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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轮书》

内容概要

《五轮书》是日本兵法大家宫本武藏的毕生之作，全书分为地之卷、水之卷、火之卷、风之卷、空之
卷五部分。书中阐述了剑道与兵法的原则、思想、策略，简单又实际，不仅适于武士，也适合各种形
式的竞争，是危机处理、策略训练的经典之作。《五轮书》从幕府时代以来，对日本的武士文化的形
成及武士道精神的传播有着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二战后，又为日本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获得成功
提供了思想源泉。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界注意到，正是武士的忠诚、道德和荣誉感，赋予了日本企
业的竞争优势，带动了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五轮书》才被重新发掘，为西方管理学家和商业领袖
所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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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轮书》

作者简介

宫本武藏 他，不是德川家康，也不是丰臣秀吉；不是叱咤风云的政客，只是名闻遐迩的剑客。　　他
，17岁前，恶贯乡里，不知生之意义；17岁后，远赴关原之战，死里逃生；　　他，被泽庵和尚捆绑
于千年杉上、囚于天守阁中，而后重获生命、茅塞顿开；　　他，以艰难当饼、以困苦当水，足迹遍
历各地；　　他，曾与66位高手比武皆获全胜，但以打败名剑佐佐木小次郎之“船岛决斗”震烁古今
！　　他，一个如你、如我的生命实践者，一个苦其心志的修行武者，一位17世纪的剑道家，一名400
年前的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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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轮书》

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卷地之卷
论兵法
以木匠之道为喻
本书结构
二刀流
兵法与刀法
兵器的特点
战争的节奏
第二卷水之卷
心态
姿势
眼法 握刀方法
脚法
五段位
用刀法
五刀法
无招之招
一招制胜
二次跃出
无意识劈
流水劈
应机劈
雷火劈
一叶劈
身刀合一
“攻”“击”有别
短臂猿身
贴身战
比身高法
粘刀术
撞击术
躲闪的方法
刺脸法
刺心脏法
呵斥 · 3 ·闪击
以一战多
把握时机
一击必杀
人刀合一
结语
第三卷火之卷
位置
三种抢占先机的方法
压
穿越激流
知己知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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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轮书》

踏住敌人的剑
对付穷寇
换位思考
转变思路
试探
唬敌术
痹敌术
扰敌术
叱呵术
纠缠术
攻其薄弱
迷惑之术
吼叫之术
“之”字战争
一鼓作气
出乎意外
攻心为上
另辟蹊径
大局为重
置敌于股掌间
无刀之战
身如磐石
结语
第四卷风之卷
使用大太刀之流派
善用蛮力之流派
使用小太刀之流派
强调剑术之流派
强调架势之流派
其他流派的眼法
其他流派的步法
其他流派的速度
本派绝招
结语
第五卷空之卷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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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轮书》

章节摘录

　　兵法，与其说是一种技能，不如说是武士的艺术。领兵作战的将军要对军队的行动作出决策，须
熟知兵法才能获胜。而作为一个好的部将，要听从主将的调遣并领会主将的用兵策略，也需要了解兵
法。然而在当今时代，已经没有武士能够真正理解兵法之道了。　　世间有无数种道，让我们看看道
在不同领域的展现。佛教讲究的是救赎之道；儒学讲究的是文化改革之道；医学之道在于治病救人；
诗人之道在于教人诗艺，同理，茶有茶道，剑有剑道，技艺手段或有不同，但道义是一致的。只是人
们按照各自的喜好发展着各自的特长，很少有人热衷于兵法之道。　　武士之道，以武为本，兼以修
文。身为武士应该在这两方面都颇具心得。即使一个人没有天赋，但只要坚持不懈地在这两方面努力
，他也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武士。一般认为，武士是不屈不挠，决心向死的。其实不仅仅是武士，僧
侣、妇女、农夫或是其他身份更卑微的人也会明白自己的责任，也同样能够做到视死如归，在这方面
他们和武士没有区别。　　武士学习兵法是基于超越人类的极限。从刀剑交错的个人决斗中，或者是
大规模的合战中，我们可以获取力量和名望。这就是兵法的奥义所在。　　兵法之道，即求胜之道。
当然，也有人认为，就算是精通兵法，也很难保证它能在现实中发挥实际的用途。世上难免有争斗，
就实用而言，大可将兵法之道贯穿于一切争斗中。所以，兵法不仅对武士有用，对其他职业的人，也
都有很大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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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轮书》

媒体关注与评论

　　《五轮书》是世界军事理论中的一部伟大著作，其中所涉及的战术原则，对于企业和个人谋求成
功之法，都有极高的借鉴意义。通用电器的每个高层管理者都应当深入挖掘此书的价值⋯⋯　　——
杰克·韦尔奇　　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人，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成功，光有雄心和豪情是不行的，
一定要有切实可行的战术和手段来实现它，在这方面，《五轮书》可以提供一切致胜方法。　　——
松下幸之助　　我想，哈佛商学院将《五轮书》列为学生的必读书之一并非一时冲动，这部关于制胜
之道的书如同中国的《孙子兵法》，具有非常大的实际指导作用，我们看到今天仍有如此多的日本经
理人采用其中的学说来指导自己的经营决策⋯⋯　　——肯·布兰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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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轮书》

编辑推荐

　　《五轮书》为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孙子兵法》注重团队谋略，《五轮书》更突出个人实战经
验，书中所提出的生存战术旨在指导我们应对各种危机。日本第一谋略书，世界三大看法书之一，西
点军校、哈佛商学院指定必须教材，彩色图文，中英文对照，宫本武藏稀珍原作书画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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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轮书》

