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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酿镇“月牙铛”流传于天柱县高酿镇老海村，该村位于天柱县东南部，距县城 30公里，崇山峻岭，林木茂盛。 在古代，天柱县高酿镇老海村村民为了保护家

园，用“月牙铛”研究出一套拳脚功夫套路，并传承了几百年。 “月牙铛”原名月牙翼齿，是一种兵器，状似水牛角，两边两排牙，因其器械形似弯月而得名，是中国

少数民族传统武术器械之一，在全国也极为罕见。 “月牙铛”表演是贵州境内目前发现的较为古老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投项目，它是侗族重要的文化符号和文

化载体，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兵器、武术、狩猎、农猎、习俗等具有重要意义，于 2005年被列入贵州省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天柱老海村的专属“兵器”

乾隆五十六年，老海寨诞生，坐落在天柱县南边

的偏僻一隅，这里山高林密，巉岩林立，常有豺狼虎豹

游弋穿行，村民苦不堪言。清道光年间，冬天的一个午

夜，一只吊睛白额虎摸进侗寨，先啖了一只猪仔，然后

跃进农户家中叼出一个五六岁的小孩，侗族武术大师

龙大正闻讯，拖起一把掏牛粪用的钉耙就追。 追近猛

虎，拦腰就是一耙，猛虎反扑，龙凭着十八般武艺与老

虎拼死搏斗起来，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最后将猛虎杀

毙。

此后，龙大正根据自己习武多年的经验，结合钉

耙的原理，专门打制出对付老虎的铁镗，并创造了一

套属于自己的习武套路，于农闲时将无数的技击套路

传授给侗家子弟，将镗杀入老虎的血盆大口，让它吞

进去，吐不出，发不起威风，趁机杀之。 后经过几代人

的改进与演绎，渐渐地形成了一整套属于当地人护身

的拳脚功夫。铛像一弯月牙，后来，拳脚功夫便演变叫

作“月牙镋” ，用于防御野兽、抵御外来干扰、村民健

身，传承至今已有 170 多年，是侗族民间传统武术之

一，更是研究古代兵器、武术、狩猎、农猎、习俗等重要

的历史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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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海村的传说

月牙铛武术动作威猛， 刚劲有力， 表演时身械合

并，虎虎生风。 动作招式有“水中练塘”“雄鹰叼鸟”

“金箭离弦”“神猴捞月”等。

月牙铛器械是具有独特个性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

武术器械，属杂形兵器，具有群众性、娱乐性、艺术性等

特点。 月牙铛武术为贵州境内目前发现的较为古老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项目，在全国也极为罕见。

月牙铛动作主要是“击刺、架隔、扑、拍、拿、遮、握、

转、支、拦” 等动作，利于强身健体、松筋活血，艺术性

强，表演时刚柔相济、武与舞融合，力与美相衬。 月牙铛

呈弯月形，状似水牛角，大小不等，中间手柄为一硬木，

硬木长约 1 米。 镗的外形又如一对粗壮、 锋利的水牛

角。镗头的两边形似马叉，中间似剑状，上有利刃，长 40

至 50厘米，尖锐如枪。 横有弯股刃，两锋中有脊。 锋与

横刃互镶，并嵌于 100厘米的长柄上，柄下端有长约 15

厘米的梭状铁钻。

月牙铛训练和表演所用器械有镗、铁尺、棍等。 表

演形式有拳术、单尺、单棍、锏、镗等单项表演，主要动

作有铁尺对镗、铁尺对棍、双棍对打、棍对镗、含镗（以

口咬住镗）、抛镗等。

对打表演，有三人、四人、五人、七人混合打，还有

扫镗棍表演。 训练和表演时主要分镗尺对打、 镗镗对

打、镗棍对打、单人抛镗、单人咬镗、单人扫镗、集体混

打等十余种。

月牙铛最早是狩猎、 抵御野兽袭击和外敌入侵的

工具及武器， 后来慢慢发展为春节期间作客活动中的

一种表演。 村里的月牙铛和龙灯队是属二者合一的队

伍，逢年过节期间，他们都要集中准备好玩龙可武的道

具，穿上古装衣服，祭拜天地祖师，敲锣打鼓组织队伍

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去主家恭贺祝福，扫赛结束后，就

来到寨上的空地上表演舞龙技巧和片牙锐武术功夫。

同时， 他们也会去结盟村寨集体做客， 以增进村亲情

谊、促进团结和谐。

“个性” 独特的月牙铛

侗族月牙铛自龙大正师祖首创以来已经过六

代传承。 第二代是清咸丰年间著名的老海练武队教

头龙孔卜； 第三代是清同治年间练武队教头龙天

标、龙天福；第四代是清光绪年间练武队教头龙长

森；第五代是清宣统年间练武队教头龙必先；第六

代是现在的龙安凡、龙庆炎。

月牙铛均在本寨龙姓之间传承， 传内不

传外。 改革开放以后，天柱县政府对月牙铛技

艺进行保护和挖掘，组织村民集中训练，侗族

月牙铛分别于 1982 年 4 月、1986 年 5 月、

1998 年 8 月参加了贵州省第一，第二、第四届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1999 年 9 月， 侗族月牙铛作为贵州代表队之

一，参加了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同年

10 月，侗族月牙铛在首都北京参加国庆 50 周年大庆系

列庆典活动，把威猛精彩的侗族传统武术献给了首都观

众。 但从 20世纪 90年代末至今，外出打工等经济活动

使得在家的侗族年轻人所剩无几，热心操练学习与继承

发扬月牙铛的人数已不多了，月牙铛武术已产生较为严

重的断代现象。同时，由于月牙铛武术的传授封闭，只在

本寨本姓（龙姓）中传承，导致学习演练月牙铛的人数

逐渐减少、年龄老化，传承不畅。现在老海村能基本表演

月牙铛的只剩下不足 10 人，一些诸如“单人咬铛”“单

人抛铛”等高难度动作，正面临失传的危险。

近年来，国家及各级政府日益重视体育非遗的传承

与保护工作，大力组织民族传统文化和体育非遗进校园

活动， 为了有效传承与保护侗族体育非遗月牙铛文化，

2011 年开始， 天柱县风城镇小学就开始致力于月牙铛

的传承工作。 3 年来，他们成功地把月牙铛引入了体育

课堂、课余体育锻炼，并组建了校园月牙铛表演队，在校

内外各种活动中进行表演。 其体育课教学展示《校园月

牙铛简单动作组合》 曾获全国第 5 届中小学体育教学

观摩展示活动一等奖。目前，风城镇中学已有 3000多学

生接受过月牙铛武术的教育。

传授方式封闭，面临失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