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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自信探讨传统太极拳文化在高校的传承与发展 
王元福  褚玉杰 

（黄河交通学院  河南焦作  454950） 

摘要：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在文化自信背景下探讨传统太极拳文化在高校的传承与发展问题，研究

认为：传统太极拳文化在与他者文化交流过程中保持文化自信与高度认可的态度是文化自信的基础与保障，也是太极拳文化可持续

发展的核心要以。因此其形成机制是不可或缺的内容：1 文化自觉是基础；2 文化认同是前提；3 文化自信是关键，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对传统太极拳文化的身份进行再审视，并将技击本质、礼仪教育作为传统太极拳文化的自信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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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后，对于传统文化的回归

也是愈来愈重视。太极拳作为传统文化的部分成员一直以来也是被

受关注，历经时代更迭的价值功能、拳术流派、技法演练无疑例外

也成为时代及群众所关注的重点内容。从价值功能看，其技击本源

到健身养生再到娱乐观赏在时代诉求影响下不断发生变化；从拳术

流派看，陈式太极拳衍生杨式、吴式、武式、孙式、和式等拳种，

使其拳术更加收到习武群体及大众的重视；从技法练习看，由单一

习练方法到现在多元化化习练方式，不难发现太极拳文化发生众多

变化，其中单一习练方式主要在于对传统技击本质的注重，多元化

习练方式可以理解为由格斗与套路组合，常见的格斗多指为武术散

打、太极拳推手，套路多为动作习练及表演，因此无论从价值功能

或是拳术流派亦或是技法习练，传统太极拳文化一直以来受西方文

化的影响，逐渐形成技击淡化、礼仪文化缺失、拳术流派多元化、

套路化更加注重等文化，至此不难发现假大师的出现一直以来被众

人怀疑，太极拳到底能不能打，武术能不能格斗等疑问？包括也对

高校太极拳文化的传承问题进行一定反思，高校到底如何定位太极

拳文化，及如何传承与发展传统太极拳文化？ 

1 文化自信的形成机制 

1.1 文化自觉是基础 

文化自觉是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

与觉醒，也是指在他者文化下审视自身文化属性，从而加强对民族

文化的认同。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基础，对于民族文化的自信感

基于群众或是国家亦或是民族对自身文化发展的崛起。费孝通先生

曾提出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核

心点有两点：第一，正确看待自己的文化；第二，正确对待他人的

文化。所谓的同世界各种文化融合的过程中秉持民族态度从而决定

其基本路径，即坚持中华文化的发展。作为中华文化成员的传统武

术文化，在西方文化的侵染下如何自身定位与发展则是一种文化自

觉的体现，换言之当传统武术文化遇上现代武术时，其从传统性质

则通过隐匿方式存在，不是使传统武术文化真正丢失，而是在外来

文化影响下更加理性发展与对待；不是完全按照西方竞技体育意识

发展，而是对自我文化自我认知、自我觉醒、自我反思和理性审视，

更重要的是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1.2 文化认同是前提 

文化自觉是基础，文化认同则是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途径中所

历经的一个阶段认知，自觉并非达到真正的自信，而是一种自我反

思与觉醒，基于此文化自觉途经文化自信的过程则需要认同的参

与。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对自我文化的认同意识，中国传统

文化则将难以产生自信。简而言之文化认同是一种群体对民族文化

的认可，是一种精神意识的体现，是一种国家认同的象征。传统太

极拳文化在千百年历史沉淀过程中展示的传统文化魅力，使发展需

求以清晰目标为导向逐渐走向国际化、市场化及高校。正是基于习

武对太极拳的传统性质认同，以少部分坚持到大众化需求方式从而

脱颖而出，使传统太极拳文化在发展中形成自信感、自豪感。 

1.3 文化自信是关键 

文化自信以来，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1]因此，文化自信作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因素，更多地是将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区别于西方文化的项目来审

视、发展、看待，具体指将传统太极拳文化与西方体育运动项目进

行区分，回顾传统太极拳文化的发展与改革，其中竞技太极拳文化

的出现打乱其文化发展节奏，使传统太极拳文化面对竞技太极拳带

来的尴尬处境。然而，文化自信的提出从而选择了对太极拳文化发

展的‘体育’思考,不难发现对其技击本质、道德素质教育的追寻也

正是当前习武群体对文化发展的再审视。 主要在于“中国武术维

护自己的文化‘主体’, 就要在发展中坚守文化的‘主体’地位, 充

分彰显其文化的哲理、健身、娱乐、技击等价值内涵, 根据中国武

术的实际情况, 走自己‘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2] 

