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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武术已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列，在为武术受到国家重视感动的同时，也深深体会
到武术发展的严峻形势。
武术，蕴含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和精神，也承载了中华儿女的殷切希望。
但是，它现在却像一个行之将去的老人，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着。
虽说武术发展到现在的状况，某种程度上有历史的原因，诸如建国以后对武术的改造，20世纪80年代
对武术的挖掘、整理之后被束之高阁。
但是，我们却不能籍此逃避在对其传承过程中的短视和不力的责任。
武术的发展不仅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承；不仅需要理论，更需要实践。
然而，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武术的发展走向异化或停滞。
我们一方面大喊着保护武术文化，另一方面，却极其缺乏实践精神。
理论研究指导武术实践，但是理论研究不付诸于武术实践，则这种保护的“理论”注定只是虚幻的，
甚而会制约和阻碍武术实践的发展。
在理论上保护武术拳种，但在实践中却不以其为武术发展的主体，这种理论保护不能使武术得以传承
，这是武术目前所处尴尬境地之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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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彩平，女，1973年生，山西定襄人，教育学博士。
1994年考入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1998年获得学士学位。
2000年考入西安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师从白鸿顺教授，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
2007年考入北京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师从徐伟军教授，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
2003年至今在西安体育学院武术系工作。
主要从事武术文化与教育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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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中国人也因此而绵善无力，如中国武术，虽然具有技击属性，直接是人与人的搏斗，
但受武德的规范，能和平解决争端，就绝不诉诸武力，即使有些争执不可避免，也不是非要决出一个
你死我活，而是点到为止，以德服人。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由此与西方体育文化相区别。
在个体本位及“性恶论”影响下的西方体育文化则展示了强烈的重竞争的强力色彩。
它崇尚竞争，勇敢公平，一往无前，以力服人，不会掺杂其他情感因素，从中也显示出了西方体育文
化不断向前的“浮士德精神”。
西方体育文化是狼性的，其内容都是个体或者集体间的竞争，走的是典型的“武化”的道路，因此也
成就了西方人的勇猛好斗，如西方拳击，两两较技，这里的竞争只相信实力和“规则”。
（5）直觉体悟与理性实践在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的影响下，形成了“身心合一”的身
体观，它认为身体、意念与呼吸、形体与精神等都是统一的。
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强调修身养性，习练者在不断体悟中方能达于身体机能的平衡和思想
修养水平的提高，如具有哲学性质的概念，如道、气、天人合一等和一系列矛盾运动规律，如阴阳、
动静、虚实、刚柔、开合等的把握。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注重人际关系，形成了群体和谐、尚德的价值观和德礼型体育规范，这种群体和谐
、尚德的价值观及其德礼型体育规范也需要习练者不断践履得以形成进而表现。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审美是写神的，其追求和谐美，这种“以形写神”的境界更需要习练者不断演练
方能达到进而悟道。
在西方文化“主客二分”哲学观的影响下，形成了灵肉两分的身体观，它认为身体是独立的。
在此基础上，西方体育文化注重对人身体的改造，其生物学指标均是物理性质的，可通过实验、逻辑
推理来获得准确数据，制定运动处方，从而使得肌肉更有力，生理机能更强。
西方体育文化求取个体权利，形成了个人本位、尚争的价值观。
其二元思维使西方人崇尚理性，以规则对体育进行制约。
在这种规则规范下，参赛者之间公平竞争，实现自我。
还有就是高科技对体育比赛的影响也反映出了‘西方体育文化的这种理性实践。
西方体育文化的审美是写实的，它崇尚力与美，这种力是可度量的，而美也是有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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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学校武术教育价值刍论》由西安体育学院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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