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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现今的武术竞技擂台上，习练传统武术者总是被动挨打。理由如下：一是今天的

传统武术已经严重花法化；二是冷兵器时代的远离使习练传统武术者由职业变业余；三是传统武

术实战技术受竞技运动规则限制；四是传统武术严重缺乏竞技运动比赛所需的竞技技术。传统武

术技击术的发展路径有 4 种：一是作为“自卫防身技术”应用于学校教育中；二是传统武术的竞

技运动化转型，把传统武术进行分类竞技，补充传统武术所缺的竞技技术；三是与军队格斗技术

融合，在解放军、武警部队的格斗技术中继续保存；四是传统武术精英化保存与传承，即进入非

遗保护名录中，在一部分极度热爱传统武术的人中进行保存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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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actitioners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are always passively beaten in today's martial arts competitive 

stage.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oday’s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has been seriously fancied; secondly, the 

distance from the cold weapon era made the practitioners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hange from professional to 

amateur; thirdly, the practical skills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are limited by the rules of competitive sports; fourthly, 

th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was seriously lack of the competitive skills required by competitive sports. There are four 

path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The first kind is to be used as a "self-defense technology" in 

school education. The second kind is the competi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which could be 

followed by classification competitions and supplementing the lack of competitive skills in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The third kind is to integrate with military fighting techniques, and continued to be preserved in the fighting 

technique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the Armed Police Force. The fourth kind is the elite pre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that is, entering the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an be preserved among people who love them very much. 

Keywords: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martial arts routine；competitive sports；fighting technology；inherit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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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击”作为武术的本质属性，是武术得以立足

的根本。竞技套路运动员“不能打”早已毋庸置疑，

传统武术习练者究竟能不能打也受到多方质疑，并且

已经有很多事实证明这一点：传统武术打不过拳击，

打不过泰拳，打不过各种自由搏击。“传统武术在挖掘

和阐发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中所获得的认同感与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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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时代传统武术的本质所遭遇的污名化困境已经形成

了鲜明反差”，在百度资讯数据库中对与传统武术相关

的社会传播词汇进行统计时发现：“不能打”“花架子”

“不行”“假大师”“被击败”“花拳绣腿”“中看不中

用”等词出现的频率最高[1]。面对今天的传统武术为何

“不能打”的质疑之声，本研究试图从历史选择、文

化变迁的角度正面回答此问题，并站在满足人民需求

的立场上，从学校教育、竞技运动、军事格斗、群众

体育 4 个方面为传统武术技击术的发展路径求解。 

 

1  解析传统武术难以技击原因 
1.1  传统武术已经严重花法化 

武术竞技套路一直饱受诟病，理由是竞技套路是

花拳绣腿。不仅竞技套路是花拳绣腿，传统武术也多

是花拳绣腿。究其原因，有学者将其归为政府“禁武”

行为：自秦朝开始，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多次“禁武”

行为导致民间武术习练者被迫改变原有的武术技法动

作结构与表现形式，形成诸如角抵、武术套路等区别

于军事格斗的武术，而武术在套路化发展中隐喻了技

击(功能)[2]。有学者将其归为套路学习的需求：最初的

武术套路实际是围绕某一技击核心而形成，包括核心

技法、非核心技法以及练功方法在内的大集合，为使

初学者更容易学习和掌握武术技术，找到发力特点，

拳师要把动作幅度放大后再进行教学，当学习者掌握

技术之后，再根据实战要求，把技术幅度缩小，即拳

家所言的“大练小用”；然而，受中国文化“善于将技

术性的东西艺术化”特点影响，一些习练者对这种被

放大幅度之后的技术津津乐道，从而导致更具艺术表

现性的套路产生[3]。“拳打分寸”，动作越小越有效，动

作幅度一旦放大，便不实用，不实用也就成了花拳。 

花拳无益于实战，只会对实战有害。所以明代戚

继光曾对当时出现的花法武艺进行批评：“杀人的勾

当，岂是好看的？今之阅者，看武艺但要周旋左右，

满片花草，看阵营但要周旋华彩，视为戏局套数”[4]19。

“戚继光提出的‘既得艺，必试敌，切不可以胜负为

愧为奇’的训练原则，就是要将技艺的优劣高低放到

‘试’的天平上去加以衡量。后来，他又强调‘先自

舞，后比试’的竞技原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练打结合’的原则。这正是戚继光的伟大之处，其

