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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wolf soldier martial arts in Hechi City, analyze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t faces,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 systematic study was conducted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s,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challenges of wolf soldier martial arts in Hechi City through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wolf soldier martial arts 
in Hechi City have unique historical valu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but face difficulties in inheritance and lagging development 
in modern societ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olf soldier martial arts in Hechi City, a series of effective 
measures need to be taken, including increasing teacher training, improv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increasing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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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池市狼兵武技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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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深入了解河池市狼兵武技的发展现状，分析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通过文献资料法、
实地考察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河池市狼兵武技的历史渊源、发展现状、发展困境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结
果表明，河池市狼兵武技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但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着传承困难、发展滞后等问题。为了推动
河池市狼兵武技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采取一系列有效的对策，包括加大师资培养、健全理论体系、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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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河池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是一个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在历史上，河池市曾是狼兵的重要发

源地之一，狼兵武技在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传承。

狼兵武技作为一种独特的武术流派，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

民族风格，广西政府 2023 年也将“狼兵武技”收录为广西

壮族自治区第九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 [1]。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狼兵武技仍然面临

着诸多挑战，如传承困难、宣传落后等。因此，深入研究河

池市狼兵武技的发展现状，提出有效的发展对策，对于保护

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狼兵武技的历史源流、概念

2.1 狼兵武技的历史源流
“狼兵武技”起源于明朝中期，是当时广西壮族土司

组建了地方武装，土司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领地安全，大

力发展武装力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勇猛的战士，这些土司

武装在长期的军事训练和战斗实践中，不断积累和总结战斗

经验，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武术技艺，也是狼兵武技的形

成的基础。这些武装力量被称为“俍兵”，后来也被叫作

“狼兵”。

2.2 狼兵武技的概念及与壮拳、狼兵拳的区别
狼兵武技是由当地壮族等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存斗争、

抵御外敌入侵以及土司武装的军事训练和战斗实践中逐渐

形成，主要包括拳术、器械、阵法、战术运用等多种技法，

而壮拳、狼兵拳等都属于狼兵武技中拳术，由于当时信息不

发达，在传承中产生的传承差异导致的拳术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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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池市狼兵武技发展现状

3.1 政府的政策与支持
近年来，河池市政府高度重视狼兵武技的保护与传承，

河池市政府在 2022 年 6 月将“狼兵拳”被列入河池市第七

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3 年 10 月将“狼

兵武技”收录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并加大了对其的保护和扶持力度。

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开展师资培训、组织赛事活动等方

式，为狼兵武技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3.2 校园传承与推广

3.2.1 教学课程推广
通过调查研究河池市现将狼兵武技融入课程的地方主

要有南丹县、东兰县、宜州区等，结合实地调查、文献资料

收集，以及相关狼兵武技传承人赵月震、狼兵武器动作代言

人叶小飞、河池市武术协会会长为家善等人访谈，对南丹县、

东兰县、宜州区狼兵武技校园传承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2]。

表 1    南丹县狼兵武技中小学校园推广

时间
推广学校

数量
推广学校示例 形式

2021 年 4
南丹县第一小学、第二小

学、第四小学等

体育课教学、

文化活动

2022 年 5
南丹县中学、城关镇二中、

南丹高中等
体育课教学

2023 年 12
南丹县山口小学、南丹县

中学、城关镇二中、南丹

高中等

武术操

2024 年
全面融入

中小学
南丹县所有中小学 体育课教学

在河池市政府的积极推动下，2021 年在南丹县各部门

领导配合下，“狼兵武技”被引入南丹县第一小学、第二小

学和第四小学的体育课教学，这也是狼兵武技进校园的初步

融合发展，为更进一步推进狼兵武技进校园奠定基础。学校

还通过举办武术比赛、文化活动等形式，营造了浓厚的武术

文化氛围。

    通过不断推广发展 2024 年南丹县各中小学都已经将

狼武技融入课程教学，且当地学校的学生们已经能够熟练展

示狼兵武技，狼兵武技也成为这些学校的特色课程之一。

表 2    东兰县狼兵武技中小学校园推广

时间
推广学校

数量
推广学校示例 形式

2023 年 1 东兰县实验小学 体育课教学、文化活动

2024 年 2
东兰县实验小学

东兰县拔群高中传
体育课教学

2023 年狼兵武技传承人叶小飞到东兰县实验小学教学

狼兵武技 并带领学生们进行了展演包括狼兵古壮拳、古壮短

刀、长刀等，动作精准到位，整齐划一，展现了狼兵武技的

刚劲有力 [3-5] 。为狼兵武技进校园进一步推广营造了良好的

氛围，培养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爱国精神和坚韧的品质；

2024 年 12 月锦嵩、马力庭婷等到拔群高中传授铮狼拳，增

强了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表 3    宜州区狼兵武技学校校园推广

时间
推广学校

数量

推广学校

示例
形式

2023 年 1 河池学院 融入武术专选班、文化活动

河池学院作为河池市地方高校 2023 年将狼兵武技中壮

拳作为武术专选班课程融入课堂教学，教学过程中不仅传授

狼兵武技的技法还讲述狼兵武技起源和发展，同时还在文艺

晚会、迎新表演、中秋文化体验表演等多种文化活动中组织

学生进行狼兵武技相关的表演。

从表 1、2、3 可知，南丹县在狼兵武技进校园方面成

绩斐然，全县中小学已全面普及，融合形式丰富多样，推广

力度强劲，成效显著，为狼兵武技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教育支撑 [6]。东兰县于 2023 年的教学展演成功打响了