2 文化自信下传统太极拳文化的身份再审视 

2.1 技击性质的淡化 

技击性质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开始逐渐淡化，其中，学校的日

常教学对套路化的注重越来越深，反之传统技击本质逐渐丢失，从

而竞技武术代替本源技击价值的发展，进而逐渐剥离打练结合的传

统教育模式。这也是假大师的出现使当前人们开始逐渐怀疑武术亦

或是太极拳是否真的能打，是否具有对抗性质？因此不难发现太极

拳文化从具有技击价值到套路展演再到健身养生的多功能衍生形

式，不断让传统太极拳文化具有的核心本质逐渐隐匿与消亡。《藏

着的武林》记录片通过对传统武术技击本质的记录将习武群体对当

今武术文化的传承问题进行深度反思。从军队武艺到民间文化的形

式演变，虽然武术发展出多种拳种，可是就其核心本质没有改变。

因此传统太极拳文化的技击价值为何能保留至现在，当然不乏传承

者的坚守。或许正是活态传承者的坚持才获取到传统武术文化的独

特属性，让当代年轻人、习武群体或是国家重新审视现如今武术文

化的传承，与太极拳在高校的发展。基于此文化自信的提出反而加

快国家对传统太极拳文化的重视，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需特有

文化属性参与能够让其具有自信心。 

太极拳区别于西方体育项目的独特性正是展示了中国文化大

国的自信象征，如“武术技击战术的一招一式, 其进退、刚柔、虚

实等的内在变化和运行机理, 真实的演绎了古典哲学的博大精深和

深邃内涵；武术训练中法无定法、招无定招、虚实相生等自显其独

有的魅力。”[3]及“武术技术训练特别是套路技术训练所要求的气韵

生动、内外一体、刚柔相济、虚实相间等技术标准和艺术指标，无

不是中国传统美学在武技一道的深刻体现。”[4]太极拳作为武术文化

的一员，与我国当今流行的渊源于西方“他者”文化的体育项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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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则显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孕育下的民族传统体育的精华, 因

此也最具有“民族性”。基于此，太极拳文化在高校如何传承与发

展则是当前传承者亦或是传播者对其问题的深度思考，而非简单的

套路化教学忽略其特有性质的传授，到底如何定位则是更值得引人

深思。 

2.2 德育素质的缺失 

太极拳文化自古以来可以理解为对德育素质的塑造，在未衍生

出太极拳文化的前期，武术一直强调礼仪教育，如抱拳礼追溯汉代

时期作为特有的传统礼仪，以左掌右拳的方式诠释礼仪素养，一是

以五湖四海皆朋友的含义意蕴谦虚团结，以武会友。二是左手屈指

表示不自大、不骄傲、不以“老大”自居，以此来尊重朋友，虚心

请教；三是以“人”字形象表明武术中对“仁”的要求，主要讲求

“以和为贵”。不仅如此，不同场合对于武术礼仪的使用有所不同，

拜师礼主要应用于家族传承与师徒传承之间，高校传承常见于师生

之间行抱拳礼。其原因多侧重于使用对象不同，要求也会有所不同。

不过并非完全的不同，相同点其实更多的是通过身体约束以此达到

行为认同，规约性质的身体约束让学生更加程度加强对老师身份的

认同，以此达到尊师重道的目的。为什么一个抱拳礼如此重要呢？

其中，第一，抱拳礼在宗教制度影响下，核心本质是需回归到尊老

爱幼的形式，因此在礼仪教育中能够发现对长者的尊重；第二“从

礼仪到礼德的升华并非一朝一夕能做到, 一时的谨小慎微并不代表

长期的谦逊有礼, 只有先立德才能力行, 礼德的形成是由礼仪内化

产生的结果。”内化是形成礼仪素质的基本方式，在于对身体进行

约束从而达到行为约束，进而体现在思想意识之中，即为内化于心，

外显于行。 

然而，在高校太极拳的文化教育中，对于德育素质教育的要求

逐渐脱离传统文化本质，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多以套路展示为基本手

段，对德育培养强调甚少。回归德育教育不仅是现在思政元素课堂

的重要体现，也是对传统太极拳文化礼仪的态度体现。因此如何回

归礼仪文化，及加强德育教育。如抱拳礼的基本礼仪便能够彰显，

也包括“在武术习练者在日常生活中‘坐如钟, 站如松, 行如风’

