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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士归来：征战 全甲格斗世锦赛
! ! ! !身穿明代盔甲参加世界大赛视频引发网络 关注!!名中国选手中有 "位来自上海

陆奇
!"#!年出生!网名 $%&'

即便脱下盔甲，浑身肌肉的陆
奇"图左#依旧“霸气”。他曾是一位
散打选手，现在则是一名幼儿园老
师，每天带着小朋友们嬉戏玩闹。一
个穿着重盔重甲打比赛的壮汉，转
身就和小朋友讲故事做游戏，有人
觉得这个场景很搞笑，但陆奇觉得
这并不矛盾。他喜欢孩子，因为自己
就是一个“大男孩”。“所有男孩都有
穿着盔甲冲锋陷阵的幻想，只不过
绝大多数人都放弃了，而我们把幻
想变成了现实。”
陆奇也是几年前通过网络接触

到了全甲格斗，因为从小喜欢刀剑
盔甲，一下子心就被抓住了，觉得这
才是真正属于他的运动。陆奇定制

了一套金帐汗国风格的比赛甲，花
了好几万元。一套盔甲 !"#$ 公斤
重，光一个头盔就 %公斤，必须有助
手帮助才能穿戴。刚开始穿着它跑
上几步就汗如雨下，更别提上场比
赛了。“自己试过才知道，古代重甲
武士看上去威风，其实就是个苦差，
特别是夏天，简直是受罪。”幸好他
身体强壮，穿着几十公斤的盔甲还
能健步如飞，加上有散打基础，被入
选中国代表队前往巴塞罗那参赛。

在机场托运时，他的兵器盔甲
把安检员都惊呆了，但得知是去国外
参赛后，马上就放行了，还给了个笑
脸：“加油，为国争光。”等真的到了赛
场，陆奇才意识到这句话的分量。当
他们高喊着中国万岁，在全场欢呼声
中挥舞国旗走进竞技场，他第一次
感受到了什么是“热血沸腾”。

3个穿盔甲的“大男孩”

高鹏
!"()年出生!网名大猫

身高 & 米 '( 的高鹏是一个
)*男，在上海一家游戏公司工作。
这次中国队出征巴塞罗那，那位身
穿明甲挥舞国旗的选手就是他。有
人说，这次比赛能在中国互联网引
发关注，这套明甲有一半的功劳。

作为一名冷兵器盔甲发烧友、
兼武术爱好者，人高马大的高鹏成
了中国队的主力。去年，他参加了在
米兰召开的全甲格斗预备会议，组
委会提出希望中国队参赛，并且尽
可能地带来一些中国元素。“当时国
内的比赛甲基本都是欧式风格，一
套中国风的盔甲都没有。”高鹏说，
他找到了好友“+,-.”，国内最好的
甲匠之一，开始制做中国盔甲。

根据比赛规则，只能选择 &!

世纪到 &/世纪风格样式的盔甲。
于是，高鹏决定制作一套明朝风格

的盔甲。在查阅了大量的照片、资
料、古画，并且找到专家咨询后，确
定了布面铁甲、环臂铠、六瓣盔的基
本样式，基本与明代重步兵的装备
一致。根据比赛规则，还增加了一些
配件，如在头盔上加护具。总共历时
半年，国内第一套符合全甲格斗标
准的明代式样盔甲成功制成。

这套盔甲，在开赛前不久才完
工，因此没怎么磨合，最后比赛结果
也不太理想。但高鹏觉得参赛目的
已经达到了，因为这是中国盔甲第
一次“活生生”地出现在世界舞台。

除了竞技格斗，比赛还有民族
服饰、民俗传统的展示环节，为选
手穿甲的助手也要穿着本民族的
古装。中国队的加入，让本次比赛
刮起了一股“中国风”。“这是一个
向世界展现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
文化的绝好平台，比赛结果并不是
最重要的，能把中国文化的魅力发
扬光大，才是最重要的收获。”

徐国骥
!"(*年出生!网名 +,-.

