側防禦格擋 

 

 

9.9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9.10 

 

 

對方以我軀幹為目標突刺 

我以外側防禦格擋 



AHF WORKBOOK FOR THE TEN LESSONS OF JOHN TAYLOR – FROM ROWORTH (1804) 

 
39 

 

 

9.11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9.12 

 

 

對方朝我頭部襲來. 

我以聖喬治式格擋. 

 

 

 

課程結束 

作者註記 - 

把腿併在一起是格擋防禦中常見的步法, 但是格擋防禦時的併攏是將前腿收回. 

而安傑羅於這堂課中並未說明在開始時是後腳前併或者前腳後併, 但就邏輯上而

言應該仍是遵照前腳後併的原則, 原因如下: 

 第二課在做假動作時為了保護自身,身體是不傾

前的. 而這堂課的腿在做假動作時則是併攏避免

在做假動作時暴露在敵方攻擊範圍內 

 這些都是為了讓對手以為被攻擊而回應你的動

作. 

 軍式系統的都是一排排列隊訓練. 後腳永遠不曾

移動, 如果不遵守這項原則的話訓練時整體的隊

形會變得七零八落. 另外,這個系統建構在你永遠

能夠收回前腿來保護自己, 如果收的是後腿的話

你只會把你自己置於危險之中 

圖 9.8 –這跟安傑羅的插圖不一樣, 他的版本並沒有使用刺擊. 我們不知他在這個

訓練中是怎麼格擋的.然而,羅沃斯的解釋則是以內/外側防禦格擋手腕以上的刺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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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 

 

 

 

10.1 

 

 

對方朝我頭部襲來. 

我以聖喬治式格擋. 

 

 

 

10.2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10.3 

 

 

對方朝我手臂斬來 

我以外側防禦格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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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我方朝對手的腹部斬去 

對方以內側半吊鉤式格擋. 

 

 

 

10.5 

 

 

 

對方從我左側朝我臉部斬擊 

我以內側防禦格擋. 

 

 

10.6 

 

 

我朝對方頭部襲去. 

對方以聖喬治式格擋. 

 



AHF WORKBOOK FOR THE TEN LESSONS OF JOHN TAYLOR – FROM ROWORTH (1804) 

 
42 

 

 

10.7 

 

 

對方朝我胸部砍來 

我以內側防禦格擋 

 

 

10.8 

 

 

我朝對方手臂外側砍去 

對方以外側防禦格擋 

 

 

10.9 

 

 

對方朝我腹部砍來 

我以內側半吊鉤式格擋. 

 

 

 

10.10 

 

我朝對方胸部砍去 

對方以內側防禦格擋 

 

 

 

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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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傑羅(ANGELO)與羅沃斯(ROWORTH)的教

範差異與教程內容修改之處 
 

十堂課原文差異的對照圖收錄在本書第 47 頁, 而在這篇我們會做一個詳細的對

比分析兩家在這十堂教程的差異性. 如你所見, 最明顯的差異就是羅沃斯版本多

了需要格擋後刺擊的動作, 而安傑羅的版本中任何一邊都沒有突刺的指令. 

 

以下為教程修改內容清單 

第五課: 在結尾增加了”對方朝我頭部砍來” 

第六課 – 前兩個動作與原始教程一樣. 但是在第三斬切角的攻擊被擋下之後用外

側防禦回防. 然後在攻擊我方肋骨之前朝我方臉部左側做假動作砍擊, 我方用內

側防禦回應了對方的假動作之後使用外側半吊鉤式防禦對方朝我肋骨發動的攻

擊. 

第九課 – 由於羅沃斯加入了突刺對練而在前幾個動作之後做了大幅度的更動. 

第十課 – 除了一些瞄準的部位有更動之外大部分的動作都照原始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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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為什麼總要求將前腳收回? 