实质就是要继承和完善传统的武艺竞技方式，用不断

增加的体育竞技因素来尽可能多地保存武艺的真义，

特别是保存其中所蕴涵丰富的武学精义和体育人文精

神”[5]。近当代出现的新武术，像王芗斋的大成拳(意

拳)、万籁声的自然门、李小龙的截拳道、孟宪超的峨

眉拳，不要套路，唯重实战，也是基于对传统武术花

法化的反对。 

但是，花法武艺不仅没有完全被赶出去，花拳绣

腿非但没有绝迹，反而越来越多出现在武术当中。明

清开始形成的拳种流派已然有了套路；进入民国，则

有专门的套路比赛，但在习练者那里依然是既练套路

也练散打；但到新中国建立，套路和实战完全剥离，

独立出来而成为竞技套路。竞技套路运动员只练套路

不练散打，也不知套路中每个动作的含义，进而成为

纯粹的花拳绣腿。“我曾经把这种主要用于表演的‘武

艺’归之于民间武艺体系中的‘流俗派’，现在看来这

个结论缺乏具体分析，有一概而论之嫌。其实这种花

法武艺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原因和必然性，不能一概

加以否定”[5]。因为武术套路的产生，可能与保存动作、

熟稔动作有关，与巫术崇拜、礼仪仪式有关，同时也

与中国文化的泛艺术化、程式化、符号化有关[6]。“武

术套路充满了艺术性，是一种表现攻防格斗的艺术”[7]。 

舞蹈的艺术怎么和搏击的技术打？虽然演练者拉

开架势吐了个门户，摆出或剽悍或勇武或英姿飒爽或

恶狠狠的样子，但仅仅是样子，亮亮相、跳跳舞，仅

此而已。 

1.2  冷兵器时代的远离使习练传统武术者由职业变业余 

过去练武术的人当中很多是职业杀手，这些职业

杀手一是为财，但更重要的是为保命。 

《武经七书•黄石公三略》[8]云：“军无财，士不来；

军无赏，士不往。”“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

必有死夫”。从商鞅实行军功爵制，秦国“弃礼仪而上

首功”(“上”通“尚”)开始，中国人打仗就没有不

靠重金悬赏的。“每颗首级以三十两论之，当先牌枪筅

分二十两，砍首兵二两，余兵无分者一两，火兵虽不

上阵，本队有功，亦分五钱。每颗本队鸟铳手亦分二

两”[4]72。杀敌一人割得一个首级，一个鸳鸯阵中，从

队长到火兵 12 人，共得赏银 30 两，每人分多少，是

一分也不含糊的。古人打仗，离不开重赏，戚继光当

然也须如此。但戚继光的战绩，可能还有一个更重要

的原因——督促士兵练武保命，行军打仗，既要取人

性命，也要保己性命。到军队当兵，“若不学武艺，是

不要性命的獃子”[4]80(“獃”同“呆”)。不仅战士，

刺客、镖师在冷兵器时代也都是职业杀手。今天的所

谓职业是为了赚钱，为钱要投入更多精力和时间去练

习，进不了名次一分钱都没有，拿了冠军名利双收。

冷兵器时代练传统武术即练杀人术的人往往是职业

的，但现在冷兵器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场域的缺失

使得练传统武术者由职业转为业余，职业选手和业余

选手有天壤之别。 

首先，职业选手要经过职业选材。不是人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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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杀人术和杀人的天赋，戚继光的书中就明确规定戚

