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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中国古典舞在建立之初就很重视对传统的学习以李正一教授为首的第一代创始人开展了多次对武术戏曲的借鉴和

为武术和戏曲是中国古典舞发展的重要养分。2007年制李正数授在中国古典舞高峰论坛上的发言：根据我回想起来50

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而我的回答就是热爱传统扎根传统发展传统这就是是我们的根本。我们

生命力有没有发展的前造全看这个点我们做得如何。于平教授在《舞蹈审美文化》中：我一直以为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建

时态。这种建构并非要重现历史的经典而是以古典之名创建一种真正属于我们当代的、民族的、舞蹈的文化形态。这

的文化工程。我们在建构这一文化工程时不仅要体悟到我们民旋历史的文化精神而且要考虑到其与当代文化语境的关

的文化语境中建构符合民族审美风尚符合动作表现逻辑的舞蹈文化形态。鉴于两位教授对中国古典舞的认识中国古典舞

是当代的那么历史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传统也是动态变化的非一成不变。美学家李泽厚先生说过：既然是历史的产物和成果

结构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代社会的发展变迁在不断变动着。所以这个共同人性和审美心理结构在具体历史条件下

历史的印痕——即具体的社舍民族时代阶级的特色。但民族性毕竟又是随着时代性而变化的物质生活世界的变化迫使

结构相适应从而心理诸因素的配置组合也必将变化。总之随着历史的前进随着整个人类心理结构的变化发展人们在审

能动性在增强审美的范围在大，艺术欣赏中的再创造程度不断提高……。笔者认为现今学科划分越来越说明人们对于事物的分

和标准在不断提高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任何一门学科都不是孤立的与邻近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是提高学科发展的基本途

者认为作为人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舞武同源武术与舞蹈有着天然的血脉关系交流和借鉴，共谋发展也是毋庸置疑的

   一、东方人体文化的三鼎——武术舞蹈、修真文化 

    在《东方人体立化》一书中刘俊骧先生把人娄的文化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传承的“典籍文化”如

内经》诸于百家各种文史哲科学著作等另类则是以人体自身为工具而传承的人体文化包括舞蹈杂技体育和追求人体生命

瑜伽气功等生命科学。典籍文化是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人体文化是最原始的身体传承。人体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母体先声

体文化不管是武技体育还是杂技舞蹈等人体艺术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以人体自身为对象的社会实践活动。 

   1、武术源于古代狩猎和战争是搏斗拄术与经验的总结。武术这一词中汇最早出现在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所编《文

备有今天武术概念所具有的含义文中有诗句为。偃闭武术阐扬文令其意指停止武战发扬文治并非反映今日武术的概念

称：“术”字为邑中道也， 后引申为“技艺”，即方法技术如同道路是通达目的之手段。近代中国面对西方文化的

提倡“国粹”的思潮武术被誉为国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确立为体育运动项目，明确称为武术。但武术又有区别于其他

征表现在(1)武术是功法套路技击术三位一体的运动; (2)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血缘和形神相依的联系; (

史悠久的俗文化内容极其庞杂负载着民族文化的方法面面。 

    2科林伍德认为， “舞蹈是一切语言和艺术之母。苏珊朗格认为：舞蹈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第一种真正的艺术。用

蹈是一种人体动作的艺术。但是这个人体动作必须是经过提炼组织和美化了的人体动作。也可以说舞蹈是一种空间性

的动态造型艺术。可分为生活舞蹈和艺术舞蹈两大类。生活舞蹈是人们为自己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的舞蹈活动艺术舞蹈

观众欣赏的舞蹈。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舞蹈舞蹈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联，息息相关。 

    3那么“修真文化”又是什么？是指修身养性追求根本的真我达到对自我认识的活动。修真文化既包括气功也包括武打

思想家卢梭就是回归自然他说：关于人类自身的东西是最少的也是最难的，马克思青年事情也提出要建立一种关于人的科

先生认为人们对于自身的认识是最艰难的。《吕氏春秋》中认为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大年此之谓真人。这段告诉我