羅沃斯並沒有說過每次回防的時候都必須將前腳收回, 而安傑羅的插圖對此一問

題有更詳盡的解說. 將前腳收回是因為如果對方使用的是假動作, 又或者對方在

被你格擋後變換角度又砍第二下, 此時未收腿就很可能成為對方攻擊的目標. 就

算你被砍後仍能發動反擊, 我相信各位仍然不會想要在腿上中一刀. 時常練習收

腿的動作是一位劍士/刀手在防禦意識上所該做的. 我們發現收腿能夠讓劍士更能

保護自己,也可以大大減少互擊的機率, 總結來說收腿是一個鍛鍊身形的極好方法. 

為何要從對方外側攻擊而非內側? 

當你使用聖喬治防禦時也許會發現到接著朝對手的內側斬出可能更自然且威力

更強. 然而, 當攻擊完要回防,或變招的時候, 使用外側斬擊之後的效果會比用內側

斬擊的人更好. 無論是從外側發動斬擊或者假動作, 你都能夠快速地回到吊鉤式

或者聖喬治式防禦. 但在發動內側斬擊之後, 人體能夠自然回防的動作就剩半圓

防禦, 這個防禦在防禦對方強力的反擊上來說是非常脆弱並且非常傷手腕的. 

另一個我們發現的問題則是在戰場上集體戰鬥時, 使用內側斬擊所需的空間遠大

於外側斬擊. 你很可能會砍到右側的同袍或者打擾到他與他對手的戰鬥. 

為何使用聖喬治防禦而非外側吊鉤式(第二吊鉤式)? 

因為無論安傑羅或者羅沃斯皆指聖喬治式防禦力比較高. 安傑羅建議使用內側與

外側防禦來格擋針對臉部的砍擊(斬切角 1&2), 與使用聖喬治防禦來格擋強勁的

當頭斬擊(斬切角 7),因為要突破聖喬治式的防禦相對來說比較困難. 同時如果是

使用吊鉤式來格擋當頭斬擊的話很可能會因為把手放在敵方的斬擊路徑上而受

傷. 

當對方做上段防禦時攻擊對方腿部危險嗎?? 

是的, 事實上在任何情形下攻擊對方腿部都是危險的. 當你對下段攻擊時你會失

去一些攻擊距離, 我們稱之為”假性距離(false distance)”. 因為你從肩膀高度攻擊

敵方下盤的時候如果沒有盾牌的幫助是沒有辦法保障自身頭部的安全的. 為了使

下盤斬擊更加安全, 你需要多多練習本教程的第二課與第五課作為情境模擬. 當

使用下盤斬而不被砍到手臂或者頭部其實對一位訓練有素的劍士/刀手來說都是

相當困難的 

戰鬥都是直進直退嗎? 

本教程中皆是線性練習, 步法僅前進與後退. 然而雖然並不常見,但是羅沃斯的系

統中的確有非線性的步法. 對一般戰鬥而言脫離直線戰鬥代表著你需要做一些繞

圈或者橫移的步法,這對一般軍刀戰鬥來說是非常罕見的. 當然, 如果你正處於地

勢不平整的戰場或者需要移動腳步來避免光線直射進眼睛的情形則另當別論.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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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選擇直線不僅為了更有效的戰鬥而且在軍式軍刀中也是為了在有限的空間內

進行集團作戰. 

如果我是左撇子呢? 

這是軍式軍刀系統, 是一個為了集團訓練而產生的訓練系統. 左撇子是不允許的! 

所有人都必須用右手持劍/刀. 在我們的社團(AHF)中並沒有太講究這項規定, 畢

竟本社團的社員並不是以拿著軍刀去保衛祖國而是以娛樂的目的參與訓練. 在成

對練習時有些動作如果是與左撇子來做會有點奇怪,但是稍微調整一下動作即可. 

如果你們有人想練習左手的對練教程, 我建議雙方皆以左手持劍,這樣較能與右撇

子組合進行動作比對. 

為何要將左手放在背後? 

