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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武术在当今社会的传承与发展

——以徐州为例
白剑飞 1  丁雷 2

（1. 中国矿业大学体育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2. 徐州市体育中心  江苏徐州  221000）

摘　要： 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一项宝贵文化遗产。我国武术内容比较丰富，且包容性极强，纵观

近些年武术的发展，目前武术主要沿着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这两条路进行。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走访调查法

对传统武术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调查，针对传统武术在徐州的发展现状进行探究，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传统武术传承与发展的

对策，为未来传统武术的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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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术在徐州的发展现状

1.1	社会武术
武术是扎根于民间、历史悠久。徐州武术文化有着四千

多年的发展历史，底蕴十分深厚。徐州市委市政府推动“舞
动汉风”文化品牌建设，深入开展“汉风武蕴”系列工程，
与广大民众积极努力打造全国武术之乡。全市共有各类武术
馆（校）400 余所、辅导站点达 1600 余处，武术教练、拳师、
段位指导员 1141 人，社会体育指导员 2272 人，晋段高层次
人才超过 7000 人。各县（市、区）均成立武术协会，30%
的镇（街道）有武术俱乐部，市武术协会注册会员拥有个人
会员 12000 余人、单位会员 77 个。[1] 在民间，武术已经成
为徐州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喜爱的健身项目之一。2016 年徐
州市武术协会承办全民健身日，前来参加的市民多达 200 万
人。

多半学校将武术列入体育必修课目，徐州贾汪俊龙武术
学校，曾做为徐州武术表演的代表参加春晚武术表演。2011
年，徐州市还成立了武术表演团，成为传播武术文化的得力
使者。同时以博物馆、沛县歌风台等为依托，以武术为主
题的实景剧节目表演。在 2016 年首届中国·徐州国际武术
大赛暨“丝路汉风”武术文化周中，为全面展示徐州历史文
化和武术发展成绩，筹委会精心准备了五大篇章的开幕式表
演。	2017年的第二届中国徐州国际武术大赛暨“丝路汉风”
国际武术文化节的开幕式表演将汉文化与武术的精妙紧密结
合，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汉武术风采。

1.2 校园武术
武术学校的出现顺应了国家对多元化人才的需要，不

但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而且还有利于青少年身
心健康发展。2013 年暑期后，徐州 11 个县市区和 30 所直
属学校 150 万名学生开始了“一课一操”的习练，几年来开
始接触武术的中小学生已超过百万。在推动武术进校园工作
中，徐州巧妙地借联赛促习武，借交流互相长。2013 年 11
月至 2015 年 9 月，徐州开展了“武术进校园”拉力赛，一
时间，全市各地到处交流比武，柔美雄风交相辉映，大大提
升了武术在师生心目中的地位。

而徐州市沛县体育中学更是一骑绝尘，以“规范+特色”、
“合格 + 特点”、“达标 + 特长”的“三特”目标管理，走
出了一条特色办学之路。先后为国家培养运动员5000余名，
其中有韩晓鹏、张鑫、齐广璞等 20 名世界冠军、134 名全
国冠军、387 名省级冠军。该校两度入选国家高水平体育后

备人才基地。
1.3 竞技武术
到目前为止，徐州市举行的首届中国﹒徐州国际武术

大赛、第十三届全国武术之乡武术套路比赛和第二届国际武
术大赛等均取得了突出成绩。且参赛者年龄跨度较大，上至
六七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孩童。在每个武术爱好者的感
染下，现在武术才发展成徐州的全民运动，有利于武术的发
展和传承。

徐州市政府高度重视武术事业发展，培养出许多优秀的
武术教练和运动员。徐州市在各种武术比赛中成绩名列前茅，
2012 年和 2013 年全国传统武术比赛中，徐州籍运动员获得
金牌 534 枚，占金牌榜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先后有 69 人
次获得国际武术比赛冠军，2017年江苏省青少年武术（散打）
锦标赛徐州代表队位列奖牌榜第一。

