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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武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物化载体，它是物化在武术活动中的民族文化思想与精

神。而相比西方体育，中国传统武术有其另外一套话语系统、思想方式、行为方式。我们对当今武术问题的

思索，应从“中国文化根系”中吸取武术文化的养料，并寻求传统武术在当代的文明功能。追求身心合一、

内在体验的传统武术文化以其独特的文明功能,对于“二元论”思想导致的西方世界现代化困境具有文化补

给作用。因为传统武术文化所蕴涵的天人合一观念正可避免西方文化主客二分和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病。

关  键  词：传统武术；文化忧患；哲学；文明功能 
中图分类号：G80；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7)02-0066-03 
 

Philosophical retrospect of traditional Wushu  
ZHOU Bin，LI Yan-ling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12，China) 
 

Abstract:As a materialized carrier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raditional Wushu is the cultural ideology and 

spirit materialized in Wushu activities. Compared with western sports, traditional Chinese Wushu has another set of 

expression system, thinking manner and behavior mode. The “cultural root system”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s 

culture born i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nd matured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originated in the “period of 

cultural axle center”. Therefore, when we think about today’s Wushu issues, we should develop new ideas based on 

its foundation and by tracing back to its origin, absorb fresh nutrition for the Wushu culture from the “Chinese cul-

tural root system”, and seek for the civilizing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Wushu in the world today.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d that based on its unique civilizing function, the traditional Wushu culture, which pursu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ody and mind as well as intrinsic experience, plays a cultural supplementing role in the dilemma of moderniza-

tion of the western world as a result of the “dualism” ideology, since the ancient Chinese conception of integration 

of man and nature contained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ushu culture can perfectly prevent various malpractices 

brought by the subject and object dualism as well as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wester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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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熊十力[1]认为:“文化的根底在思想。”学者谭华
[2]指出:“人类的一切活动，无不受其思想观念的支配。体育

既为人类的文化活动而非生理活动，也必然受若干观念的左

右。⋯⋯相比西方体育，中国传统体育有其另外一套话语系

统、思想方式、行为方式。”中华传统武术与中国哲学、历

史学、中医学、文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天文学、兵

法学和宗教学等诸多学科紧密相连，传统武术深厚的文化积

淀，体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内涵。 

1  传统武术以阴阳辨证来把握世界 

《周易》乃中国哲学的土壤[3]。它不仅造就了独具中国

特色的古代文明，也衍生了具有无穷魅力的传统武术文化。

《周易》中朴素直观的系统论与“阴阳” 的世界观，构成

了传统武术文化的内核。王宗岳《太极拳论》说：“阳不离

阴，阴不离阳，阴阳相济，方为懂劲。”“太极者无极而生，

阴阳之母也。”《少林寺短打身法统宗拳谱》中说 “阴来阳

破，阳来阴破”。这些“阴阳”辨证在中华武术中表现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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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寓静、静中生动、动静相依、动静互换；刚中有柔、柔内

逐刚、刚柔相济；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传统武术的运动节

奏无不包含着阴阳、刚柔、虚实、动静等阴阳对立统一与相

互转化。 

在传统武术的思维中，身体的运动绝不是简单的身体与

心灵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生动、和谐、有序的生命

系统的运转，它有其协调、共生、循环、反馈的辨证规律。

天地之“阴阳”与人体之“阴阳”是同形同构的关系。传统

武术的最高境界达到天人合一。天文学的“五行”、“八卦”

之说与中医的“藏象”学说与传统武术紧密相联。“五行” 

针对“天轴”而言，初始是以表述北极五星为中心的东南西

北四个方位星象的宇宙运动规律。即：青龙、白虎、朱雀、

玄武，围绕“天轴”运动，四象与轴心都在变化，故称“五

行” ，“五行生克平衡，六合内外统一”，“五行之中有

妙还，六合内外现阴阳”。而中医中的“藏象”理论将人之

肺腑与金、木、水、火、土等“五行”相比附。形意拳的代

表套路“五行拳”，包括劈、崩、钻、炮、横土拳，外应水、

火、木、金、土五行，内应肾、心、肝、肺、脾五脏。在“五

行通臂拳”中，讲究在与对方交手时，保持在进攻中线并注

意防护，同时在防护中线时随时采取进攻，这是辨证的哲学

思想在武术中以攻防意识为体现。所谓“八卦掌”，是以“走

转为圆”视为核心，转掌转身、生生不息、运动不止、刚柔

相济、避实就虚、左旋右转、上下相连、行云流水、婉转起

伏，符合辩证法的联系、运动、变化、发展思想。因而，传

统武术是以阴阳辨证来把握世界。 

 

2  传统武术是基于“传统身心观”的“身体实践

行为” 

