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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林小美编著的《清末民初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研究》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丰富和真实的史料基础上进行
的，采用历史法、文献法、比较法和系统法对清末民初历史时期的武术文化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和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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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小美，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体育学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国际A级武术裁判，武术高段位8段
。
现任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分会委员，中国大学生体协民族传统体育分会常委、竞赛部副主任，浙江
省武术协会副秘书长，浙江省高校武术协会副主席。
曾经担任2008北京第29届奥运会，第14、16届亚运会，第6、7、9、11届世界武术锦标赛，第6、7届亚
洲武术锦标赛等国际武术赛事的裁判长；多次出访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加拿大等国
担任亚洲、拉丁美洲及各国专业教学、竞赛、科研指导工作，参与武术套路竞赛规则修订。
主讲课程《武术教学》为浙江省精品课程，该课件荣获浙江省第6届高校教师自制多媒体教学课件一
等奖。
主持《武术优秀运动员竞技套路编排及创新的应用研究》国家体育总局攻关课题等16项；在《体育科
学》、《中国体育科技》、《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等核心刊物刊发有影响力的文章50多篇；撰写专著
及教材11部：荣获“十一五”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科研奖项1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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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当时建立的中央国术馆和国术馆系统来看，我们不难看出它对西方体育的模仿痕迹。
即借用西方体育，进行适当的自我改造，以适应社会对体育发展的要求。
例如，它有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提出了自己的活动宗旨和目标任务。
它有自己的组织体系，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自上而下的国术馆系统。
它有自己的活动内容体系，包括搏击、摔跤、劈剑、刺枪、其他拳术或器械五个大类。
它有自己的裁判规则和方法，比如运动员比赛按体重分成五个级别，即：重量级、轻重量级、中量级
、轻中量级、轻量级。
它有自己的名次录取办法和淘汰措施等等。
所以武术从此也能按照西方近代体育的模式召开自己的运动会了。
有资料记载，仅由中央国术馆主办的全国武术比赛就有4次。
其中第1次是1929年11月在杭州举办的国术游艺大会，共有19个省的400多名武术运动员参加了比 赛。
前4天是名家表演，后7天为散打比赛。
 中央国术馆成立后，“以提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在武术改革方面主要做了下以工作
： 第一，中央国术馆促进武术教学的规范化。
国术馆开办伊始，就设有训练班招收学员学习武术。
在教学中采取了单人演练（套路）及各种拳、械的对抗练习。
后来的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第二，促进武术比赛的规范化。
其中国术考试分为国考，省、市考和县考三级。
影响最大的是国考，国考由中央国术馆主办。
中央国术馆曾先后于1928年10月和1935年10月，在南京举办了两届国考。
国考的科目分学科和术科两类，包括历史、地理、国术源流、拳术、器械（刀枪剑棍）、劈剑、刺枪
等内容。
中央国术馆通过组织国术考试，对武术比赛的规则、护具等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试验。
各省、市及许多县也举办了次数不等的国术考试。
这些考试在推广和普及武术、促进武术的体育化和规范化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推进武术的整理和学术研究。
中央国术馆在1933年组织了中央国术体育研究会，次年又组织了全国统一委员会，创办了多种武术期
刊，一些省、市的国术馆也创办了一些武术刊物，各级国术馆还出版了一些武术教材、挂图和专著，
促进了武术的现代化。
为了给各省、市、县的国术馆培养国术方面的师资，中央国术馆还于1933年成立了“中央国术体育传
习所”，次年改名为“中央国术体育专科学校”。
学校分国术、体育、军事三部，以造就三者兼备的人才。
 在民间，贡献最大的当属王怀琪对中国传统武术的改造成果。
王怀琪（1891～1963），中国体操学校第4期毕业生，近代武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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