凭借着 &米 '$的身高，&("公
斤的体重，徐国骥成了中国全甲格
斗界最重量级的选手。除此之外，他
还是一名制甲匠，那副引发巨大关
注的明代盔甲就是出自他手。
“在古代，制甲是一门重要的手

艺，现在差不多都失传了。我大概算
得上是中国现在最年轻的甲匠吧。”
徐国骥告诉记者，父亲是高级技师，
从小耳闻目染，他学了一手好手艺。
因为参加了全甲格斗运动，徐国骥开
始自己制作盔甲，用他的话说，任何
盔甲只要看过一遍，没有做不出的。

在这次比赛之前，他还从未制
作过中国甲，加上现存实物很少，为
了制作这套明甲，他花了不少心思，
还专门跑到国外博物馆去看明甲的
实物。“需要说明的是，我做的是中国

风格的比赛甲，不是复原古盔甲。”徐
国骥说，和真正的盔甲相比，比赛甲
特别强调防护性，一些细节不一定完
全符合历史，不让队友受伤才是他最
大的责任，所以才把明甲加重到了
$"公斤，比实物重了很多。

通过参加这次比赛，他也学到了
许多国外制甲的先进经验。回国后，
经过他的改良，“大猫”那套明甲防护
性大为提高，重量几乎轻了一半，而
更适合比赛的新甲也在制作中。

因为比赛视频火了，最近他一
下子接到了许多订单，其中一大半
都是明甲，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靠
做盔甲是赚不到钱的，因为成本太高
产出太慢。”徐国骥说，因为是真心喜
欢盔甲文化，所以他现在辞去了工作
专门制甲。虽然现在还不能奢望这一
运动迅速普及，但他希望至少在下一
次比赛，能让所有中国选手都能穿着
中国式的盔甲走上赛场。

! 中国选手$大猫%举着国旗走进赛场

本报记者 李一能

6月25日，位于上海杨浦区龙口路29
号的一个体育馆内，一名身穿明代布面铁甲、
身高1米92的壮汉，手持关刀，正严阵以待。
在他对面，是另一位穿着金帐汗国式样盔甲、
手握战锤盾牌的“重装战士”。随着两个“铁
人”开始互相冲撞，甲胄与武器的碰撞声响成
一片。

这一看上去有些“穿越”的场景，并非电影
拍摄现场，而是上海全甲格斗爱好者的一场日
常训练。4月29日，他们代表中国，首次参加
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中世纪格斗世锦
赛”。随着身穿明代盔甲的中国队员出现在圆
形竞技场，全场掌声雷动———已经消失百年的
中国甲士，竟以竞技运动的方式得以回归。

前景广阔
历史武术竞技呼之欲出
虽然网友们对中国队的首次出征期

望值很高，但比赛的结果令人遗憾，!场
$对 $比赛均告失利，因为人数不足作
为德国队“外援”参加的 (&对 (&比赛也
遗憾告负。对于这一结果，陈佳表示在预
料之中，开始就没有把胜负放在首位。
“欧洲选手固然人高马大，但在身体

上我们不输太多。”陈佳告诉记者，以本
次参赛的三名上海队员为例，他们都有
武术基础，而且个个身体强壮。在与法国
队的比赛中，身高 &米 '(的“大猫”与身
高 &米 '$的“+,-.”在队友均被击倒的
情况下，被对方群起围攻，但始终没有倒
地，最后是被裁判判定失利，他们因此也
被称为“中国双塔”。中国选手的强壮与
顽强，获得了对手的认可与尊敬。
陈佳表示，中国队首次出征成绩不

佳的原因，首先在于装备。因为是首次参
赛，人甲磨合度不高，而国内的制甲工艺
也相对落后，要达到比赛防护标准只有
增加重量，以“大猫”的明代布面铁甲为
例，整套装备的重量超过 $"多公斤，而
中国历史上最重的宋代步人甲也才只有
!$公斤。相比之下，国外选手的比赛甲
就轻很多，因为多是用钛合金打造，重量
大为降低，又抗打又灵活，在全身穿甲的
情况下还能疾步如飞甚至起身飞踹。
其次是训练和经验不足。因为全甲