的法宝。战国时期已出现了导引术但还设有史料能够说明当时已和武术结合，直至以后历经很多朝代才逐渐和一些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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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所谓的“内家拳术《庄子刻意篇》载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关。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若考定的《石鼓文》（秦襄公八年的遗物)有《行气玉佩铭》铭文中有：行气深则蓄蓍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

则夭。天几春在上地几春在下。顺则生逆则死。几”读机指深呼吸一个回合。全句大意是吸其深入则多其量使它往下伸

而固然后呼出如草木之萌芽往上长。与深入时的经路相反而退进退到绝顶。这样天机便朝上动地机便朝下动顺此行之

死。这段理论阐述了导引的要点和功能。指出深呼吸才能蓄蓄才能沉气沉才能稳固的道理。东方的文化发展到高层都

著名书画家武术文化学者梅墨生说：中国文化哲学里面的气化论对内气的修炼这种气血文化早中国文化独有的。刘俊

和曲方人体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东方和西方的身体论也不一样东方讲身心“一元论”，而西方是身心“一元论”世界上最大的

就是认识自我。 

  4、武术舞蹈和修真文化同为中华的民族文化笔者认为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特点： (1)刚健有为的民族文化精神。中

神有多方面而刚健有为尤为重要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表现在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个方面。(2)注重和谐和整体的思

文化最高的价值原则是和谐这原则认为宇宙是个和谐的整体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统一遵循

和为用的思想。“天人合一”、“内三合”和外三合其实质是协调和谐在对立统中把握字用的根本规律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和

是中国传统哲学天道观的重要特点。(3)内外兼修形神兼备，所谓内就是精气神的问题，外主要是指人体的骨骼关节

系统。人体动作是由口肢躯干的不同运动方式来完成这就构成了形。而中国人往往把自身内气的修炼放在重要的位置通

现内在的“气韵”二者相互影响以追求形神兼备为要旨。俗话说：外练筋骨皮内练口气就是讲人体文化需要内练和外

神和手眼身法步相对应起来。(4)虚实相生动静结合。三者都特别强调阴阳虚文动静。在练习时全身的关节在不同的

转。在击技当中要求以静制动避实击虚，“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声东击西。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舞蹈有人说是动态的造型

特别强调舞姿动静虚实之美。 

    鉴于上文第四点对于武术舞蹈和修真文化它们之间有许多的共通笔者认为武术舞蹈和修真文化不愧为东方人体文化的瑰

说不了解印度的瑜伽就不可能真正明白印度的古典哲学我认为不了解中国的古典舞和武术也不可能真正明白中国的古典哲

“修真文化”有着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很难学习和把握。又因为教育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笔者提出武术和古典舞是东方人体文化的精

华。 

   二、东方人体人化的精华武术与古典舞 

    刘俊骧先生认为舞蹈是一门人体动作的艺术，古典舞就是从我们的原始舞蹈的源头而传承下来的原始舞蹈是万舞之源我

文化体系天人合一我们的皇帝都是大巫他们通天地之神灵。所以我们要研究灵魂研究根本的六代雅乐舞祖先崇拜。中

宗教握乐和教育有着密切的关联。原始宗教的主要形式——巫术与图腾崇拜常凭借原始武舞来体现。图腾武舞是原始部落祭祀的主要

内容人们以表现战斗的武舞来供奉部落的始祖和神灵祭祀活动中武舞兼有教育后代和娱乐的功能它是一种容生存技能

惯培养等为一体的综合的活动。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全面的素质教育笔者主要从德智体美四个方面讲行论述

    首先武术和古典舞蹈是一门道德教育，在武术和舞蹈的训练中渗透着儒家佛家道家的哲学思想。武术强调武以德立德

出民族以仁为核心注重人际关系和谐的伦理观点。中国古典舞常常也是道德教化的一种有效手段在西周时期在周公旦的主持下制扎作

乐建立了一套礼乐制度宫廷设置了相应的乐舞机构掌管各种礼乐事宜。这时候整理的六舞或称“六代舞”和小舞或称

舞就是教育国子的课程；在私学中，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继承了周代的巫文化教育以六艺之教来教育学生。这些都可以

武术都承载着道德教化的作用。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孔子三千弟子韵最演反复吟诵精选的五句《论语》经典：有朋自