校园推广的头炮，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然而后续在持续融

合教学方面进展乏力，推广效果不尽如人意，未能将初期优

势有效延续和深化。河池学院作为宜州区的地方高校，在狼

兵武技传承上有所建树，通过将其融入专选班教学及校内文

化活动，既传承了这一特色技艺，又培育了预备师资队伍，

但在向中小学拓展传承方面存在短板，且校内传承覆盖人群

相对较少，限制了狼兵武技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未

来在中小学传承推广及校内普及规模上仍有待加强和突破。

3.2.2 师资培养
2024 年 4 月 16 日，河池市教育局在南丹县举办为期 2

天的狼兵武技师资培训班，100 余名中小学体育教师参训。

传承人赵震等专家现场示范教学，通过培训提升了教师专业

技能和文化素养，为狼兵武技校园推广储备师资力量。

河池学院从 2023 年 6 月将作为武术专选课程，并以教

师标准进行规范的教学、考核、考试为河池市狼兵武技传承

培养预备师资力量。同时在实践实习方面与宜州英豪武术合

作教学实践，部分学生在宜州英豪武术担任教练员教学狼兵

武技，传承狼兵文化。

3.3 赛事活动推广

3.3.1 赛事活动形式规模
2023—2024 年河池市狼兵武技赛事调查数据表明，

活动以武术操、巡游展演为主，擂台赛较少，赛事规模为

130~1800 人，最多展示 17 种武技。2023 年多元连贯的活

动打响推广第一枪；2024 年“狼兵演武炫丹城”将热度推

向高潮。但后续活动衔接不足，导致热度难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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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赛事参加人数
尽管 2024 年 2 月的赛事吸引了多达 1800 人参与，但

从统计图所呈现的态势来看，赛事活动的参与人数起伏显著

且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甚至还显露出下滑的趋势。这一现

象充分表明，在狼兵武技相关的赛事体系中，赛事参与人数

在 600 人以上的赛事小于在 600 人以下的赛事，而且赛事之

间缺乏足够的连续性，未能形成连贯且稳定的发展脉络。

3.4 社会传承与发展
由于传承人老龄化师徒传承和家族传承逐渐减少，现

社会传承主要由武术培训机构、狼兵特训营、夏令营等社会

企业传承。

3.4.1 武术培训机构传承
现河池市开设狼兵武技的武术培训机构主要有河池市

英豪武术馆（金城江区）、宜州英豪武术馆、东兰狼兵精武馆、

育龙武馆、南丹盛道武术等。这些武馆教学的狼兵武技主要

以狼兵拳为主，他们通过开设武术培训班传授狼兵武技，培

养武术人，通过组织参加各种武术比赛和交流活动，展示狼

兵武技的魅力，提高其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是现社会传承方

式 [6-10]。

3.4.2 狼兵特训营
训练内容主要有狼兵武技技能训练包括狼兵拳、兵器

以及战术配合。除此之外还有体能训练和狼兵武技文化教育

学习，通过讲解狼兵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精神，让学员了

解狼兵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11]，增强学员对狼兵文化的认同

感和自豪感，培养学员的爱国主义情怀。

狼兵特训营在传承狼兵武技的过程中，做到了全方位、

系统性地涵盖技能、战术以及文化等各个层面，为狼兵文化

的延续与发展筑牢了根基 [12]。与此同时，其成功的实践模

式也为其他夏令营和特训营提供了范例与思路，开启了一扇

将狼兵武技有机融合的大门，有望推动狼兵文化在更广泛的

教育训练领域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而进一步提升狼兵

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承范围，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绽放出崭新的

活力与价值。

4 河池市狼兵武技存在问题分析

4.1 宣传推广力度、品牌不足
狼兵武技作为地方特色武术，因河池市经济发展滞后，

在全国知名度较低。目前推广主要依赖传统媒体和本地文化

活动，在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等新兴平台投入不足，社会影响

力有限。 

赛事方面南丹县、东兰县虽结合“三月三”举办巡游

展演、武术操等活动，但展示机会较少，缺乏长期规划与连

续性，未形成稳定赛事品牌，难以持续吸引公众关注与参与，

制约了狼兵武技的传承与发展。

4.2 师资力量薄弱，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
河池市学校推广狼兵武技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师资匮