軍刀與籠手劍皆屬於速度快且斬切力強的武器, 然而在不列顛劍術/刀法中他們並

不會搭用副手武器. 戰鬥時肩膀需要成前後一直線因此左手需收在身後才不會讓

左手變成敵人的攻擊目標. 左手唯一的使用時機是距離拉近後需要將敵人的武器

奪取, 或者在他們的臉上來一拳的情況下才使用. 羅沃斯與安傑羅的教範皆指出, 

將另一條手保持在敵方攻擊範圍外基本上姿勢如何,皆由戰鬥者本身決定. 

羅沃斯真的是” 使用軍刀與籠手劍進行步戰防衛的藝術”一書的作者嗎? 

的確是有人曾經提出過質疑羅沃斯是否真為” 使用軍刀與籠手劍進行步戰防衛的

藝術”一書的作者, 原因是他不僅僅是此書的作者,同時也是此書的印刷者. 然而現

在已經研究出許多證據顯示羅沃斯的確是此書作. 查理士．羅沃斯於法國侵略期

間同其他的商人,銀行家, 與許許多多的志願者一般皆志願服役於倫敦與西敏輕裝

志願騎兵部隊. 約翰．泰勒在亨利．安傑羅之前早已於此教授劍術. 安傑羅也推

薦不善籠手劍與軍刀的軍官們詳讀羅沃斯的著作.(當時的紳士們通常只學習過使

用小劍於日常戰鬥的藝術). 

為何要使用半圓防禦? 

這個防禦可能有點違反人體工學以及有點脆弱(大多數的情況下是這樣). 然而,這

個防禦能讓你快速地對針對手腕內側而來的攻擊進行防禦. 在羅沃斯的第一版教

範中他教導大家使用所謂的內側防禦來格擋. 然而在他的修訂版教範(1798 與

1804)中這些指示都被移除掉了. 半圓防禦在使用簡易單鐵條護手的使用者來說

非常有用, 也比內側防禦多了點失誤下的緩衝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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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切角 
羅沃斯的這六個斬切角圖表(上色版)就是泰勒教程中我們所敘述的斬切編號的對

照圖. 安傑羅也使用了一個非常類似的圖表,只是多了第七斬切角, 也就是當頭斬

擊的垂直下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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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O與 ROWORTH教範對比 
 (原文參照, 以下為掃描圖檔) 

安傑羅 Angelo (1799) 羅沃斯 Roworth (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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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可應用之武器介紹 
羅沃斯的教學初衷就是讓任何單手步戰武器都能應用於此系統. 在這裡”給步兵

使用”的對象武器通常是指籠手劍, 步兵軍刀, 以及 Spadroon(一種直刃軍刀). 另外

安傑羅版本的敘述則也有紀錄輕裝志願步兵所攜帶的劍形刺刀, 輕裝志願步兵是

一種攜帶劍形刺刀來支援騎兵隊的兵種. 劍形刺刀與類似的短劍同樣可見於來福

槍兵與皇家砲兵身上. 

羅沃斯偶爾會解釋某些特定的技法會在哪些兵器上有更好或者更糟的效果, 但總

體上來說這是一個為所有單手武器所設計的多用途系統. 這個系統同時也是為了

教導騎兵如何步戰, 所以武器考量也包含了輕與重騎兵馬刀. 下列是一些羅沃斯

或者安傑羅系統中比較常見的武器. 所列出的重量通常是一般或者常見於此武器

的數據. 

劍形刺刀 (志願兵版本) 

倫敦與西敏輕裝志願騎兵, 輕裝志願步兵都有裝備此種刺刀, 我相信安傑羅的插

圖中所繪的也是這兵器. 皇家砲兵使用的也是類似這種的款式, 或者是攜帶沒有

開槍管孔的非刺刀版本. 步槍兵攜帶的則是稍微短一點的版本以配合貝克式步槍

使用. 皇家海軍水手刀同樣也是類似的設計,只是護手方面更加周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96年式步兵軍官刀 (Spadroon) 