精彩短评

1、不明觉厉 = =
2、不仅是制胜术，更多的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与规则，面对危机与逆境的思维策略。
3、看了浪客行知道的
4、怎样打败敌人，和打败自己是一样的，击败一个人，和击败一千个人也是相似的，其中三昧，不
得而知。
5、大师的的东西，总是简单而具实际，有效。
6、没看懂..
7、仔细研读后感觉自己刀法很有长进，求切磋
8、是一部挺務實的書籍，其中所談到的精神是值得借鑒了，以及所說的這種循序漸進且不斷實踐的
方法是我所推崇的，並且可以應用到不同的方面。至於當中說的什麼“最高境界”“真正奧義”和對
其他兵法的異議，我覺得有待商榷。並不是特別了解日本的武士道各個門派，但能成為一派一別肯定
有他們制勝法寶。
9、难得有合口味的鸡汤～
10、一口气读完，又酷又实用(☆_☆)
11、读杂书涨姿势系列。独孤求败的宫本宝藏，哦不，武藏的兵法之书，分为地，水，火，空，风五
卷，囊括剑术技巧和谋略。与《孙子兵法》《战争论》并列为三大战争著作。谁说想去体验剑道来着
，服用此书就可以开嘴炮了。如果翻译能再雅一点就五星。
12、请务必勤加练习...
13、所谓道，是指做一切事情的至高无上的方法。。。。看不下去 简单翻完 待日后如厕慢慢消化。。
。
14、看完《五轮书》就像是看完一部动作电影，而武藏就是这部电影里的宗师。他将自己的剑道分五
卷，貌似讲‘剑’法，实则在说‘道’。
15、绝对的十分
16、没读完，战术层面更多，可以举一反三
17、本着不好不推荐的原则 强推
18、好好学习班的士都江堰的一部分！一样都市生活费就要有点像样子公司
19、宫本武藏若活到现在，定是个写畅销书的好手。#看《浪客行》必读#
20、反正就没看过翻译好的版本
21、细节指导神作 必须再看
22、日子鬼子还能写得出这么好的书
23、讲打架的。
24、保持内心的澄澈和镇定。
25、成书虽晚却完全自成一派，从自然中找到通用于一切之道，国人称与孙子兵法战争论齐名实在是
辱没它了，日本人用做生意的本事让我们无可辩驳
26、看到大家说这本是兵法书，我无意中都看了些什么→_→我是当古典名著看的好么！这本书就是
真·剑禅一如，核心思想应该就是随机应变，具体分析具体分析吧（严肃脸）！最后，看得时候经常
脑洞二天一流耍起来的样子，应该帅得不得了，虽然也就是一把长兵器X一把短兵器
27、值得花时间的书
28、不拘于形，不困于技，无念无想，澄澈空明。
29、在那个时代写这样一本讲述单打独斗的书，并且作者又身体力行亲身实践的，应该仅此一家。武
藏野望虽大，可惜总是忘不了坐骑这件事
30、看专门讲打架的书还满有意思的，但是这本只能作为画相关题材漫画的动作指导。ps：这书副标
题太吓人了
31、人若知道得更多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很无知，所谓的道其实是殊途同归，五轮书与其说是武艺书，
倒不如说是哲学与心理的书更加合适，术之所以为术，就是道的一种分支，如观云一般，看到的即是
心中所反映的，道不变而术常变，变者其实是人心。值得细读的一本兵法书！
32、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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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轮书》

33、我承认，我当时真把它当成二刀流的武功秘籍看的⋯⋯
34、读了几遍 越读越有味
35、264
36、当你准备出刀时，心里除了如何击倒敌人不应该有任何想法。
37、空 空 空 
38、看个开头。
39、技法的极致训练
40、尚可，译文未见其好，大陆的日文译者不及台湾，无它，国文功底不行。
41、空之卷 —— 『洞察规律，但不被规律缚住手脚，从而率性而为，从心所欲不逾矩。』 
42、一周目
43、太简短了，只看到术，还是看不出道
44、自信（强大气势加主动进攻----＞掌控局势）；冷静（判断力加观察力加战术变化----＞找准时机
）；坚持实践，锻炼心智和意志。兵法之道，即求胜之道。
45、励志鸡汤，大碗的。
46、野人所著，故弄玄虚之处太多
47、毕竟是一个剑客出身的人所写，的确很务实，不过感觉表达能力有限，不过不影响宫本是个有智
慧的人这个事实。和孙子兵法的将和国的角度风格迥异。
48、:    E893.13/1
49、#恒阅#
1、诚心为思想之本；
2、悟道之途在于修炼；
3、广涉才艺，戒除修炼的障碍；
4、了解各行各业的职业之道；
5、能够辨别世间的得与失；
6、修炼自己判断和理解事物的能力；
7、要能洞悉一切；
8、留心细节小事；
9、不做无用之事。 
50、不动之心，如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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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轮书》

