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浅谈中国武术的价值与发展 

作者：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进彬 胡玖

英    

 

 

  [摘要] 中国武术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具有健身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上，

还体现在武术的技击性特点与功能上。发展中国武术必须完善武术产业市场，奠

定武术发展的经济基础；必须继承其本质特征，保留武术固有的风格和特色；必

须重视武术科研，挖掘武术的深层价值，创建科学完善的理论体系，奠定武术发

展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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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武术作为民族传统体育中的一颗奇葩，以自己多

元的价值功能，在全民健身运动以及竞技体育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

在武术的发展中，还面临着许多问题，需要我们站在宏观的角度、民族传统体育

的角度制定武术的发展战略，以引导武术在继承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更好的发展。  

一、 武术的价值功能  

1、健身价值  

武术作为一种健身手段，它和中国传统的导引养生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不仅体

现在武术的运动方法、动作与呼吸的配合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武术的理论与导引

养生术理论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中国的导引术讲究吐故纳新，武术也同样讲究调

息运气。武术的修养方法讲究内外兼修，即注重筋骨的锻炼，又强调心神义气的

结合。无论是“提、沉、聚、托”，还是气沉丹田、以气催力、心与意合等都说

明呼吸与动作的结合，不仅使动作的完成更加合理，而且通过呼吸增强了对内脏

器官的锻炼，同时对人的精神、情感、以及心理健康又有特殊的调节作用。  

  2、武术的技击性特点与功能  

在当今世界体育项目中，技击性特点并非武术独有。但武术有自身的独特之处，

主要体现在：一是武术技击讲求以巧破千斤，讲究方法巧、运用妙、丰富多变，

与西方技击的快狠，技法简单，重体能、体力、打击效应的特点迥然不同；二是

重德，在传统武术中多强调以练功为主，二人比试点到为止，做到打拳人不知，

出手不伤人。习武者在对抗中切磋技艺，相互提高，以愉悦身心，提高武学境界；

三是武术的思维模式最注重直觉感悟，靠亲身实践去体验内在的意蕴之深、技巧

之妙、意境之美，追求理想境界。不论浅层结构的运动技术，还是深层结构的文

化形态，都需要去学，练和揣摩，学会一个武术动作似乎没有太大的难度，深入

之后，那上下内外的高度协调，劲力技巧的体现、心神意的配合，以及它所赋予

的哲理，则需要人无止境地去体悟修炼方能心领神会。武术是以运动实践来体悟

中国文化的一种途径。  

  3、武术的文化价值  

  文化是“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及其结果”。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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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武术的形成和发展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武术在华夏土地上

绵亘了数千年，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浩瀚历史长河中，创造

了武术这一独特的文化形式，从而形成了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体育运动项目。武

术作为文化的载体不论在理论和技法上都渗透着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伦理学、

兵法学、中医学、宗教的精髓，集中地反映着民族精神、民族气质以及独特的民

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审美观念、心态模式、价值取向、人生观和宇宙观。对

人际关系的和谐颇有启迪，它注重性命双修，德艺兼备，即讲克己正身、宽厚谦

让，又讲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倡导人们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 

4、 武术的经济价值  
 （1）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武术节的举办，各地武馆的建立及散打比赛的开展，使

武术形成了以经营武术器材、服装、图书、录象以及武术文艺、影视为主要内容的武术经济

活动领域，商品经济的催化使得现代武术呈现出多元化价值的发展格局，例如：1991 年 11
月湖北举办的武当文化武术节，在短短的四天时间内仅经贸活动的成交额就达 7 亿多人民

币；1992 年举办的首届温县国际太极拳年会，仅其后一年中，外商到该县的投资金额就达

10 亿人民币；2000 年 12 月 28 日，在湖南长沙举行的“散打王”比赛，门票高达几百元。从

以上事例可以看出，现代武术已走上了产业化，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  
  （2）武术以一种精神产品服务于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提供精神产

品的武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们需要学武术、练武术、观赏武术表演和比赛。参加武术练

习的人越来越多、观看武术表演比赛的人越踊跃，说明人们对武术这种精神产品的需要越多。

而人们对武术进行探讨议论，要求提高技术水平，要求武术能按照人们所需要的方向发展，

正是人们要求武术这种精神产品提高的表现。当武术以一种精神产品提供给人们的时候，提

供这种产品的人也就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劳务，在得到回报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价值。  
  二、对武术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  
1、完善武术产业市场是武术发展的经济基础  
  针对武术产业化改革中出现的武术市场体系的残缺性、不平衡性、单一性和混乱性等不