制式軍官與士官佩刀. 由於刀身很輕所以不適合斬或者刺擊. 他會與一般步兵軍

刀相同重量的原因是因為重量幾乎都在柄部, 這也同時代表他的重心遠比大部分

的軍刀都還要來的靠近手. 許多軍官都用好比 1803年式軍刀或者非制式的軍刀

款式來取代此兵器. 皇家海軍軍官的制式刀有著類似的刃與馬鐙護手(1796輕騎

兵刀的那種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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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03年式步兵軍官刀 

擲彈兵與輕型兵種軍官的標準佩刀, 在其餘兵種軍官之間也頗受歡迎,包含皇家

海軍. 這款刀也同時受到東印度公司軍官的愛戴. 刀身有著顯著的弧度, 護手的形

狀為分槽式(譯者註: 複數鐵條,例圖為側照看不出來)比馬鐙式更能提供手部防護.

刀刃設計受 1796輕騎兵刀影響, 但是比 1796輕騎兵刀略短. 這讓這把刀擁有著

幾乎能與 1796媲美的強大斬切能力,但又比 1796更靈活輕巧更適合用於步戰. 

然而此款刀在長度,重量,彎曲弧度,血槽的數據上都太過龐雜, 我們找到的 1803戰

鬥刀如下(81公分, 810克). 1803年式的刀刃長度落在 75到 83公分之間, 重量落

在 700到 830克之間. 重心則通常落在約護手上 15公分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兵團佩刀式樣與非制式步兵軍官刀 

許多兵團, 尤其來福槍兵團,燧發槍兵團,與輕步兵團有他們自己的軍官佩刀款式,

好比威爾士燧發槍兵刀. 這些大多是 1803年式的變種, 有些軍官的佩刀也是在

1803年式之前或者之後受 1796輕騎兵刀的影響而打造的. 通常都有著與 1796相

仿的馬鐙式護手, 有著各式各樣的刀刃. 開不開血槽都有, 重量落在 650到 800克

之間, 刀刃長度 75-81之間, 重心落在護手上 14-16公分之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98年式蘇格蘭步兵軍官劍 

北方的蘇格蘭人持續遵照著他們使用籠手劍的傳統(英格蘭人在 18世紀初期已

不再使用). 劍刃在數據上有許多變化, 但是通常都是筆直的雙面刃, 與銅製籠手. 

1.1 – 1.4公斤, 劍刃 81 - 84公分, 重心約在護手上 10 - 15公分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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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96年式輕騎兵刀 

以同時代,與各軍刀款式間最強斬切能力而聞名. 這款輕騎兵刀有著馬鐙式護手

與弧度非常大的彎刃. 整體刀刃的力量傳導設計讓這把刀有著恐怖的斬切力. 這

款軍刀比起其他來說雖然短了點,但是在強大的斬切力之下還能保持令人驚異的

靈活度. 刀刃的設計起源於奧大利, 匈牙利, 與波蘭的驃騎刀. 1796年式在輕步兵

軍官們發現 Spadroon完全不適任於戰鬥用途後開始受到廣大的歡迎, 也進一步

受到此刀影響而研發出 1803年式軍刀. 900 – 930克重, 刃長 83公分. 重心約在護

手上 19公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96年式重騎兵刀 

Richard Sharpe的佩刀(譯者註:著名小說 Sharpe的主角, 後來有翻拍成影集沙普

的磨難 Sharpe's Peril,由尚恩．賓 Sean Bean主演). 它有著令人詬病的重量與

笨拙度, 然而這無法抹去它在殺人效率方面的紀錄. 這款刀是所有不列顛制式軍

刀中最長的, 同年代也只有籠手劍比它重. 這款刀有著筆直的刀身與斧狀刀尖(見

下圖), 通常它的刀尖都會被重新磨成長矛狀刀尖以利突刺. 這款配置了能夠提供

良好手部防護的盤狀護手,整體設計源於 1775年式奧大利’Pallasch’. 1.1公斤, 刃

長 89公分. 重心於護手上 20公分. 