格斗在中国刚刚起步，想凑齐一支队伍
都很困难，更别提分组开展团队训练了。
目前在中国，北京、上海俱乐部的条件比
较好，至少有固定训练场地。但在别的城
市，全甲格斗爱好者们基本只能偷偷摸

摸地找地方训练，还要经常和满脸疑惑
的警察解释自己到底在干啥。本次赴西
班牙参赛前，大部分队友还未见过面，留
给团队的磨合训练时间很短，比赛前一
晚还在讨论战术，结果上场一打，发现和
想的完全不一样。而对手对比赛规则的
熟悉程度以及团队配合、战术安排，远超
第一次参赛的中国队。
虽然首次参赛成绩不尽人意，但一

浪认为，参赛本身就是一种成功。“这次
比赛，除了在国外弘扬了中国文化，更大
的收获是把这项运动推到了台前，让未来
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一浪告诉记者，通过
视频直播，上百万的网友知道了这项运
动，不少人找到他们，希望加入俱乐部。就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就有三四人前来报
名。俱乐部会让新成员先从比较容易上手
的欧洲传统武术开始入门，如果条件合
适，再发展成为全甲格斗选手。“全甲格
斗的确非常吸引眼球，但要求太高，能玩
的人不多。从普及的角度，欧洲传统武术
其实更合适作为一项运动推广。”
在比赛的视频广为传播后，已经有

人在讨论中国全甲格斗未来比赛商业化
的可能性，上海俱乐部也开始收到一些
表演赛的邀请。对此，陈佳并不排斥。他
认为，一个运动要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商
业化运作，否则仅靠热情和兴趣，不足以
让这件事长久持续。“这是一个很有潜力
的新兴运动，可以加入很多东西，最终结
果可能会让所有人耳目一新。”陈佳表
示，他们正在思考如何将这一舶来运动
本土化，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武
术运动，成为融合历史、文化、竞技的新
兴运动项目，让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铁
甲军团”的战士们，以竞技者的身份得以
重生。

甲胄格斗
吸引眼球的新兴运动
不久前，一段中国选手身穿明代盔甲

参加世界全甲格斗大赛的视频在网络引发
关注，而这也是“全甲格斗”运动首次高调
进入公众视线。
本次参赛的 /名中国选手中，有 !位

来自上海。0月 ($日，记者来到了上海全
甲胄格斗爱好者位于龙口路上的俱乐部。

陈佳是上海历史武术俱乐部的会长，
网名“一浪”。他告诉记者，盔甲是冷兵器时
代军人的标准装备，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
“甲胄情节”在许多人的心中依旧存在。身
穿盔甲的武士，在电影、游戏、漫画等各种
流行文化中经常出现。而在欧洲，更是出现
了一种基于欧洲传统武术的仿古竞技运
动：全甲格斗。
传统欧洲武术分三个大类。欧洲历史

武术（12-.）、全甲格斗（3,4,56）与古战场
复原（78.）。历史武术项目包括剑术、射箭、
摔跤、拳击等。选手身着防护服用武术比赛
器械进行竞技，以计点判定胜负，与击剑、
射箭、拳击等现代体育项目有着千丝万缕
的关联。相比之下，全甲格斗更偏重模拟真
实战场对抗，参赛者必须穿上全身防护的
重型甲胄，使用不开刀刃、有着重量限制的
兵器进行格斗。而古战场复原，就是一大群
人穿着历史装备再现一场古代战争。
三种运动中，欧洲历史武术历史最悠

久，在竞技性比赛规则上最成熟。而古战场
复原主要是偏重观赏性，有点像一场大型
历史嘉年华。而兼具观赏性与竞技性的运
动，当属全甲格斗。
全甲格斗出现的历史不长，大约 ("多

年前起源于东欧，在俄罗斯、乌克兰最为兴
盛，在当地已经发展为一种成熟的运动项
目。其爱好者也主要集中在欧美，近年来才
开始在其他国家地区开始推广。
全甲格斗的规则非常独特，选手只能