精彩书评

1、看完《五轮书》就像是看完一部动作电影，而武藏就是这部电影里的宗师。他将自己的剑道分五
卷，貌似讲‘剑’法，实则在说‘道’。 　　 　　下面是一些书摘： 　　 　　 　　地之卷 　　兵法
，与其说是一种技能，不如说是武士的艺术。 　　武士之道，以武为本，兼以修文。 　　武士学习
兵法是基于超越为人类的极限。 　　兵法之道，即求胜之道。 　　 　　如果你已经精通了剑法的精
髓，那么当你能击败一个对手时，你就能击败千万个对手，击败一个对手的技法和击败千万人的技法
没什么不同。 　　 　　兵法的精髓在于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二刀流 　　是指腰间佩戴的
两把刀，太刀和刀(胁差，短一些的刀)。 　　“二天一流”一开始是训练掌握双刀：一只手紧握长刀
，另一只手紧握短刀。 　　用刀之道不在于挥刀的速度，过分强调大力劈杀也不是用刀的正确方法，
用刀要求因地制宜。 　　二天一流之道就是必胜之道，无论用什么武器，也无论武器的长短。 　　 
　　各种兵器的特点 　　任何一种武器都有它的优缺点，因此在选择时不应差别对待或有所偏好，也
不要盲目地模仿别人，要尽量选择适合自己的武器。 　　 　　兵法的节拍 　　所有的技能和能力都
包含着节拍，即使是空也存在节拍。 　　兵法中蕴含的节拍：首先，要懂得敌我平衡的节拍，还要辩
明敌我不平衡的节拍；要看清对方的节拍，还要反制对方的节拍。因此要想在战场上获得胜利，就要
巧妙地察觉敌人的打算而且隐藏自己的打算，洞悉敌人的节拍而隐藏自己的节拍。 　　 　　二天一
流剑法原则： 　　1. 诚心为思想之本； 　　2. 悟道之途在于修炼； 　　3. 广涉才艺，戒除修炼的障碍
； 　　4. 了解各行各业的职业之道； 　　5. 能够辨别世间的得与失； 　　6. 修炼自己判断和理解事物
的能力； 　　7. 要能洞悉一切； 　　8. 留心细节小事； 　　9. 不做无用之事。 　　 　　当你的技艺
与身体完美地结合时，你用身体的任何部分都能战胜敌人。这是因为你的心智在兵法中得到了锻炼，
你在用你的意志战胜敌人。 　　 　　广义的兵法，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是让你善于挑选强兵健卒
，精通带兵；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是弘扬正义。如果这些事情始终贯穿着不败的精神去协助自己获
得声望，这便是兵法之道。 　　 　　 　　 　　水之卷 　　 　　“二天一流”的精神是以水性为基础
运用兵法的实践中去的。 　　 　　 　　兵法的心态 　　任何时候，人都必须保持平常心。无论是在
寻常事物还是在刀光剑影中，心里都不能发生任何起伏。心境始终要开阔直率，处于紧张和懈怠的平
衡点，不偏不倚，这样就能以不变应万变。 　　不要让精神为身体所累，也不要让身体被精神影响。
要注意力集中于心，而不是集中于身。不要让心觉得有所不足，也不要让身体觉得有所多余。露在外
面的心要弱，藏在深处的心要强。不要让别人突破自己的心态。 　　要想时刻使自己的内心世界处理
清静开阔和状态，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就需要时时擦拭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心智修炼要
能够明辨是非善恶，认识事物的本质。 　　 　　 　　兵法的姿势 　　对决时的姿势与训练时的姿势
保持一致。 　　 　　眼法： 　　要视远如近，视近如远。 　　不看敌人手中的武器就能感觉到武器
的存在。 　　要做到即使眼球不动分毫也能准确察知两边的情况。 　　 　　太刀握法： 　　当你拨
出剑来时，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击倒敌人。无论何时，都要以击败对手的心态来握刀。 　　 　
　步法： 　　阴阳步法，不要只移动一只脚。要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右脚前进，左脚则随即跟进；
右脚后退，左脚则随即收回。 　　 　　五种体势： 　　上段，中段，下段，左手位，右手位。目的
只有一个，杀死敌人。 　　 　　太刀刀法： 　　“通晓太刀之道”是运用两指去随心所欲地控制手
中之刀。 　　 　　刀法五技：中段位，上段位，下段位，左侧，右侧。 　　有势无势原则，核心概
念是以挥刀斩敌，无论要运用什么或是如何运用，无论是斩击，躲闪，跳跃或突刺，都要争取机会斩
杀敌人。以把握战斗机会为关键。 　　 　　一击制胜：找到最佳位时机，集中注意力，攻其不备。 
　　 　　第二次跃出：先虚晃一招，然后趁对方紧张后松解时，冲过去给他致使一击。 　　 　　无
念无相斩：双方都身体都处于进攻状态，精神也处理进攻状态，这时不假思索一劈而下。 　　 　　
一叶斩：将敌人的刀置于你的意志控制之下。当敌人在你面前摆好姿势意图攻击时，你必须用最强的
力量和勇气迎击对方的刀。如果你的意在落对方的刀，则他的刀必然被击落。 　　 　　短臂猿身：
手不要伸太远，要求身体动作像猿一样迅速，对方出手前就跃到他的近处。 　　 　　夺取制高点：
从气势上压倒对手。 　　 　　刺面：要想着刺对方的脸的信念去攻击，对方会急于躲闪，待对方有
了逃避退缩的意图后，你在气势上就胜他一筹，从而掌握先机。 　　 　　刺心脏：如果没有机会攻
击脸部时，就改攻击心脏，你的果断进攻会让敌人感受到刀势的凌厉，从而使对方的攻势有所减缓。 
　　 　　喝斥：要也出招用力的节奏完全一致。 　　 　　击闪：随着对方的节奏躲闪并伺机攻击，
叫做“击闪”。重点在于随着节奏去寻找进攻敌人的机会。 　　 　　以一战多：要注意攻敌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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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第一个敢于进攻的敌人，同时留意整个局势。一边左右挥舞双刀，一边警惕其他敌人发起的进
攻。要牢记设法让敌人排成直线，然后用力将其各个击破，不给他们时间和地方重整阵势。以一战多
要像对付单个敌人那样掌握他的节奏，找准他的死穴。 　　 　　把握时机：要仔细观察，逐渐洞悉
其中奥妙。 　　 　　人刀合一：身与心平。 　　 　　 　　 　　 　　 　　 　　 　　 　　 　　 　　
火之卷 　　要想在战斗中取胜，就必须要有强烈的杀敌动机。 　　即使单枪匹马对付五个或更多敌
人，也必须保证取得胜利。 　　 　　位置 　　要站在比敌人高的地方，哪怕只是高一点，这样也可
以“俯视”敌人，不管在气势还是视野上都会胜出一筹。尽量把敌人赶到自己的左边，最好让他身后
有障碍物。把敌人赶到有障碍物或死角后，要不停地的攻击他，不让敌人有观察形势的机会。做到这
点，要先观察好地形，而后充分利用地形的便利，抢占先机。 　　 　　三先 　　1.�主动进攻以获得先
机 　　2.�当敌人发起进攻，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抢占先机 　　3.�双方都在进攻时抢占先机 　　一是
，在悬而未发的状态下抢占先机；二是，防守的状态下抢占先机；三是，对抗状态下抢占先机。“先