家军招募士兵的选材标准(详见《纪效新书十八卷本》

之《选兵》篇)。选材会淘汰掉大部分人，当然，有自

知之明退出，或望而生畏、或知难而退。 

其次，职业选手要经过职业训练。职业训练讲究

科学方法，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劳逸结合，训练要

达到相当的强度，注重恢复、饮食调配、心理辅导等；

点到为止、条件实战和模拟实战之间有天壤之别。天

天打与根本没有打，打人与只打沙包和木人，拳拳到

肉与点到为止，其技击效果都有着巨大差距。李小龙

强调实战，所以他认为武术训练 3/4 的时间都应该用

来对打训练。 

再次，职业选手需经过职业实战。实战的结果是：

有天赋、勤奋、功夫高的人留了下来。中国旧时的约

架比武、擂台较技，是介于职业竞技和职业杀手之间

的技术较量。淘汰机制是成就高手的必须品。选材时

被选掉是一种淘汰；训练不适应、不合格退出是一种

淘汰；比赛输掉是一种淘汰；战场或决斗被杀掉，于

杀人术技术本身而言，是最残酷也最有效的淘汰。 

冷兵器时代的远离使传统武术由职业变业余，业

余的当然打不过职业的。 

1.3  传统武术实战技术受竞技运动规则限制 

传统武术和竞技运动不同，传统武术是无限制格

斗，多用于战场杀伐、江湖仇杀或街头打斗。竞技运

动隶属于体育的范畴，是一种文明的形式，有裁判，

讲规则，它不决生死，只分胜负。传统武术一旦进入

竞技运动场，其原本不受限制的技术必然就要受到限

制，踢裆、插眼、锁喉、反关节之类技术被禁止，传

统武术的实战能力必然大大减弱和下降。 

例如，《易筋经》是一部武林奇书，为武术、中医、

气功、佛教、道教诸多领域所重视。通过服药、运气、

导引、按摩、烫洗、捣打等一整套独特、严密和系统

的功法修炼，达到“筋膜齐坚”的目的，筋膜坚强，

气血充盈，由内壮而外壮，推气运血，从而产生超强

的劲力，这就是“易筋”的含义。《易筋经》中称金钟

罩、铁布衫、铁菩萨等功者，是论述抗打击能力。这

种抗击打能力，在传统武术即杀人术的实战技术里是

不可或缺的。习练传统杀人术必须具备这种抗击打功

夫，不仅要抗得住别人拳脚的打击，也要抗得住别人

棍棒的打击。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武谚：“千有改，万有

改，硬快没有改”，硬，就是易筋经的“金钟罩”“铁

布衫”功夫。传统武术作为杀人术，练《易筋经》是

必须的，没有这样的击打和抗击打能力，是没有办法

去杀人或避免被杀的，但这种实战技术在竞技运动场

上却无用武之地。竞技运动场上同等条件竞技的情况

下，运动员不必担心有棍棒或刀剑，甚至不能直接用

拳头，而是要带上拳套，拳套越厚，对身体的保护越

好，拳套带上之后人也就没有必要再练《易筋经》。 

1.4  传统武术严重缺乏竞技技术 

竞技运动比赛规定的禁击部位，全是传统武术的

主要攻击部位。多数时候，打仗、打架是男人的事情，

男人身上只有一个内脏器官暴露在人体之外，即睾丸，

所以裆部是男性人体的第一要害部位，也是最易遭受

攻击的部位。在传统武术里面，用手撩阴，用腿扫裆

是常见的攻击技术。 

因为裆部易受攻击，所以传统武术就不可能忽略

对裆部的防守，传统武术的手就不可能像拳击一样举

得那么高，它不止要防上盘，还要防下盘。裆部很难

防，靠手防根本防不住，躲闪也防不干净，那么只有

夹住蹲下来，而蹲下来之后自然就不稳了，所以要站

桩加大下肢力量，这就是传统武术中弓、马、仆、虚

出现的真正原因。但是到了竞技运动场上，拳击规定

腰部以下禁止攻击，散打不许踢裆。如此一来，弓、

马、仆、虚便失去用武之地，由弓、马、仆、虚衍生

出的拳的弹抖发力以及步法的单脚移动，也都被束之

高阁，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传统武术的技术体

系在竞技擂台上被限制住。 

以“防守要害，攻击要害”为目的而构建的传统

武术技术体系在竞技场上被限制乃至彻底消失。反过

来，以攻防“非要害部位”而创建的现代拳击运动技

术体系，纯粹用于竞技运动场的竞技技术在传统武术

里面根本找不到[9]。最大的一个例子就是拳击中的直

拳，直拳是拳心向下，大致是拳从肩发，肩膀与对手

的头部基本持平，这种直拳在传统武术里面没有。这

是因为传统武术不可能顾头不顾尾，只要上盘，不要

下盘，所以它的手放得要相对低很多(多数时候接近腰

部)。例如，传统武术中练马步冲拳时，拳从腰出以顾

及下盘。但拳击规定，腰部以下禁止攻击，所以拳击

可以顾头不顾尾，都是拳从肩发。千万不要小看拳从

肩发，一方面可以对上盘有更好防护；另一方面，两

点之间，直线最短，从肩发的直拳到对手头部距离最

近，时间最短，防不胜防。所以传统武术上了擂台以

后，不管什么门派，和拳击运动员打起来都相当难受

且不知所措。 

 

2  传统武术技击术的发展路径 
2.1  传统武术在学校教育中的应用 

2019 年国务院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

指出要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深入挖掘中华体育精

神，传承中华传统体育文化。202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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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

意见》也指出要大力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武术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张优秀名片，是我国人民在长期生

产、生活和战争实践中凝结而成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传统武术在古代既

是安身立命之本，亦是保家卫国重要手段。在当代，传

统武术对于增进学生身心健康、促进校园安全、维护社

会稳定和保家卫国等方面同样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我国传统武术从技术操作层面充分保留攻防技击