“中国哲学坚持有机联系的整一宇宙观，努力将人投入到

自然中，以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合一’为认识的基本条件。”[4]注

重调节人的身心关系，制约知行、内外、灵肉关系的和谐，

提升人的精神意境和做人价值，以个人的完善作为导向终善

的基础。这也是促生独具魅力的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最根本

的原因之一。 

相比西方体育文化由古至今的“身心二元对立”思想，

中国文化对“身体”的认识是迥异的：“孟子‘心、气、形’

的理论架构可以说是儒家身体观的共相，这种‘形、气、心’

三位一体论身体观，是一种精神化的身体观。⋯‘身’通过

这种理论结构被虚体化、非肉体化了”[5]。且“心、气、形”

被赋予了本体论的意义。中国文化的土壤是《易经》,《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云:“易之所大,无所不包。”杨简曾著

《己易》云:一个人自己的心和天地万物本来是一体的,自私

的人把这个一体分裂开了，即“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6]，中

国先哲反对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反对身体与心灵的对立，追

求“身心合一”、“天人合一”。己成易,人心回归天心。

即“宇宙同吾心,吾心即宇宙”。所以，中国的思想者注重

的是“心”，通过养“心”和练“气”，保全自己的形（身

体），使心灵体悟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

自由境界。庄子认为，为名、为利、为家庭或为国家而牺牲

自身的身家性命是“残生伤性”，要“不为物役”，要追求

宇宙永恒的“道”，“道化自然”。即人本身源于自然，终

究要回归自然的怀抱。为道家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所滋养的

传统武术文化，其一招一式里，无不淋漓尽致地展现天地自

然融为一体的道家精神，感性中有理性，肉体中有精神；身

心兼修，情景交融，以有我之境，求无我之境。中国传统武

术文化与古代的诗词书画，其实都是一脉相承，以“境界为

最上” [7]。即中国传统武术是基于“中国传统的身心观”的

一种“身体实践行为”。 

 

3  传统武术是最高境界的自我实现 

学者乔凤杰[8]指出：传统武术的终极追求与最高境界是

“超验心”。“超验心，即是我的真实面目。它是绝对存在、

永恒不变的根本智慧。”笔者认为其传统武术之经验心与超

验心的理论建构是对传统武术的终极解构，即揭示了中国传

统武术具有终极关怀的文明价值。“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

先天未画前。”“道是一种智慧，它具有超越性，然它又潜

寓于事事物物之中”[9]84。中国文化不仅是讲究“实用理性”

的功利而世俗的文化形态，且是将终极关怀赋予日常生活与

实践领域的独特文化。 

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10]。“为学的目的就是我

所说的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心灵

的境界”[9]220学者乔凤杰指出：主体的外在求索与内在超越，

即经验心与超验心。主体在两条道路上行远亦相合。在经验

领域，通过主体对立客体来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在超经验

领域，通过直觉思维以一种直接的、整体的方式领悟和体认

宇宙与自我一切的奥秘。满足文化个体的终极需要。传统武

术便是承载中华民族超然智慧的物化载体。因而，武术文化

中蕴涵着最高境界的、终极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的文明功能。 

 

4  西方的社会弊病与传统武术的文明功能 

在现代西方世界里，科学技术不断给人们创造丰裕空间

的同时，更为严重的问题也分明地出现了。如今，西方世界

出现的“后现代主义”便是对西方现代化弊端的一种回应。

这不仅表现为现代化武器的致命威胁和对环境的污染，更重

要的是“人”可能被技术所吞噬，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和现

代化科学的固有特性把整个西方世界联成一个巨大无比的

网络系统，人不再是单个的人，而是整个网络中的一个因子，

一个和“机器人”在智慧方面相差无几的“小零件”。因而，

人成了巨大网络系统中的一个操作对象。科学技术把人与自

然、人与他人的关系都变成“我-它”的功利关系，凡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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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牢牢地占领的地方，人们再也找不到“物我-体”

的“我-你”体验，而陷入孤独、无聊和恐惧之中。“对于

文化产品的需求，应当产生医治当今肆虐的诸多社会病症的

功效” [11]。而以中国哲学思想为文化内核的传统武术，便为

西方人寻求“我—你”关系的一条途径。在中国传统武术中，

身心融构而上通乎天命、复化入生活、终落于实践。人和自

然的关系重新变成物我一体的自然和谐状态。传统武术中古

老的天人合一观念正可避免西方文化主客二分和现代化所

带来的种种弊病。 

 

今天的中国武术，已经进入一个文化反思的时代。而从

哲学视角审视传统武术，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体育研究“语

话系统”的建构。这是从认知和深层次去把握传统武术的文

化价值，赋予传统武术新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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