”是一个策略，要做到“先”，需要有睿智的头脑和强大的力量。 　　 　　压枕 　　其意是不让敌
人有抬头的机会。在战斗中，我们要做的就是阻止对方进攻，格挡对方的兵器，脱离对方的控制，同
时想方设法使战斗局势有利于己方。 　　要让敌人根本没机会对你发起进攻，要在第一时间判断他的
动作，从而采取措施，挫败敌人的意图。 　　 　　穿越激流 　　要认清局势，知己知彼。要保持内
心的宁静。 　　 　　了解对手 　　先要了解对手的实力，然后判断对手的意图，进而分析敌我对方
在各方面的力量对比，再确定部署。 　　 　　踏住敌人的剑 　　要点是，攻击时要“快”。只要你
足够快，无论敌人使用何种武器，都可能被你‘踏’住，动弹不得。要做到这点，必须认清敌人的攻
击套路，才可能‘踏’住他的要害。 　　 　　乘胜追击 　　在敌人节奏错乱，行将溃败时，别给他
喘息的机会，要抓紧攻击，直到他完全溃败。 　　要精确计算和对敌人行动的了解，要有强大的力量
和果断的行动去进行猛烈的追击。 　　 　　变成敌人 　　把自己放在敌人的位置上，从敌人的角度
考虑问题。 　　 　　转变思路 　　放弃现有的方法，重新采用别的方法，从而抢占先机，出其不意
地扭转战斗局势。 　　试探 　　以佯装强攻来察看其反应。 　　 　　抑影 　　在敌人发起进攻的刹
那果断地遏制他。 　　 　　感染 　　如果敌人锐气方盛，就要表现得不急不躁。再暗中做好进攻准
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进攻。 　　 　　扰敌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敌人的心神不宁作
为你夺取主动权的有利条件。 　　 　　威吓 　　出其不意的巨响，会让敌人在刹那间惊慌失措，从
而分散注意力。不论用什么方法都要起到威吓敌人的作用。 　　 　　缠战 　　在双方胜负并不十分
明朗而越战斗越激烈时，要紧紧纠缠住敌人，使他无法逃出你的控制去另寻其他有利于他的时机。 　
　 　　攻其薄弱 　　专门寻找薄弱环节下手，再逐步瓦解。 　　 　　迷惑 　　指扰乱敌人的心神，
不让他有稳定的心态，分散注意力。 　　 　　三吼 　　最初一吼，当中一吼和最后一吼。吼声要充
满气势和力量。无论佯攻还是怒吼，都是为了扰乱敌人的心神。 　　 　　之字战 　　单枪匹马面对
从多敌人时，适宜“之”字路线进攻敌人。先追赶并打败一个敌人，再绕到另一侧攻击，如此反复，
坚持“之”字路线在短方阵营里行走。 　　 　　击溃 　　先要有必胜的信念，一旦发现敌人的弱势
，就加强自己的强势，力争从气势上压倒敌人。 　　 　　出人意料 　　不要重复使用同样的方法，
同种方法，最多用两次，不允许用第三次。 　　 　　攻心为上 　　要打垮敌人的意志 　　 　　另辟
蹊径 　　彻底抛弃原来的路线，把这场战斗当做一场新的战斗，以全新的精神面貌进入到战争中。 
　　 　　大局为重 　　要心存全局观 　　 　　无刀 　　一是指有刀也无法获胜，另指不用刀也能战
胜。 　　 　　身如磐石 　　要有不可动摇的坚定意志。 　　 　　 　　 　　 　　 　　 　　 　　风之
卷 　　 　　简单、直接、快速取胜，是“二天一流”的优势所在。 　　要了解武士之道的真义，要
求勤勉和实践。 　　我的兵法没有什么绝招秘技的，也没有初高级之分，我所强调的是你对兵法精髓
的细心体会。 　　 　　 　　空之卷 　　“二天一流”的最高境界是，无知无觉空无一物的境界。 　
　这里的空，既是知“无”，又是知“有”。 　　 　　当扫除一切困惑，达到心中清澄明澈的境界
，你的毅力和心智都会得到极大的锻炼，你会变得目光如炬，洞悉一切事物的本质。从此你心中不再
会有任何的困惑和黑暗，从而进入正直的“空的境界”。 　　 　　真正的道，就是直道而行，也就
是保持一颗率真的心，这样的心就可以扫除无数的阴影，帮助你看清天地间万物——这才是“空”的
境界。 　　在空明的状态中，善的力量会驱除一切恶行恶念，智慧、真理、道，这三朵奇葩从此在空
无一物的清澈大地中盛开。 　　空，有善无恶 　　智者有也 　　 　　理者有也 　　道者有也 　　心
者空也 
2、第一次看兵法类的书，只能羞愧的说，看不懂。全书很短，一个多小时就能看完，但确实看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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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想要重头再看一遍，却也明白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看懂的事儿——需要时间，需要历练。《五
轮书》是日本战无不胜的兵法大家宫本武藏的呕心沥血之作，晚年写于一个山洞中，写完之后一代武
神就去世了。书中是讲克敌制胜的，但却不仅如此，世间的道都是相通的，作者也一再强调，所以纵
然看不懂兵法，其中的一两点道理还是让人不明觉厉。作者强调的重点似乎有三个：目标，苦练和简
单。武士的目标就是战胜杀死对手，所以练习之时不要对某种武器有偏爱，不要注重各种繁杂的技巧
，争斗之时要心无杂念，只为胜敌。苦练：一个人，即使并不具备成为“武士”的天赋，只要不断努
力，加强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兵法修养，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武士。简单：身形、心态的简单。摘出来
几条有感触的句子。“速度并非是真正的兵法战略。提到速度，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应该是物体移动的
快慢能否预期固有的节拍相协调。”速度是用来服务的，是一个工具，有速度只是为了更好的克敌。
如果过于追求速度就会舍本逐末，欲速则不达。从今年的健身经验和一些朋友的失败经验中，深刻体
会到了“慢就是快”的道理。出发前，想想为什么。&quot;不懂兵法原则，只想依靠刀长的优势，从
远距离来战胜敌人，是内心虚弱的人才做的事“。说来好笑，看到这句我第一反应是想到自己每次出
门都会乱七八糟带一堆东西，还依旧担心有什么没带。也许吧，内心不够强大，怕东怕西。”你必须
具有不可动摇之伟大心魄“。还是说内心的强大。”一旦陷入细节的纠缠，应迅速将其转换到大局上
“。我就是喜欢陷入细节中的人，这句话可以当做警醒。“如果你时常和群敌对战，并学会了怎样把
他们逼入绝境，那么，无论是面对一个、十个甚或是二十个敌人，你都能以宁静之心平常待之”。瞬
间想到了我最害怕的“多对一”面试，仿佛就是众人围攻的场景。以前想想都怕，现在终于敢面对了
，而且也梗着脖子面了那么多次，尽管效果还是不好，但至少有和群敌对战的经验了，至于怎么成功
，又怎么有后来的平常心，只有到那时才知道了。”以今日之我胜昨日之我，明日之我才可胜众人“
。进步着就是幸福着。最喜欢的是《兵法之心态》那一章，因为这是我一直在追寻却不得的东西。总
是遇事着急，紧张，想要完美，却又达不到。往往在慌乱中，就先输了。所幸现在有了一些勇气，不
再逃避了，剩下的伟大心魄就在时间中历练吧。“即使在决斗时也应保持平常练习时的心态，不要有
任何改变起伏。心境要保持开阔率直，既不紧张也不懈怠，不要偏向任何一边；心态要平和，舒缓而