特点并发挥出较强防身自卫功能和健身功能。西洋拳

击、散打、跆拳道、空手道、摔跤等现代格斗技术已

作为部分学校“自卫防身术”课程的教学内容，但这

些远远不够。因为这些项目都是竞技体育规则下的产

物，各种杀伤力过大的招法(踢裆、插眼、锁喉、反关

节等技术)因为在赛场上禁止使用而被弃若敝帚，在博

弈中始终以“得分”为目的进行排兵布阵式的竞争，

这与真实的打斗相差甚远。更何况人们在面对具有突

发性、残酷性、复杂性的暴力侵犯事件时，都是处于

弱势环境下的被动应对，讲求一击有效，迅速脱险。

相对而言，脱胎于“动物觅食的攻击自卫本能”、基于

“生命自保的冲突和应对”的传统武术更适宜在紧急

避险中自我防卫，其运行特点为“有感而应、因敌成

形、扬长避短、以巧破力”[10]。“巧”是智谋，而不是

好勇斗狠、恃力逞强。在紧急避险时，应遵循的决策模

式为：“避开现场，强于现场退让；现场退让，强于受

伤；受伤强于被杀；被歹徒杀死，不如杀死歹徒”[11]。 

校园中推广传统武术，并非倡导以暴制暴。传统

武术从精神价值层面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观

念从而达到规范和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的作用。“尽管

中国武术技击术仍然是一种暴力手段，然而其基本精

神却是泛和谐的和平主义，而不是强加于人的侵略主

义，特别不屑于血淋淋的暴力宣泄。其核心观念只是

‘防身护体’而不是什么‘夺魁争霸’。其技术特征也

大多(不是全部)是‘稳字当头、随机就势、借力打力、

后发制人’，大都主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唯有

能战、善战、敢战者，方能真正的止战”[12]。个人层

面如此，对于集体和国家层面亦是如此：“能战方能止

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

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13]。 

在课程实施的案例中，目前在这一领域卓有建树

的是北京大学开展的“安全教育与自卫防身”课程[14]，

该课程始于 2002 年，现已建设成为国家精品课程。其

中自卫防身部分的课程教学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网

络与传统教学相结合，真正做到课内、课外(学校军训、

学校社团)一体化教学。课程系统讲述正当防卫的基本

理论、自卫防身的基本进攻技术、防守技术、解脱技

术和对枪、对刀技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的进攻、

防守、解脱技术都是针对人体要害与薄弱部位展开的。

因此在练习过程中，合理使用护具，掌握保护方法尤

为重要。实践教学过程中，采取“技能传授——技能

提高——情景模拟——实战”的四步实践教学法。这

对于传统武术在学校教育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指导和

示范意义。 