乐乎，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己所不欲，勿于人，德不孤，必有邻，礼之用，和为贵，气势恢宏的舞蹈表演向世界人

族的礼乐文明。 

    其次武术和舞蹈能开发人们的心智。武术主张轻力、尚巧、以智取胜后发制人。这部表现出武术的高明和智慧。

生认识论和结构主义创始人皮亚杰认为智力起源于动作。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斯佩里博士对人的大脑进行了割裂

为左脑土要负责言语阅读书写数学运算逻辑推理等心理活动右脑主要负责形象想象空间关系情结欣赏音乐舞蹈和绘画

京舞蹈学院平心教授1999年对北京舞蹈学院舞蹈专业学生进行了标准治理测试研究发现舞蹈大学生的智商是非常高的比普通人的智商

高出很多。舞蹈是肢体语言武术和舞蹈的学习，可以通过动作的模仿表演创造欣赏提高形象思维的能力其每一个环节

维和抽象思维共同来完成。老子三十三章有句话，知人者智知己者明。著名太极拳师李经悟先生说：太极无招浑身是招身上的任何一

个地方都可以抵御对手的击打身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化解对手身上的力量在搭手当中可以听到对方的力点和力源直接制

术和舞蹈中很多时候都在揣摩对方的力的变化。在武术和舞蹈当中都强调一个巧武术舞蹈当中气息和劲力的运用都需要很高的智慧

种智慧是通过肢体语言的开发才能达到的。欧阳予倩先生说： 古典舞是划圆的艺术，古典舞无处不在形圆，因为中

圆月过年要大团圆太极八卦都是走圆。做人做事都讲究圆的哲理和文化这是中华民族一个非常显著的审美特征也是中

审美内核。通过武术和古典舞路的学习我们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感悟我们祖先的聪明智慧鉴古明今。 

    再次武术和古典舞能强健人们的体魄。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生理和心理那根本谈不上灵魂的自知。老子《道德经

力， 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真正的强人老子说是自己用坚强的意志修炼自己的人是有志气的人

典舞蹈的学习，人身体的骨骼和肌肉得到有氧运动加强了体内血液循环调节改善了呼吸，神经系统特别是人的意志力得到了加

尔特·特里认为：对身体来说舞蹈可以身健体纠止错误姿态调整肌肉加强动作的准确性，同时因为舞蹈是一种运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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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操更加完备的体育课程适量和不间断的舞蹈和武术的学习能够提高身体的协调性特别是青少年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生理机能身体素

质得到加强。21世纪健康乃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人们的价值现在变化健康的标准在不断提高不仅仅要求身体的健康而且更加

注心理上的健康。平心教授说过：现代医学认为人类的绝大多数疾病都与心理因素有关人的生命过程是人的心理和身体以及

作用的过程。有很多人身体衰弱在学习舞蹈和武术之后身体机能变得改善甚至走向专业武术和专业舞蹈学习之路。 

    最后武术和古典舞蹈能使人感受美和创造美。吕艺生教授在《舞蹈学导论》中：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特别是美的意

最初就是从这种生命之舞而来舞蹈使人变得聪明人从最初爬行到直立站立右脑原来是非常发达的那时他们虽不能使用具有

语言但他们形象性象使他们开始能够运用跳舞来生活来思维，并通过这种艺术想象创造出了原始形态的生活创造了为

蹈是最初维系人生命的强大动力。平心教授也有过精辟的论述，在我看来舞蹈美育是培养学生感受自我美认识自我美

越自我美的一种美育形式和教育方式。通过武术和舞蹈学习身体挺拔身体灵活精神矍铄人们不仅自己形体得到美的塑造而

且给他人以美的享受。武术当中的五禽戏蛇拳螳螂拳等拳术古典舞中的风火轮青龙探爪燕子穿林等组合在传统的肢体

们发现了美和感受了美并提高了自身的鉴赏水平。通过编舞和编拳我们又在不断的创造着美。 

    一个月的所见所闻所学我们的认识有有裨益一方面从传统的形体运动中证明了我们的实践中正确的部分另一面对

强烈感受促使我们对武术和中国古典舞的理解产生了新的思考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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