动。”“露在面上的心要弱，藏在深处的心要强，不要让别人窥破自己的心态”。“要保持内心世界
的清纯开朗，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就必须时时勤拭心智。只有当你把心智锤炼到能够明
辨是非、善恶的时候；只有当你广通诸艺，能不受世人所骗的时候，你才能参透兵法的奥义，成为顶
尖剑士。”书中最玄妙的地方应该是关于“道”和“空”，这个是真看不懂。只能凭感觉记一些话了
。当你悟得了某个到底，又能不被这个道理所束缚，这就是“空”。所谓道，是指做一切事情的至高
无上的方法。诸道都是相通的，拥有广博的知识，就能更好地体悟本门之道。最大的道，就是直道而
行。也就是保持一颗率真的童心，这样的心可以扫除无数阴翳，助你看清天地间万事万物——这就是
“空”的境界。《五轮书》值得各个职业的人读，果然不错。
3、看完《五轮书》就像是看完一部动作电影，而武藏就是这部电影里的宗师。他将自己的剑道分五
卷，貌似讲‘剑’法，实则在说‘道’。下面是一些书摘：地之卷兵法，与其说是一种技能，不如说
是武士的艺术。武士之道，以武为本，兼以修文。武士学习兵法是基于超越为人类的极限。兵法之道
，即求胜之道。如果你已经精通了剑法的精髓，那么当你能击败一个对手时，你就能击败千万个对手
，击败一个对手的技法和击败千万人的技法没什么不同。兵法的精髓在于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二刀
流是指腰间佩戴的两把刀，太刀和刀(胁差，短一些的刀)。“二天一流”一开始是训练掌握双刀：一
只手紧握长刀，另一只手紧握短刀。用刀之道不在于挥刀的速度，过分强调大力劈杀也不是用刀的正
确方法，用刀要求因地制宜。二天一流之道就是必胜之道，无论用什么武器，也无论武器的长短。各
种兵器的特点任何一种武器都有它的优缺点，因此在选择时不应差别对待或有所偏好，也不要盲目地
模仿别人，要尽量选择适合自己的武器。兵法的节拍所有的技能和能力都包含着节拍，即使是空也存
在节拍。兵法中蕴含的节拍：首先，要懂得敌我平衡的节拍，还要辩明敌我不平衡的节拍；要看清对
方的节拍，还要反制对方的节拍。因此要想在战场上获得胜利，就要巧妙地察觉敌人的打算而且隐藏
自己的打算，洞悉敌人的节拍而隐藏自己的节拍。二天一流剑法原则：1. 诚心为思想之本；    2. 悟道
之途在于修炼；    3. 广涉才艺，戒除修炼的障碍；4. 了解各行各业的职业之道；5. 能够辨别世间的得
与失；6. 修炼自己判断和理解事物的能力；7. 要能洞悉一切；8. 留心细节小事；9. 不做无用之事。当
你的技艺与身体完美地结合时，你用身体的任何部分都能战胜敌人。这是因为你的心智在兵法中得到
了锻炼，你在用你的意志战胜敌人。广义的兵法，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是让你善于挑选强兵健卒，
精通带兵；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是弘扬正义。如果这些事情始终贯穿着不败的精神去协助自己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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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望，这便是兵法之道。水之卷“二天一流”的精神是以水性为基础运用兵法的实践中去的。兵法的
心态任何时候，人都必须保持平常心。无论是在寻常事物还是在刀光剑影中，心里都不能发生任何起
伏。心境始终要开阔直率，处于紧张和懈怠的平衡点，不偏不倚，这样就能以不变应万变。不要让精
神为身体所累，也不要让身体被精神影响。要注意力集中于心，而不是集中于身。不要让心觉得有所
不足，也不要让身体觉得有所多余。露在外面的心要弱，藏在深处的心要强。不要让别人突破自己的
心态。要想时刻使自己的内心世界处理清静开阔和状态，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就需要时
时擦拭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心智修炼要能够明辨是非善恶，认识事物的本质。兵法的姿势对决时的姿
势与训练时的姿势保持一致。眼法：要视远如近，视近如远。不看敌人手中的武器就能感觉到武器的
存在。要做到即使眼球不动分毫也能准确察知两边的情况。太刀握法：当你拨出剑来时，你的目的只
有一个，就是击倒敌人。无论何时，都要以击败对手的心态来握刀。步法：阴阳步法，不要只移动一
只脚。要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右脚前进，左脚则随即跟进；右脚后退，左脚则随即收回。五种体势
：上段，中段，下段，左手位，右手位。目的只有一个，杀死敌人。太刀刀法：“通晓太刀之道”是
运用两指去随心所欲地控制手中之刀。刀法五技：中段位，上段位，下段位，左侧，右侧。有势无势
原则，核心概念是以挥刀斩敌，无论要运用什么或是如何运用，无论是斩击，躲闪，跳跃或突刺，都
要争取机会斩杀敌人。以把握战斗机会为关键。一击制胜：找到最佳位时机，集中注意力，攻其不备
。第二次跃出：先虚晃一招，然后趁对方紧张后松解时，冲过去给他致使一击。无念无相斩：双方都
身体都处于进攻状态，精神也处理进攻状态，这时不假思索一劈而下。一叶斩：将敌人的刀置于你的
意志控制之下。当敌人在你面前摆好姿势意图攻击时，你必须用最强的力量和勇气迎击对方的刀。如
果你的意在落对方的刀，则他的刀必然被击落。短臂猿身：手不要伸太远，要求身体动作像猿一样迅
速，对方出手前就跃到他的近处。夺取制高点：从气势上压倒对手。刺面：要想着刺对方的脸的信念
去攻击，对方会急于躲闪，待对方有了逃避退缩的意图后，你在气势上就胜他一筹，从而掌握先机。
刺心脏：如果没有机会攻击脸部时，就改攻击心脏，你的果断进攻会让敌人感受到刀势的凌厉，从而
使对方的攻势有所减缓。喝斥：要也出招用力的节奏完全一致。击闪：随着对方的节奏躲闪并伺机攻
击，叫做“击闪”。重点在于随着节奏去寻找进攻敌人的机会。以一战多：要注意攻敌的次序，攻击
第一个敢于进攻的敌人，同时留意整个局势。一边左右挥舞双刀，一边警惕其他敌人发起的进攻。要
牢记设法让敌人排成直线，然后用力将其各个击破，不给他们时间和地方重整阵势。以一战多要像对
付单个敌人那样掌握他的节奏，找准他的死穴。把握时机：要仔细观察，逐渐洞悉其中奥妙。人刀合
一：身与心平。火之卷要想在战斗中取胜，就必须要有强烈的杀敌动机。即使单枪匹马对付五个或更
多敌人，也必须保证取得胜利。位置要站在比敌人高的地方，哪怕只是高一点，这样也可以“俯视”
敌人，不管在气势还是视野上都会胜出一筹。尽量把敌人赶到自己的左边，最好让他身后有障碍物。
把敌人赶到有障碍物或死角后，要不停地的攻击他，不让敌人有观察形势的机会。做到这点，要先观
察好地形，而后充分利用地形的便利，抢占先机。三先1.�主动进攻以获得先机2.�当敌人发起进攻，要利
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抢占先机3.�双方都在进攻时抢占先机一是，在悬而未发的状态下抢占先机；二是，
防守的状态下抢占先机；三是，对抗状态下抢占先机。“先”是一个策略，要做到“先”，需要有睿