2.2  传统武术的竞技运动化转型 

越是简单东西越好转型，古希腊的标枪、铁饼、

铅球、链球曾经都是战场上的杀人术，但因其技术相

对简单，转变起来就容易。武术技术极其复杂，又自

成体系，体系内部每一个问题都是有联系的，不能说

抽掉哪一点，另外一点还可以完全保存。例如，在武

术中禁止攻击裆部以后，弓、马、仆、虚的步法就没

有了，又出现一系列变化，弹抖发力没有了，武术三

角步、单腿移动也都没有了，所以武术整体的竞技运

动化转型是不大可能的，但可退而求其次。 

一种方法是把传统武术进行分类竞技，不同类型

(拳种)的武术形式依据自身的技术特点制定不同的竞

赛规则。已有研究者针对武术专业技术课程改革提出

类似想法：“以这两项运动(西方拳击、韩国跆拳道)为

参照，可以通过限定某些技法，提倡某些技法的方法，

分别制定出适合各个拳种最核心的技术发挥的竞赛规

则和竞赛场地，通过规则引领，把每个‘偏于一隅’

的拳种最有特色的那‘一隅’的技击术展现出来”[3]。事

实上，太极推手是这样，咏春拳的黐手也是这样，还

有现在正在广泛推广的短兵其实也是这样(见表 1)。当

然分类之后不同类别之间跨类进行比试实际上行不

通，也就是说徐晓冬和魏雷、丁浩，马保国和王庆民

之间实际上是不可以比的，无法比的。 

另一种方法前文已经提过，竞技运动场的很多技

术，传统武术里面缺乏或者没有，传统武术要不断发

展，就必须补充这些技术。比如散打，习练传统武术

者多认为散打不是中国武术，戏称其为“拳击加腿”，

但其实散打也是一种武术，它跟截拳道、大成拳、自

然门、峨眉拳一样，都可称为“新武术”。再如 2020

年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管理中心推广的“武术兵道”项

目，是将身体、技术、器械(多元器械)与中西文化融

为一体的身体运动形式。作为类群，“武术兵道”植根

于我国传统刀剑文化，有较强武道精神与文化属性，

而在建设和推广中又会大量借鉴欧洲长剑、日本剑道、

菲律宾藤棍、剑盾项目的发展经验。这些新内容都是

力图补充武术中用于擂台、竞技场的搏斗技术、竞技

技术而产生，此类武术的内容还在不断壮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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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武术项目及其对应法则 

项目 竞赛法则 

太极推手 
必须采用“掤、捋、挤、按、采、挒、肘、靠”的方法元素；必须贯彻“沾连粘随”、“刚柔相济”

的原则；必须在盘手(四正手)状态下完成进攻 

咏春黐手 
比赛只可使用咏春的各种黐手攻防招法，包括：冲拳、劈拳、扫拳、掌法、擸手；膀、拦、耕、

摊、伏手法；穿心腿、撑脚、钩脚腿法 

武术短兵 

比赛中除禁止攻击后脑、颈部和裆部外，用“兵身”任意部位击中身体均可得分。但在列举不得

分情况中，第 1 条规定：“技法不清楚，击中效果不明显，不得分”；遍览全文《武术短兵竞赛规

则(2015 年修订版)》却没有找到具体的技法规定。武术短兵比赛到目前为止并未形成约定俗成的

竞赛法则 

 