  



AHF WORKBOOK FOR THE TEN LESSONS OF JOHN TAYLOR – FROM ROWORTH (1804) 

 
53 

詞彙庫(照字母順序) 

Broadsword 

闊刃劍/籠手劍 

蘇格蘭闊刃劍(籠手劍). 籠手劍是這個系統中最重的武器, 同時也

是系統中護手防禦力最高的武器,通常是雙面刃. 它類似且來自於

英格蘭的護手劍(Backsword)或者維多利亞時期被誤取名的”喪葬

之劍”. 

偶爾在某些時期的文獻紀載中”闊刃劍”一詞指廣義有著闊刃的武

器, 比如用在軍刀上來與小劍(smallsword)或者 Spadroon來做區

分. 而闊刃劍一詞貌似也被用於倫敦與西敏志願步兵所用之異常

巨大的刺刀兵器上. 

Carte 

教程中所述之突刺 
用內側防禦姿勢從自身內側突刺出去的刺擊技法 

Cutlass 

水手刀 

一種短軍刀或籠手劍. Cutlass這個字通常用於海軍術語. 

是 Hanger這種短軍刀的海軍術語. 

Disengage 

換邊 

換邊顧名思義,從對方的外側換到內側(或者內側換到外側). 

將自己的武器尖端下垂換到敵方武器的另一側再舉起. 

False Edge 

假刃 

這系統中的刀通常只在刀刃開鋒, 但是有些刀會在刀背靠近刀尖

的一小部分開鋒, 這段在刀背上的鋒刃我們稱之為假刃. 

Feint 

假動作 

使用假動作騙取敵方做出意料中的回應/反擊. 通常不會發力在假

動作的攻擊上, 以利於快速回防或者快速變換到你真實想要攻擊

的角度. 

Foible 

弱處 

 

刀刃中段至刀尖, 攻擊時使用此段切砍 

Forte 

強處 

 

刀刃中段至護手, 防禦時使用此段格擋 

Fuller 

血槽 

刀身上的凹槽, 通常稱之為血槽. 主要目的是在不影響兵器強度的

情況下減輕兵器重量. 

Hanger 

短軍刀 

一種短軍刀或者籠手劍, 水手刀的陸軍版本術語, 輕步兵的備用兵

器. 劍形刺刀也是輕軍刀的一種, 只是多了可以套在槍上做刺刀的

功能. 

Inside 

內側 

想像一條於你戰鬥姿態時將身體分為兩半的垂直線, 你的內側就

是你的非武器手與肚子所在的那一半. 

Invitation 

邀戰 

將自身某區域的防守故意暴露來引對方朝那區域進攻. 是假動作

的被動版本 

Guard 

防禦姿態 

 

你的起始戰鬥姿態,或者任何你在格擋時的姿勢. 

Lunge 

長跨步 

 

在後腳不動的情況下前腳跨出伸展身體來攻擊敵人 

Outside 

外側 

想像一條於你戰鬥姿態時將身體分為兩半的垂直線,你的外側就是

你右側肋骨與背部所在的那一半. 

Parry 

格擋 

 

用手中武器擋住對方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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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 

(刀劍的)式樣 

十九世紀末期不列顛軍隊引進各種軍刀的制式款式. 用作提供給

各家工廠學習與製造. 通常軍官的佩劍/刀根據使用者的經費與喜

好都會比制式款來得更加個人化. 而其他階級的通常都只能用批

量製造的大眾貨. 

Point of balance 

(刀劍的)重心 

通常都會伸出一根指頭並且試著將刀劍平衡於指頭上. 這個平衡

點就是刀的重心. 

Sabre 

軍刀 

一種單鋒彎刃的兵器, 刀刃通常超過 30英吋(76公分). 

主要為輕騎兵與步兵軍官所使用. 