智的头脑和强大的力量。压枕其意是不让敌人有抬头的机会。在战斗中，我们要做的就是阻止对方进
攻，格挡对方的兵器，脱离对方的控制，同时想方设法使战斗局势有利于己方。要让敌人根本没机会
对你发起进攻，要在第一时间判断他的动作，从而采取措施，挫败敌人的意图。穿越激流要认清局势
，知己知彼。要保持内心的宁静。了解对手先要了解对手的实力，然后判断对手的意图，进而分析敌
我对方在各方面的力量对比，再确定部署。踏住敌人的剑要点是，攻击时要“快”。只要你足够快，
无论敌人使用何种武器，都可能被你‘踏’住，动弹不得。要做到这点，必须认清敌人的攻击套路，
才可能‘踏’住他的要害。乘胜追击在敌人节奏错乱，行将溃败时，别给他喘息的机会，要抓紧攻击
，直到他完全溃败。要精确计算和对敌人行动的了解，要有强大的力量和果断的行动去进行猛烈的追
击。变成敌人把自己放在敌人的位置上，从敌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转变思路放弃现有的方法，重新采
用别的方法，从而抢占先机，出其不意地扭转战斗局势。试探以佯装强攻来察看其反应。抑影在敌人
发起进攻的刹那果断地遏制他。感染如果敌人锐气方盛，就要表现得不急不躁。再暗中做好进攻准备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进攻。扰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敌人的心神不宁作为你夺取主动权的
有利条件。威吓出其不意的巨响，会让敌人在刹那间惊慌失措，从而分散注意力。不论用什么方法都
要起到威吓敌人的作用。缠战在双方胜负并不十分明朗而越战斗越激烈时，要紧紧纠缠住敌人，使他
无法逃出你的控制去另寻其他有利于他的时机。攻其薄弱专门寻找薄弱环节下手，再逐步瓦解。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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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扰乱敌人的心神，不让他有稳定的心态，分散注意力。三吼最初一吼，当中一吼和最后一吼。吼声
要充满气势和力量。无论佯攻还是怒吼，都是为了扰乱敌人的心神。之字战单枪匹马面对从多敌人时
，适宜“之”字路线进攻敌人。先追赶并打败一个敌人，再绕到另一侧攻击，如此反复，坚持“之”
字路线在短方阵营里行走。击溃先要有必胜的信念，一旦发现敌人的弱势，就加强自己的强势，力争
从气势上压倒敌人。出人意料不要重复使用同样的方法，同种方法，最多用两次，不允许用第三次。
攻心为上要打垮敌人的意志另辟蹊径彻底抛弃原来的路线，把这场战斗当做一场新的战斗，以全新的
精神面貌进入到战争中。大局为重要心存全局观无刀一是指有刀也无法获胜，另指不用刀也能战胜。
身如磐石要有不可动摇的坚定意志。风之卷简单、直接、快速取胜，是“二天一流”的优势所在。要
了解武士之道的真义，要求勤勉和实践。我的兵法没有什么绝招秘技的，也没有初高级之分，我所强
调的是你对兵法精髓的细心体会。空之卷“二天一流”的最高境界是，无知无觉空无一物的境界。这
里的空，既是知“无”，又是知“有”。当扫除一切困惑，达到心中清澄明澈的境界，你的毅力和心
智都会得到极大的锻炼，你会变得目光如炬，洞悉一切事物的本质。从此你心中不再会有任何的困惑
和黑暗，从而进入正直的“空的境界”。真正的道，就是直道而行，也就是保持一颗率真的心，这样
的心就可以扫除无数的阴影，帮助你看清天地间万物——这才是“空”的境界。在空明的状态中，善
的力量会驱除一切恶行恶念，智慧、真理、道，这三朵奇葩从此在空无一物的清澈大地中盛开。空，
有善无恶智者有也理者有也道者有也心者空也
4、转述自P105，”Kendo and Zen&quot;一节禅没有任何修饰，直击事物的本质。没有仪式，也无教义
，禅修的收获是非常个人化的。顿悟并不意味着行为上的变化，而是对平凡生活本质的理解。终点亦
是起点，最终的奥秘就是最初的简致⋯⋯最初课亦是最终课，大师与学徒在行为上并无二致。真理周
而复始，乃是一个循环⋯⋯剑道学徒不知疲倦地练习，昼夜挥砍，学习着恶战中的各种技艺，直到最
终“有剑”变为“无剑”，“有念”变为“无念”，所剩的仅是各种情形下自然而然反应（终成剑道
大师）。最初的教诲成为了最终的真理，而此时（新晋）的剑道大师仍然继续着这最开始的练习，日
复一日。我想，宫本武藏最值得称道学习的，应该就是他的“敬“与”笃”了。
5、本书简明、易懂，系《五轮书》的译本，该书为中英两部分，中文部分（加图）共98页，语言翻译
不错，有益于快速了解宫本武藏的《五轮书》原著精神。如果在此基础上需要详加了解，可参阅《图
解五轮书》。因此，我在阅读完本书后，制作了一个简单的豆列，来表明这个顺序。我自己，是先看
《图解五轮书》，总觉得有点不明所以，尤其是对于空之卷，所以，又借到一兵译的这个版本来看，
终于明白空之卷原本简单，但是简单的文字值得再三玩味：“空”的本意是没有，它是无始无终，无
内无外，无处不在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你悟得了某个道理，又能不被这个道理所束缚，这就是
“空”。因为兵法之道就是自然之道，把身体融于自然，你就会体察到大自然的韵律和不可思议的力
量。达到这个境界，你就可以不拘泥于兵法又能随心所欲地发挥兵法的作用，抓住时机，一招制敌。
前四卷是教会你兵法，而这一卷是叫你忘记兵法，前四卷教的是“有法”，这一卷教的是“无法”。
武士对兵法的理解应该相当准确，然后勤加练习，直到扫除一切困惑，达到心中清澄明澈的境界。此
时，你的毅力和心智都会得到极大的锻炼，你会变得目光如炬，洞悉一切事物的本质。从此你的心中
不再会有任何的困惑和黑暗，从而进入真正的“空”的境界。真正的道，就是直道而行，也就是保持
一颗率真的心，这样的心就可以扫除无数的阴影，帮助你看清天地间万物——这才是“空”的境界。
这令我想起冯仑的一句话：不知道事物的规律和逻辑时就不会从容。另外也记录下了二天一流剑法
的9个原则：1、诚心为思想之本；2、悟道之途在于修炼；3、广涉才艺，戒除修炼的障碍；4、了解各
行各业的职业之道；5、能够辨别世间的得与失；6、修炼自己判断和理解事物的能力；7、要能洞悉一
切；8、留心细节小事；9、不做无用之事。 我在阅读完本书后，又翻阅了一下《图解五轮书》，感觉
两书搭配起来看非常好。因为《五轮书》是宫本武藏原著，所以首先，最好是看原文，了解大意是什
么，如果再有不明白之处，可以看辅助的参考书藉，比如图解。在本书中，98页后是英文部分，我的
确不明白这部分有什么作用，因为如果是面向英语系读者，单出一本书就好了。不过这部分的插图也
不错，所以我就当绘本看了。
6、孙子兵法重防守，五轮书重进攻。孙子兵法重战略，五轮书重战术。孙子兵法重整体，五轮书重
个体。孙子兵法重外在，五轮书重内心。孙子兵法重知，五轮书重行。孙子兵法用来布局系统，五轮
书用来管理心态。相得益彰，好书力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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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五轮书》的笔记-第1页