2.3  传统武术与军队格斗术的融合 

传统武术当中的实战技术可以在解放军、武警部

队中的格斗技术中继续保存。传统武术自其出现便与

军事战争有着难以剥离的关系。虽然今天的战争形态

已经进入到信息化战争，但实战格斗技术依然是我国

军队技能训练中必训科目。通过军事格斗训练，“可有

效提高受训官兵的身心素质和单兵作战能力，对于发

展受训官兵不畏强敌、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具有重要

意义”[15]。 

目前我国的军队格斗训练主要以套路(军体拳、格

斗操、捕俘拳、擒敌拳等)和两人配合练习的捕俘技术

为主。“根据调查发现，部队的日常格斗训练主要以表

演和应付上级考核为出发点，由于技术动作规格不高

和基本功训练不扎实，动作只能注重好看，华而不实，

与实战严重脱节”[16]。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例

如，“对格斗本质把握不清”“训练内容华而不实”“存

在消极保安全的意识”“缺乏格斗训练人才”“考核方

式与实战脱节”等[17]。 

传统武术与军队格斗技术的融合与发展应从以下

4 个方面着手。 

首先，从观念层出发，树立正确的格斗意识，认

清格斗技术的本质。格斗技术与竞技技术、表演艺术

有本质区别，其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专门针对人

体关节、要害及薄弱部位进行攻击，其目的是在对抗

中保全自己、使对手失去反抗能力。 

其次，从行为层出发，对训练内容及训练方式进

行纵深改革。建立专门针对人体关节、要害及薄弱部

位进行踢、打、摔、拿的进攻与防御体系。训练方式

要注意层阶性，第一阶段要练胆，即心理素质的训练；

第二阶段要练习击打与抗击打能力，即身体素质及格

斗技术的训练；第三阶段是应对不同自然环境和社会

环境的实战训练，这些环境包括荒漠、丛林、海洋、

沼泽、都市、村野等各种不同的格斗场所。 

再次，从制度层出发，建立科学有效考核评价体

系。考核必须以实战对抗为核心，从心理素质、技术

应用、环境适应 3 个方面加以综合考核，真正达到以

考促训、以考引训和以考验训的目的。 

最后，从器物层出发，解决好训练安全防护问题。

在格斗训练和实战中，身体损伤在所难免，但不能舍

本逐末，不能因为害怕出现伤亡事故而放弃对抗练习，

而应积极研究如何在保证安全前提下，提高格斗训练

的质量。护具和用具在实际的训练和实战中扮演重要

角色，运用现代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成果提高护具

安全性、开发用具功能至关重要。 

2.4  传统武术的精英化保存与传承 

所谓精英化保存与传承，即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中，在一部分极其热爱传统武术的人中间进

行保存和传承。非遗保护是整体性(内容、环境、文化

生态、功能)保护，武术非遗中的所有内容、与之相对

应的生存环境、文化生态以及功能都应得到保护，这里

就包括为数众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武术拳理与技法。 

2013 年国家体育总局颁布《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与推广管理办法》明确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概念和范畴，认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体育非

遗)指在我国广泛开展的民族、民间、民俗体育项目，

以及那些被各群体或个人视为文化财富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游戏、教育和竞技特点的运动技艺与技能，

及在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的过程中使用的各种器械、

相关实物和空间场所的总和。包含传统武术在内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国采取“国家

级—省级—市级—县级”分级保护体系，即先由县一

级机构进行甄别遴选，对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行上报，再经过市、省一级机构层层选拔，最终

上报给国务院，甄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截至

2021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的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项目共 166 项，其中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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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独占 77 项。省市县级的传统武术非遗项目更是达

到数百项。比较而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传承模式相对成熟，已经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以

武术团体为基础(最小单位为非遗传承人个体)，以展

示平台为依托，以文化团体、专家为指导的立体保护

机制。省、市、县级武术非遗亦可以借鉴此机制，结

合自身实际建立起省、市、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席会

制度，每年定期交流工作经验，分享特色案例，搭建

互动平台，共同提升业务水平。 

传统武术在进入非遗名录之前，要做好挖掘、整

理工作，进入名录之后，更要树立责任感，担当起传

统武术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进入名录只是为日后

的传承、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机遇，并不等于就能

由此得到保护”[18]，保护什么？怎么保护？怎样将传

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完整、

无误留传给子孙后代？怎样系统阐释其时代新义与当

代价值，更好发挥武术非遗以史育人、以礼化人、培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势作用？这些问题应该时

时拿出来讨论、研究，使得进入非遗名录的传统武术

在整体保存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 

 

正如多数专家学者所述：传统武术是中华文化的

缩影，追求“天人合一”“身心一体”“文武并重”，不

能仅仅以“武”“勇”的标准衡量传统武术的优劣，传

统武术是“技”、是“艺”，更是“道”。但是传统武术

的本质属性终究是技击，技击属性是决定其他功能属

性存在的基础。倘若传统武术的技击能力没有展现的

场域，传统武术势必会萎缩甚至消失，依附于技击属

性之上庞大的文化体系终有一天也会轰然倒塌，传统

武术也将被其他身体活动取代。承认今天的传统武术

在技击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在理解其中缘由、满足不

同人类需求的基础上，尽可能多保留和发展传统武术

中的技击术是接下来传统武术发展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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