1.4 国际交流与传播中的武术
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中，借助培训、比赛、

展演等丰富形式，向全世界展现传统武术的魅力。从 2000
年至今，徐州市青少年武术教练徐安仁前往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迪拜市，任 mbbm 公司体育部中国武术总教练，所教的学
生来自十几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2001 年 9 月，徐州终南
派心意六合拳高手魏希林在摩洛哥警察总署、警察大学执教
武术三年。沛县籍武术家张祖尧从台湾受聘到意大利开设中
国功夫馆，至今他和他的儿子张训山、张训川已在欧洲开设
了 62 家中国功夫馆，学员达 6000 多人。[2] 同时徐州已举办
两届中国·徐州国际武术大赛暨丝路汉风武术文化周，吸引
大批海内外人士参与，极大地推动了武术的传播和发展。

2、制约传统武术传承发展的因素

2.1 传统武术理论研究缺乏
缺乏理论指导，武术学科的建立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

建设。很久之前，传统武术就作为体育项目竞技，其蕴含着
深厚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重要文化遗产。从对徐州市武
协、沛县体育中学的走访调查中发现：由于传统武术的主要
传播方式和途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依赖言传身教，各个拳
种流派都是以苦修技艺为终身目标，给后人留下的文字或者
影像的资料极少，从而导致传统武术自身的理论体系匮乏等
问题。我国传统武术一直缺乏优秀的理论研究，是制约传统
武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2	传统武术竞赛缺乏统一标准 \
武术的内容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流派林立，各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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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擅长，从理论到实践均自成体系的拳种就有	130	余种。
传统武术不仅门类繁多，而且攻击方法不明确，传统武术套
路中的拳、扇、刀等练习方式多样。正如沛县体育中学的韩
教练所说：“由于中国传统武术套路的复杂性，在比赛中很
难去制定一个统一标准的评分制度，从而在比赛中给评判者
带来一定的难度。”当前部分传统武术的竞赛仍沿用 1959
年国家体委颁发的《武术竞赛规则》，这套规则是现代武术
套路竞赛的唯一模式。是根据西方体育运动概念创造，以现
代竞赛为模式的各种各样的传统武术竞赛套路。而事实上，
这一系列的传统武术竞赛套路并不为广大传统武术练习者接
受。[3] 标准不统一，比赛形式多样，种类繁多，在竞技的过
程中时有评判不公平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习武者的积
极性。所以完善传统武术的竞赛评判标准十分必要。

2.3	部分武术学校管理环节薄弱
目前，在武术馆校审批通过方面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

题。参与审批的不仅有各级政府、体育部门、武术协会，甚
至有些武术馆校是由所在村党支部同意就挂牌成立了。由于
审批部门掌握的尺度不一，不懂办学审批条件或者是不负责
任，导致一些不具备办学条件的学校草草上马。[4] 另外，大
部分的武术学校都属于民间私人独立办学，初期创建条件十
分艰苦。所以这就导致了部分的武术学校教室差强人意，尽
管经过进几年的发展和政府帮扶，武术学校的条件有所改观，
但是武校教学管理等方面仍是薄弱环节。

2.4 徐州武术宣传环节薄弱
徐州武术文化源远流长，是全国闻名的武术文化发祥

地之一，但徐州武术品牌缺乏足够的建设。品牌不是空中楼
阁，必须让人们体验和感知。当前传统武术缺乏媒体和社会
广泛的关注，体育新闻报道对奥运竞技项目十分“照顾”，
对奥运竞技项目的重视对中国传统武术的忽略，以及从体育
项目的报道波及到了体育项目的研究领域，几乎都把奥运项
目和竞技体育项目为主，然而却把民族传统武术搁置一边。

3 从提升传统武术社会影响力的视角梳理传统武术发

展思路

3.1	宏观策略
3.1.1 突出武术产业的人文科教价值
礼乐文化和人生哲学文化是构成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

基本要素，而“礼”早中国武术中占据着较高的地位。中国
武术讲究“尊师重道”，以礼为先。“礼”的等级原则，在
影响习武者思维取向的同时更多的磨练了他们的意志，使武
者在大是大非，大敌大友面前具有爱憎分明的品质，在他们
自身的生存环境中也更富有合作精神与和谐意识。传统武术
的传承和发展，并不仅仅是传承其套路和形式，更重要的是
传承传统武术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内涵。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无形之中在传统武术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学习武术套路，传
承武术精神，应该是我们的目的和重点。因此，在传统武术
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应该突出武术产业的人文科教价值。