        笔记如下：

2、《五轮书》的笔记-全书摘录

        1. 在宫本武藏的兵法哲学中，没有饿虎扑羊，只有伺机而动。
2. 战前，决战地点的地理形势、气候、光线动向乃至一草一木，他必一一细查，审慎考量。
3. 兵法最重要的原则是，即使在极度混乱中，也要保持内心的镇定与冷静。
4. 以剑道通天人之道。
5. 碧潭沉宝镜的剑道之心。 
6. 空之道，即空明之道。这个空明，是经过定下心来，日夜勤练，不断打磨心性与头脑。当你的精神
一尘不染，当困惑的云雾一扫而空之际，便是真正的空明了。剑道的空，是一种自由无碍，清澈明澄
的心境。
7. 临敌之际，不为环境所蔽，不为对方行动所蔽，不为自己情感所蔽，不为自己思考所蔽，而能面对
一切本来面目便是“空”的意思。
8. 人生在世，最怕自以为知。
9. 倘若误以为自己的影子就是对手，只会像狗追自己的尾巴一样打转。
10. 看清事物，看清敌我，看清一切。
11. 一颗平常心
12. 宫本武藏注重“等待”的学习，久等而不躁。
13. 平常心不但视等待为时机，更让我们在一刹那中发出全力攻击。
14. 以平常心面对万物之人，没有等与不等之分，当然也没有等待或失望之苦。
15. 等待者本处于被动地位，处境不佳，但善守者，又或平常心应对者，便能转被动为主动，更准确的
说，没有了主被动之分，只是自然反应而已。
16. 二天一流中所谓的“二天”就是指“二天晒日”，指的是太阳和月亮，即阴阳。
17. 未参禅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
得个休歇处，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18. 兵法，与其说是一种技能，不如说是武士的艺术。
19. 世间有无数种道，不同领域的道技术手段或有不同，但道义是一致的。只是人们按照各自的喜好发
展着各自的特长。
20. 喜好花哨的技巧或片面地讲求利益是兵法的大忌。
21.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你悟到了某个道理，又能不被这个道理所束缚，这就是“空”。
22. 兵法之道就是自然之道，把身体融于自然，你就会体察到大自然的韵律和不可思议的力量。
23. 学习兵法是为了忘记兵法。
24. “二刀”是学习单手操刀的方法，其目的是让人们在任何一只手挥刀的情况下就能制服敌人。
25. 唯有拥有广博的知识，才能更好地体味本门之道。
26. 所有的技艺和能力都有节奏，即便是空也是有节奏的。
27. 悲剧的发生正是因为某种固有节奏的紊乱。
28. 静时心不静，急时心不急。既不要让精神为身体所累，也不要让身体被精神影响。
29. 应把自己的心态从主观偏见中解脱出来，不要被其固有的反应所误导。
30. 要想时刻使自己的内心世界处于清净开阔的状态，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就需要我们时
时擦拭我们的心智。当我们的心智修炼到能够明辨是非的时候，就能掀开罩在一切事物上的面纱，认
识事物的本质，这时我们才能明白兵法的真谛。
31. 视远如近，视近如远
32. 挥刀过于迅猛势必造成挥刀困难，要想灵活自如地控制手中的刀，就必须以冷静平缓之势将其挥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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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刀合一，身与心平
34. 不可动摇，是一切中的最伟大者。
35. 如果你用力过大，就会震脱自己手中的刀，这时你想要再抓稳它，就会使行动变得迟缓。所以在决
斗中追求“强有力的打击”是非常不可取的。
36. 猛烈的攻势必然遇到猛烈的抵抗，只有正确的策略才是取胜的根本。
37. 长短本身就是相对的概念。刀的长短没有一定的规定，每个人的力量和自身情况也各有不同。
38. 从根本上说，世上并没有太多杀人的刀法。一个精通兵法的人杀死对手，同一个妇女或孩童所用的
姿势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39. 在我的兵法中，讲究简单直接的心态和进攻方式。
40. 开阔视野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把目光只局限于一点，势必会被细小的变化扰乱心智，从而失去获胜
的机会。
41. 快未必是最好的，最可取的速度是与事物固有规律合拍的速度。真正精通兵法的人是不会盲目求快
的。
42. 我们都知道欲速则不达的道理，所以兵法高手并不急于求胜，而是按照兵法的要求从容布局，让一
切无懈可击。
43. 如果敌人表现得过于急躁，你要做的正好与之相反。 
44. 无论是修炼佛法，还是经历世事，在没有到达终点之前，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体验是最好最正确的
。但是一旦以平常心去观察，以天地之理去审视他们的灵魂，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诸多执迷的想法其
实早已偏离了真正的道。
45. 真正的道就是直道而行，也就是保持一颗率真的心。