的坐姿、站姿、行态要求和其中所表现出来的精气神, 其实也是礼

文化在武术这一载体中的迁移。”[5]无论是武术亦或是太极拳，其通

过身体体悟内涵，最终感受“先习武者先习德”、“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等精神要求。 

3 文化自信下传统太极拳文化的自信表征     

3.1 突出套路，回归技击 

所谓的优化套路不是在课堂教学中传承套路化内容，而是太极

拳套路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如习练太极拳套路中需意蕴节奏、发

力、精气神、美感等内容，无论其中哪一项短时期的身体感悟是很

难体悟到，长达几年以上的时间甚至更长方可感悟。因此太极拳套

路的习练可以理解为“是对学生进行文化教育的优良方式”，[6]同时

也认识到武术套路虽然无法注重学生的技击能力，但是套路的生成

离不开技击本质。太极拳最早以武术形态发展，主要在军队武艺用

于杀敌功能，至此宋代以后武术开始以套路形式流传民间。不难思

考的是，套路为何与军队武艺有何联系，简单的讲能够看到之前武

术在军队中的练习也会单个组合动作进行演练，基于此武术套路是

以多个组合动作结合从而传创编为套路，不同性质的是，随着时代

发展，武术套路越来越形式化，技击色彩逐渐淡化并褪去。相反，

太极拳套路化逐渐走向健身养生、娱乐表演、竞技比赛等多种形式，

无论哪种形式的存在，其中技击本质愈来愈减弱。基于此，以辩证

思维思考太极拳在高校传承过程是否只是以套路化展演，当然离不

开。因为套路化本身存在技击性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先以最初的

套路组合进行教学，最终逐渐引入技击实战，通过结合“套路”和

“格斗”，实现术道融合、德艺兼修的目标。 

 3.2 融入礼仪，重塑武德 

礼仪教育的融入似乎成为当前高校所关注的内容，也是当今时

代太极拳发展的价值诉求。不难否定的是，太极拳在受西方文化的

影响下，在迎合竞技体育形成高难美新的体育运动途径中，必将导

致传统太极拳文化的流失与异化。太极拳具有的独特性、文化性、

传统性，则是展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那么礼仪文化的

回归不仅是对传统性质的彰显，也是对德育素质的再强调。因此，

传统太极拳的礼文化回归的意义主要在于：第一，国家层面。礼仪

教育不仅仅作为中国文明的标志物，也是各个国家之间求同存异中

的一种自信感体现，更是国家竞争过程中的教育象征。众所周知传

承几千年的礼仪教育不能因西方文化侵入，而完全改变中国传承已

久的传统文化，更多的是展示属于民族特性的汉文化。 如何将其文

化进行传承与发展，政府和教育部门的支持是武术礼文化传承与践

行的现实基础。太极拳进校园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教学，也是把太极

拳的礼仪行为及背后意蕴的含义告诉学生，以此潜移默化的接受文

化熏染，进而制定一套系统全面、简单易学、文化性强，适用于比

赛、训练、教学的统一武术礼仪规范。身体感悟后逐渐以行为规范

表征太极拳文化具有的内化于心功能，能够很好的制定一项制度，

其原因就是归因于太极拳文化具有的规范性能够加强习惯的形成。

第二，个人层面。每位习武群体作为传承传统太极拳文化的重要载

体，需要自觉的学习太极拳文化理论知识，宣传武德，弘扬背后蕴

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第三，学术研究层面。当前太极拳文化在高校

的教育不只是技术层面的学习，另需涉及科研文化的注重，提高教

学人员和传承人的文化修养与理论水平，了解太极拳文化的内涵，

为其做出贡献。最后是武术受众层面, 学生作太极拳术礼文化的最

主要的受众, 需要提高对太极拳的热情。只有对太极拳感兴趣，才

能真正接受武技背后蕴藏的礼文化。 

总之，礼作为德育素质的重要范畴之一，在某种意义上降讲是

一种规范，不仅是对行为上的约束，也是对思想意识的一种规范。

上到国家，下至个人，都应该肩担历史使命。既是文化自信体现，

也是文化回归的前提。 

4 结语 

“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基

础”。[7]现如今，强化传统太极拳的文化意识，明确传统太极拳的出

发点与立足点，并将其文化与时代进行结合，成为弘扬传统武术文

化、传播传统价值本质、凝聚中国力量的重要导向和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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