成熟的缺点，应大力发挥武术其他要素市场；针对武术市场混乱性的问题，逐步建立以健身

自卫、娱乐身心、竞技比赛、运动训练、陶冶情操为服务范围的功能齐全的武术市场。同时

要对武术文化商品的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组织机构完善，管理手段科学，使武术文化

商品的流通能够摆脱行政条款的约束，在宽松、平等竞争下的大环境中灵活服务；针对武术

市场的功利性特点，要坚持弘扬武术的民族传统文化与吸收现代体育精华的统一性，塑造现

代武术主导型文化，既要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规范武术竞赛活动的各种收入，又要发挥

传统武术“艺天德不立”，提倡谦和忍让，反对功利的精神。  
  2、重新审视竞技武术的偏颇发展，为武术进入奥运提供更好的竞赛模式  
  武术的发展，必须继承其本质特征，不断吸收传统武术的营养来充实自身，保留武术固

有的风格和特色。攻防技击是武术的本质、灵魂，套路的编排应以攻防动作为基本特征，以

各种搏击技巧、手法或招数为内容串编，套路是散手的基础，如果撇开套路基本功不练，一

味只习蛮力，则散打犹如空中楼阁。所以练套路者，应该加强格斗技术的实践练习；练散手

者，应多进行套路演练，套路和散手二者要互相渗透交融在一起。当然，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必须对套路和散手的规则进行积极的加工改造，使其更加完善，确保竞技武术不再偏颇发展，

使二者都能真正的继承和发扬武术的本质特征，使武术不负“功夫”之称，以更好的竞赛模式

进入奥运。  
  3、重视武术科研，挖掘武术的深层价值，创建科学完善的理论体系，是武术发展的理

论基础  
 （1）武术科研是跨越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武术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在武术科研中不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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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各种武术知识，还需要有相关学科的知识。因为相关学科的专家是利用武术为研究对象，

将其结果和其他体育项目的有关研究结果相比较，来说明武术的一般特点，以丰富该学科的

内容，而武术工作者是用有关的知识和手段来研究武术，并把研究结果作为一种现象，进一

步探讨武术自身更为深层的内容，所以在武术科研工作中，一方面要运用相关学科的知识，

来丰富发展武术的理论，同时也可以用研究的成果来补充其他学科中涉及到的武术内容。  
 （2）与人体科学相结合，创建科学的健身、养生理论体系。近代西方生理学和医学主要

是建立于力学、物理学、化学及生物学的多种运动形式及其规律的考察和研究上，属于生物

学模式，从生物因素上来认识人的组织器官、功能健康和疾病，因而常常就不自觉地忽视人

的社会和精神因素，不容易较全面地认识人体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特征，而人体科学吸收了

中西方医学成就，以及武术中的气功养生、健身等方面的成果，形成了以研究人体物质运动

和精神运动相统一为目标的一门崭新科学。武术作为人体科学中一门特有的科学，强调精、

气、神与人体运动的结合。其气功健身、养生理论在开发人体科学并形成新的学术体系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人体科学的发展必将有力推动武术健身、养生理论的发展，同时武术

健身、养生理论的完善同样会推动人体科学的发展。  
  （3）武术科研不能离开武术的本质特征。武术是以攻防技击技术为主要内容而存在的

一种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技击特点是武术技术的核心，离开了攻防技击特点，武术就失去了

存在的依据，就不能区分武术与其它体育项目的异同。例如，在研究武术和其它形式的中国

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如果忽视了武术的技击特点，就会过分注重二者形式上的相近，或某些

动作上的相同，而看不到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也就很难论证它们的关系。因此在武术的科

学研究中要认真把握住武术这一点，否则，就无法把握武术的基本运动规律。 
 （4）武术科研应建立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形式的一种，

在几千年民族文化氛围的发展中，自然地融合了古代哲学、兵法学、医药学、养生学、伦理

学等文化思想和观念。它不仅表现了中华民族对攻防技击技术的理解和运用，同时还表现了

中华民族的思想感情、意志、理想、审美、思维特点等等各种心理素质和民族文化特点。这

种浓厚的民族文化特点不仅影响到武术技术的发展和运动形式的形成，同时也影响到武术理

论和练习者的内在精神。因此，无论是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方面对武术进行研究，都要

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否则，就可能导致某些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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