3、《五轮书》的笔记-第1页

        看完《五轮书》就像是看完一部动作电影，而武藏就是这部电影里的宗师。他将自己的剑道分五
卷，貌似讲‘剑’法，实则在说‘道’。 
　　 
　　下面是一些书摘： 
　　 
　　 
　　地之卷 
　　兵法，与其说是一种技能，不如说是武士的艺术。 
　　武士之道，以武为本，兼以修文。 
　　武士学习兵法是基于超越为人类的极限。 
　　兵法之道，即求胜之道。 
　　 
　　如果你已经精通了剑法的精髓，那么当你能击败一个对手时，你就能击败千万个对手，击败一个
对手的技法和击败千万人的技法没什么不同。 
　　 
　　兵法的精髓在于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二刀流 
　　是指腰间佩戴的两把刀，太刀和刀(胁差，短一些的刀)。 
　　“二天一流”一开始是训练掌握双刀：一只手紧握长刀，另一只手紧握短刀。 
　　用刀之道不在于挥刀的速度，过分强调大力劈杀也不是用刀的正确方法，用刀要求因地制宜。 
　　二天一流之道就是必胜之道，无论用什么武器，也无论武器的长短。 
　　 
　　各种兵器的特点 
　　任何一种武器都有它的优缺点，因此在选择时不应差别对待或有所偏好，也不要盲目地模仿别人
，要尽量选择适合自己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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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法的节拍 
　　所有的技能和能力都包含着节拍，即使是空也存在节拍。 
　　兵法中蕴含的节拍：首先，要懂得敌我平衡的节拍，还要辩明敌我不平衡的节拍；要看清对方的
节拍，还要反制对方的节拍。因此要想在战场上获得胜利，就要巧妙地察觉敌人的打算而且隐藏自己
的打算，洞悉敌人的节拍而隐藏自己的节拍。 
　　 
　　二天一流剑法原则： 
　　1. 诚心为思想之本； 
　　2. 悟道之途在于修炼； 
　　3. 广涉才艺，戒除修炼的障碍； 
　　4. 了解各行各业的职业之道； 
　　5. 能够辨别世间的得与失； 
　　6. 修炼自己判断和理解事物的能力； 
　　7. 要能洞悉一切； 
　　8. 留心细节小事； 
　　9. 不做无用之事。 
　　 
　　当你的技艺与身体完美地结合时，你用身体的任何部分都能战胜敌人。这是因为你的心智在兵法
中得到了锻炼，你在用你的意志战胜敌人。 
　　 
　　广义的兵法，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是让你善于挑选强兵健卒，精通带兵；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是弘扬正义。如果这些事情始终贯穿着不败的精神去协助自己获得声望，这便是兵法之道。 
　　 
　　 
　　 
　　水之卷 
　　 
　　“二天一流”的精神是以水性为基础运用兵法的实践中去的。 
　　 
　　 
　　兵法的心态 
　　任何时候，人都必须保持平常心。无论是在寻常事物还是在刀光剑影中，心里都不能发生任何起
伏。心境始终要开阔直率，处于紧张和懈怠的平衡点，不偏不倚，这样就能以不变应万变。 
　　不要让精神为身体所累，也不要让身体被精神影响。要注意力集中于心，而不是集中于身。不要
让心觉得有所不足，也不要让身体觉得有所多余。露在外面的心要弱，藏在深处的心要强。不要让别
人突破自己的心态。 
　　要想时刻使自己的内心世界处理清静开阔和状态，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就需要时时
擦拭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心智修炼要能够明辨是非善恶，认识事物的本质。 
　　 
　　 
　　兵法的姿势 
　　对决时的姿势与训练时的姿势保持一致。 
　　 
　　眼法： 
　　要视远如近，视近如远。 
　　不看敌人手中的武器就能感觉到武器的存在。 
　　要做到即使眼球不动分毫也能准确察知两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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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刀握法： 
　　当你拨出剑来时，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击倒敌人。无论何时，都要以击败对手的心态来握刀
。 
　　 
　　步法： 
　　阴阳步法，不要只移动一只脚。要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右脚前进，左脚则随即跟进；右脚后退
，左脚则随即收回。 
　　 
　　五种体势： 
　　上段，中段，下段，左手位，右手位。目的只有一个，杀死敌人。 
　　 
　　太刀刀法： 
　　“通晓太刀之道”是运用两指去随心所欲地控制手中之刀。 
　　 
　　刀法五技：中段位，上段位，下段位，左侧，右侧。 
　　有势无势原则，核心概念是以挥刀斩敌，无论要运用什么或是如何运用，无论是斩击，躲闪，跳
跃或突刺，都要争取机会斩杀敌人。以把握战斗机会为关键。 
　　 
　　一击制胜：找到最佳位时机，集中注意力，攻其不备。 
　　 
　　第二次跃出：先虚晃一招，然后趁对方紧张后松解时，冲过去给他致使一击。 
　　 
　　无念无相斩：双方都身体都处于进攻状态，精神也处理进攻状态，这时不假思索一劈而下。 
　　 
　　一叶斩：将敌人的刀置于你的意志控制之下。当敌人在你面前摆好姿势意图攻击时，你必须用最
强的力量和勇气迎击对方的刀。如果你的意在落对方的刀，则他的刀必然被击落。 
　　 
　　短臂猿身：手不要伸太远，要求身体动作像猿一样迅速，对方出手前就跃到他的近处。 
　　 
　　夺取制高点：从气势上压倒对手。 
　　 
　　刺面：要想着刺对方的脸的信念去攻击，对方会急于躲闪，待对方有了逃避退缩的意图后，你在
气势上就胜他一筹，从而掌握先机。 
　　 
　　刺心脏：如果没有机会攻击脸部时，就改攻击心脏，你的果断进攻会让敌人感受到刀势的凌厉，
从而使对方的攻势有所减缓。 
　　 
　　喝斥：要也出招用力的节奏完全一致。 
　　 
　　击闪：随着对方的节奏躲闪并伺机攻击，叫做“击闪”。重点在于随着节奏去寻找进攻敌人的机
会。 
　　 
　　以一战多：要注意攻敌的次序，攻击第一个敢于进攻的敌人，同时留意整个局势。一边左右挥舞
双刀，一边警惕其他敌人发起的进攻。要牢记设法让敌人排成直线，然后用力将其各个击破，不给他
们时间和地方重整阵势。以一战多要像对付单个敌人那样掌握他的节奏，找准他的死穴。 
　　 
　　把握时机：要仔细观察，逐渐洞悉其中奥妙。 
　　 
　　人刀合一：身与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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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之卷 
　　要想在战斗中取胜，就必须要有强烈的杀敌动机。 
　　即使单枪匹马对付五个或更多敌人，也必须保证取得胜利。 
　　 
　　位置 
　　要站在比敌人高的地方，哪怕只是高一点，这样也可以“俯视”敌人，不管在气势还是视野上都
会胜出一筹。尽量把敌人赶到自己的左边，最好让他身后有障碍物。把敌人赶到有障碍物或死角后，
要不停地的攻击他，不让敌人有观察形势的机会。做到这点，要先观察好地形，而后充分利用地形的
便利，抢占先机。 
　　 
　　三先 
　　1.�主动进攻以获得先机 
　　2.�当敌人发起进攻，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抢占先机 
　　3.�双方都在进攻时抢占先机 
　　一是，在悬而未发的状态下抢占先机；二是，防守的状态下抢占先机；三是，对抗状态下抢占先
机。“先”是一个策略，要做到“先”，需要有睿智的头脑和强大的力量。 
　　 
　　压枕 
　　其意是不让敌人有抬头的机会。在战斗中，我们要做的就是阻止对方进攻，格挡对方的兵器，脱
离对方的控制，同时想方设法使战斗局势有利于己方。 
　　要让敌人根本没机会对你发起进攻，要在第一时间判断他的动作，从而采取措施，挫败敌人的意
图。 
　　 
　　穿越激流 
　　要认清局势，知己知彼。要保持内心的宁静。 
　　 
　　了解对手 
　　先要了解对手的实力，然后判断对手的意图，进而分析敌我对方在各方面的力量对比，再确定部
署。 
　　 
　　踏住敌人的剑 
　　要点是，攻击时要“快”。只要你足够快，无论敌人使用何种武器，都可能被你‘踏’住，动弹
不得。要做到这点，必须认清敌人的攻击套路，才可能‘踏’住他的要害。 
　　 
　　乘胜追击 
　　在敌人节奏错乱，行将溃败时，别给他喘息的机会，要抓紧攻击，直到他完全溃败。 
　　要精确计算和对敌人行动的了解，要有强大的力量和果断的行动去进行猛烈的追击。 
　　 
　　变成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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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放在敌人的位置上，从敌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转变思路 
　　放弃现有的方法，重新采用别的方法，从而抢占先机，出其不意地扭转战斗局势。 
　　试探 
　　以佯装强攻来察看其反应。 
　　 
　　抑影 
　　在敌人发起进攻的刹那果断地遏制他。 
　　 
　　感染 
　　如果敌人锐气方盛，就要表现得不急不躁。再暗中做好进攻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进攻
。 
　　 
　　扰敌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敌人的心神不宁作为你夺取主动权的有利条件。 
　　 
　　威吓 
　　出其不意的巨响，会让敌人在刹那间惊慌失措，从而分散注意力。不论用什么方法都要起到威吓
敌人的作用。 
　　 
　　缠战 
　　在双方胜负并不十分明朗而越战斗越激烈时，要紧紧纠缠住敌人，使他无法逃出你的控制去另寻
其他有利于他的时机。 
　　 
　　攻其薄弱 
　　专门寻找薄弱环节下手，再逐步瓦解。 
　　 
　　迷惑 
　　指扰乱敌人的心神，不让他有稳定的心态，分散注意力。 
　　 
　　三吼 
　　最初一吼，当中一吼和最后一吼。吼声要充满气势和力量。无论佯攻还是怒吼，都是为了扰乱敌
人的心神。 
　　 
　　之字战 
　　单枪匹马面对从多敌人时，适宜“之”字路线进攻敌人。先追赶并打败一个敌人，再绕到另一侧
攻击，如此反复，坚持“之”字路线在短方阵营里行走。 
　　 
　　击溃 
　　先要有必胜的信念，一旦发现敌人的弱势，就加强自己的强势，力争从气势上压倒敌人。 
　　 
　　出人意料 
　　不要重复使用同样的方法，同种方法，最多用两次，不允许用第三次。 
　　 
　　攻心为上 
　　要打垮敌人的意志 
　　 
　　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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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抛弃原来的路线，把这场战斗当做一场新的战斗，以全新的精神面貌进入到战争中。 
　　 
　　大局为重 
　　要心存全局观 
　　 
　　无刀 
　　一是指有刀也无法获胜，另指不用刀也能战胜。 
　　 
　　身如磐石 
　　要有不可动摇的坚定意志。 
　　 
　　 
　　 
　　 
　　 
　　 
　　 
　　风之卷 
　　 
　　简单、直接、快速取胜，是“二天一流”的优势所在。 
　　要了解武士之道的真义，要求勤勉和实践。 
　　我的兵法没有什么绝招秘技的，也没有初高级之分，我所强调的是你对兵法精髓的细心体会。 
　　 
　　 
　　 
　　 
　　 
　　空之卷 
　　“二天一流”的最高境界是，无知无觉空无一物的境界。 
　　这里的空，既是知“无”，又是知“有”。 
　　 
　　当扫除一切困惑，达到心中清澄明澈的境界，你的毅力和心智都会得到极大的锻炼，你会变得目
光如炬，洞悉一切事物的本质。从此你心中不再会有任何的困惑和黑暗，从而进入正直的“空的境界
”。 
　　 
　　真正的道，就是直道而行，也就是保持一颗率真的心，这样的心就可以扫除无数的阴影，帮助你
看清天地间万物——这才是“空”的境界。 
　　在空明的状态中，善的力量会驱除一切恶行恶念，智慧、真理、道，这三朵奇葩从此在空无一物
的清澈大地中盛开。 
　　空，有善无恶 
　　智者有也 
　　 
　　理者有也 
　　道者有也 
　　心者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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