3.1.2	推进大中小学武术教育改革和武术学科建设
武术作为一项体育运动项目，是一种文化产业，已成

为学生学习内容的一部分，这是我国重要的一个育人环节。
同时武术教育也是一个系统的教育工作，要使它达到育人的
目的：就要认真贯彻《体育与健康》，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改革武术教材内容，适应中小学生的生理特点以及武术的教
育规律；注重武德的培育，内外兼修，自尊自强；加强教师
的专业理论和技术水平。对于武术的教学，必须深刻的认识

和理解到武术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同时也要充分的意识到，
武术发展的机遇已来临。所以说，推进大中小学武术教育改
革和武术学科建设迫在眉睫。

3.1.3 将武术申奥为目标带动发展相关产业
将中国传统武术申奥，目的不仅仅是将其传承和继承，

传统武术的发展，将带动该产业链共同发展，为我国经济的
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武术进入奥运会有
利于带动武术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当武术的普及度和
发展程度足够深广的时候，其经济链条就会无限的延长，其
相关的体育赛事、福利彩票、广告以及配套产业都会像雨后
春笋一样生长并蓬勃发展起来的，武术将会吸引大量的社会
经济投入，所以武术申奥亦具有强大的经济意义。

3.2 微观策略
3.2.1 加强各个相关组织对传统武术的社会宣传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武术受到竞技武术和西方体育

项目的冲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传统武术的套路因循守
旧、复杂多样；另一方面，则是传统武术没有积极采取现代
化宣传方式。目前我国对于传统武术的宣传形式比较单一，
仅限于国内、国际间的武术表演、武术比赛、武术交流等，
媒体、网络等现代化高科技宣传手段欠缺。传统武术的发展
要善于利用和使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推销自己的武术文化和相
关技艺、套路等内容，跟上时代要求。

3.2.2 充分发挥个体武术爱好者的主观能动性
中华传统武术强调“以人为本”，所以传统武术的发

展离不开武术爱好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应该表现为：个体武
术爱好者有意识、自觉的将传统武术在保留其精华的同时进
行创新，另外，传统武术在社会的发展亦离不开个体武术爱
好者的大力宣传。作为传统武术爱好者，应该自觉主动地继
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武术，促进其在当今社会的发展。

3.2.3 鼓励各学校组织的创新突出个体特色
当今社会，所进校园的武术多为竞技武术和国际体育，

对于传统武术的发展并没有起到一定的作用。传统武术可作
为特色进入校园供学生学习，中华传统武术门派众多，各个
学校和组织可以选择性的学习其中的一种或两种加以练习，
亦可将广播体操的形式替换成传统武术。在强身健体的同时，
既培养兴趣，又能起到传承中华传统武术的作用。

3.2.4 深入普及武术段位制
竞技武术和国际体育都有等级作为衡量武术技艺的标

准，但是传统武术恰恰缺乏这一标准，导致习武之人觉得传
统武术“深不见底”，便也降低了对传统武术的热情。中国
传统武术的师徒制和封闭性是难以用明确的段位制划分的重
要原因之一。传统武术的传承和发展应该与时俱进，取其精
华，弃其糟粕，保存其精华招数，规范其套路，为传统武术
设定段位，激发传统武术学者的学习热情，促进传统武术的
传承和发展。优化传统武术段位制，应该针对传统武术门派
众多、体系套路繁杂等问题进行创新和整理，实现各大门派

“求同存异”，着实体现其等级性、合理性和内容的丰富性。\
4 总结

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
大的改变，与传统社会相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来自西
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如何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性和民族
性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传统武术在当今社会面临传统武术
理论研究缺乏、武术品牌建设缺乏统一规划、缺乏媒体和社
会广泛的关注等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从宏观和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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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方面给出建议，包括：突出武术产业的人文科教价值、
推进大中小学武术教育改革和武术学科建设、将武术申奥为
目标带动发展相关产业、加强各个相关组织对传统武术的社
会宣传、充分发挥个体武术爱好者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各学
校组织的创新突出个体特色和深入普及武术段位制等，希望
作为中华文化瑰宝的传统武术可以顺利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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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单方面灌输知识的授课方式，要从具体的学科出发，
从教学内容出发，要充分发掘本门学科的教育因素，将社会
主义意识、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自然的融入在教学内容中，
要做到将思政元素与学科内容合理的融合。在授课形式上，
应积极应用新媒体技术，更新授课手段，将活跃的互联网与
传统的授课方式相结合，营造生动、活跃的课堂氛围，激发
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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