乏专业教师数量不足，现有师资培训频次低、深度有限，缺

乏后续指导机制，导致教学能力提升缓慢；二是课程体系

不完善，多数学校仅将其作为体育课的附属内容或短期兴趣

课，缺乏系统的历史文化、战术策略教学，课程设置碎片化，

难以让学生全面掌握技艺精髓，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狼兵武

技在校园的有效传承。

4.3 理论体系不完善
河池市目前关于狼兵武技的相关书籍、文献、拳谱等

资料记载缺乏，从事狼兵武技理论研究的学者较少，缺乏专

业的研究团队和深入的学术研究。理论体系构建不够完善，

缺乏科学理论的支持和指导。还因为缺乏专业教材、教学资

料导致学校、培训机构等在教学过程中缺乏统一、规范的教

学依据。教师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经验进行教学，教学内

容的准确性和科学性难以保证。而且学生在课后也缺乏相关

的学习资料进行复习和拓展学习。

5 研究对策及意见

5.1 加强宣传推广，提高品牌知名度
线上利用抖音、快手、B 站等平台发布教学视频、比

赛集锦及文化科普，增强传播力；开设直播教学、互动答疑，

提升参与感。建立官网整合资源，便于爱好者系统学习。

表 4   赛事活动形式 / 赛事规模

时间 活动名称 表演种类 活动形式 赛事规模

2023 年 4 月 “乐在三月三·狼兵舞丹州” 14 巡演
喷火驱邪、土司、旗幡、打击乐、狼筅、刀盾等 14

个表演方阵 300 人

2023 年 7 月 “狼兵武术”暑期开训仪式 7 文艺表演 300 多名参赛人员

2023 年 8 月 “八一建军 . 狼兵巡演” 1 巡演
各单位、企业、乡镇共 25 支代表队，1300 名运动员

参加

2023 年 9 月 中小学生狼兵武术操比赛 1 武术操 自县城区中小学的 12 支代表队数 1000 人参赛

2023 年 11 月 狼兵武术大比拼 1 武术操 14 组 510 名“小狼兵”

2023 年月 12 广西狼兵古壮拳擂台争霸赛 10 擂台赛、竞技比赛
来自中国、伊朗、塔吉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 361

名选手

2024 年 2 月 2024 年南丹春晚“狼兵后裔” 6 文艺表演 7 组表演方队 130 名人员参加表演

2024 年 4 月
“狼兵演武炫丹城·邀你共度

三月三”
17 巡演

由令旗、板鞋双刀、狼叉、镰刀、狼拳、火铳等 17
个方阵共有 1800 多人参与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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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联合学校、社区、企业开展武术进校园等活动，

扩大受众。制作宣传海报、纪录片，在公共场馆投放，强化

曝光。  

定期举办比赛吸引跨地区参与，联动媒体扩大影响。

通过“线上 + 线下”持续曝光，打造品牌形象，提升知名

度和美誉度。

5.2 加大师资培养，健全教学体系
定期组织河池市各中小学体育老师，开展集中式的专

业技能培训。邀请何孟卓、赵月震等狼兵武技相关传承人授

课，并定期举办狼兵武技研讨会和交流活动，让教师们分享

教学经验、探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与河池市高校河池学院、

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体育专业合作，将狼兵武技作为体育

武术课程，为狼兵武技传播提供预备师资力量。

申请政策支持，推动狼兵武技进入学校课程体系，建

立教学评价标准，表彰优秀教师，保障教学连续性。设立专

项基金，资助教师培训及奖励教学成果，提升积极性。

5.3 完善理论体系
系统整理历史文献、古籍档案，梳理其起源、发展及

技法特点；走访传承人收集口述资料，结合现代科学理论分

析技法原理。全面分类拳法、腿法、器械等技法，研究动作

要领、攻防策略，形成科学理论体系 [13-14]。鼓励高校学者参

与研究，完善理论支撑，确保传承与教学的准确性。

6 结语

河池市狼兵武技作为一项极具独特历史价值与文化内

涵的武术技艺，其传承不仅是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有力保护，

更对增强民族自信有着重大意义。当前，河池市政府高度重

视狼兵武技的保护与传承，通过将其列入非遗名录、开展师

资培训以及组织赛事活动等方式积极推动其发展。同时，校

园推广、武术培训机构和狼兵特训营等也为狼兵武技的推广

贡献了重要力量。 然而，狼兵武技仍面临着宣传推广力度

不足、师资力量薄弱、理论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针对这些状

况，提出了加大宣传推广、加强师资培养、健全理论体系等

对策。

期望未来河池市政府、学校、企业等多方能够联合发力，

促使狼兵武技在新时代实现更优的传承与发展，走出广西，

迈向世界，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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