 

Seconde (thrust) 

二式突刺 

 

如同外側防禦般護手朝外側,從對方臂下通過的刺擊 

Shift 

收腿 

 

將前腳收回, 也稱”收(slip)” 

Slip 

收 

 

將身體的一部分收離敵人攻擊距離外, 尤指前腳或者持劍手 

Smallsword 

小劍 

 

小劍為刺劍的進化種，當時在民間常被攜帶，它是一種非常輕的且沒有

(可斬擊的)刃，只能用於刺擊的武器，其三角劍刃，類似於現代運動用

的銳劍，一般重量在 400 - 500克間(約一磅)，刃長約 76公分(30吋) 

 

Spadroon 

一種直刃軍刀 

一種刀刃直且輕並只有單鋒的制式軍官佩刀. 是一種及輕量化且

有著小型護手的闊刃劍. 通常重 650-750克, 刃長約 81公分(31

吋). 在刀尖有些許的重量, 但是刀柄佔整把刀的大多數重量. 對砍

切, 格擋, 刺擊通通不在行. 有些刀刃加重版的 Spadroon實物也有

留存 

Spontoon 

短矛 

 

不列顛軍隊中士官的武器,18世紀的民兵也會使用  

Sword Bayonet 

劍形刺刀 

 

一種可以同時當作劍/刀或者套上槍管變刺刀使用的雙功能兵器 

Sword Knot 

劍墜 

一段皮製或者布質, 綁在靠近護手靠近柄頭部分的繩帶. 

通常為 40-50公分長, 不僅作裝飾用, 也用於防止兵器脫手. 

正確動作為在拔刀之前將手臂穿過此帶纏兩圈再握住刀柄 

Stance 

姿態 

 

你在防禦時的全身姿勢 

Tierce 

突刺 

 

如同外側防禦般護手朝外側,從對方臂上通過的刺擊 

Traverse 

周步 

 

與一般籠手劍及軍刀的線性步法相違背,  

一種繞著對手的腳步技法. 

 

True Edge 

真刃 

跟護手面向同一側的刀刃. 這系統裡會用到的兵器通常只開單鋒, 

另一側刀背不是不開鋒就是只開一小段假刃  

 

Ward Iron 

繞鐵 

羅沃斯所述之一古用詞, 通常指護手保護手指(類似指虎)的那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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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傑羅(ANGELO)的原始插畫 
(原始插圖格式) 

Nick Thomas(作者)可提供高解析度版本的原始文獻掃描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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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NICK THOMAS 

史實戰鬥學苑(Academy of Historical Fencing)的教練與共同創辦人. AHF於 2006

年由一群自 1996 年來便致力於歐洲劍術訓練與研究的人們共同創立. Nick 始於

研究與學習 Capo Ferro的刺劍術. 儘管仍然在教刺劍, Nick近幾年開始將重心轉

移到軍刀的練習上,Nick 也修練長劍與劍盾術. 

作為一位熱衷於步兵軍刀的研修者, Nick 一周教導兩堂軍刀課程. 他同時也是軍

式軍刀系統裡那些兵器的收藏家. Nick在Youtube有個關於這系統相關的頻道, 頻

道中有許多討論的專題與課程. 有興趣的可以由此前往 AHF的頻道 

Academy of Historical Fencing 

http://www.youtube.com/c/AcademyofHistoricalFencing 

AHF有兩個分部,分別位於 South Wales 的 Newport,與 Bristol,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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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譯者 

HUNG KAI TAI (戴宏凱) 

現居美國, 最初於美國 Kron史實歐洲武術(HEMA)社團修練日耳曼長劍術, 後來

經由社團內練習與研究軍刀的團員介紹而開始修練刀法, 也進而愛上玩刀. 主修

波蘭驃騎刀, 2016年回台灣創立了”福爾摩沙驃騎(Hussars of Formosa)”社團並且

加盟於同樣由台灣一群愛好實戰兵器技擊的武術團體所組成的”兵擊聯盟”. 

致力於翻譯與推廣古典歐洲歷史文化與技藝.  

願望是留著像古代波蘭人的那種大鬍子, 遺憾基因不對長不出來… 

更多資訊可於臉書搜尋 ”福爾摩沙驃騎” 或者 ”兵擊聯盟” 

 

 

Kron Martial Arts (USA) 

 

         

“Hussars of Formosa” club, member of FWAA (Formosa Weaponry Art Alliance) 

(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