身着 &!世纪到 &/世纪、有历史依据经过
考证审核的甲胄参赛，盔甲的防护性必须
达到比赛标准，并且可根据实际需求增加
护具配件。虽然比赛使用的兵器是不开刃
且限制重量的钝器，但真到了赛场上，选手
都是全力相搏，因此安全性成为了首要标
准。选手只能穿上抗重击性能较强的全身
板甲，从头到脚甚至面部都有甲胄防
护———和真正的古代盔甲相比，比赛甲更
厚，而且使用了现代材质打造，轻便度、防
护性均更胜一筹。

全甲格斗有男子 $ 对 $、(& 对 (&、女
子 !对 !三种类别。比赛以将对手击倒为
目标，除了脚之外身体任何部位触地就算
出局，且不得对出局选手继续追击。在良好
的防护和规则的保护下，比赛中虽然经常
有人受伤，但 ("多年来还没有发生过一起
死亡事故。

中国元素
明朝甲士首次登场

今年 9月 ('日，中国全甲格斗代表团首次
出征世界竞标赛，一位选手身着明代布面铁甲，
手持关刀，挥舞着五星红旗，进入赛场，全场掌声
雷动。这一场景通过视频网站直播传回国内，瞬间
引发关注，有 (""万中国网友观看了比赛。比赛组
委会赛后也表示，中国元素的加入，不仅带来了新
时尚，更是为这一运动吸引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度。陈佳告诉记者，这位神秘的“中国甲士”，正是
来自上海的全甲格斗选手“大猫”。
全甲格斗在中国起步很晚，开始只是一群

冷兵器与甲胄爱好者发起的网络组织“虎贲骑
士团”，以收藏交流武备为主，并未深入涉及竞
技领域。("&$年，陈佳等一批爱好者开始接触
欧洲传统武术，在国外教练的指导和自行摸索
下，成立了“上海历史武术俱乐部”，同时也是
“虎贲骑士团”在上海的分部，主要开展欧洲传
统武术运动，也开始接触全甲格斗。
“全甲格斗看起来非常威武，但能够真正

参与这项运动的人其实很少，因为它的门槛非
常高。”

参加全甲格斗，首先要有一定的经济基
础。古时，盔甲是战场上的奢侈品，普通士兵根
本负担不起，现在也是如此：定做一套比赛用甲
动辄数万元，耗时几个月，成本非常巨大。其次，
就算有了盔甲，身体条件还必须过关，一套比赛
甲轻则数十斤，重则上百斤。穿上这身铁甲，一

般人连站立都非常困难，更别提进行高强度格
斗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参赛者必须是“发烧
友”———否则没人会投入这么大的成本，去参加
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的小众运动。综合
这三项条件，在中国虽然喜欢盔甲的人很多，
但真正有能力参加这项运动的人少之又少。

("&0年底，中国代表前往意大利米兰参
加全甲格斗年度会议，组委会正式向中国发出
邀请，希望能在来年的比赛中看到“中国战士”
的身影。“他们也知道，我们参赛都是自费的，
比赛也没啥奖金，连人都很难凑齐。所以组委
会也告诉我们，能来最好，但不能来也能理
解。”陈佳对记者说。

回国后，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决定要参加
比赛。经过网络报名，全国各地爱好者来到上
海进行选拔，最后一共选出了 /人，上海共派
出 !人，其他队员来自北京、河北等地。为了凸
显中国元素，上海队员“大猫”定制了一套明代
布面甲，根据历史资料确定了总体样式，同时
根据比赛规则进行了调整，并且通过了审核，
这也是第一套符合全甲格斗标准的中国式盔
甲，成为了本次比赛中国队的亮点之一。

9月 ('日，中国选手挥舞着国旗走进赛
场，两边是乌克兰队与俄罗斯队列队鼓掌。两
支冠亚军强队，夹道欢迎一支首次参赛的新
队，这样的情况在以往的比赛中从未出现。
“‘老外’高兴坏了，他们对中国的一切很感兴
趣，围着我们的队员合影拍照，问东问西。他们
也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元素的加入，能为这一运
动带来人气与活力。”

! 中国选手身着盔甲在训练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