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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武术是民族传统体育的主干。
它的理念、理论、技术、方法与西方体育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本教材着重于突出武术的文化特色，力图使学生通过本教材的学习，掌握武术的基本理论，认识武术
的文化特性及内涵，了解武术与其他文化形态的相互影响及关系。
为系统的专业学习和训练打好理论基础，进一步明确武术传承传播的历史使命，增强民族自信心、责
任心和使命感。
本教材的编写工作于2009年4月启动，在上海体育学院召开的“全国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规范研制暨主干
课程教材研讨会”上，本书的篇目经过全体编写人员集体讨论和审定。
2009年9月，在厦门召开了第二次编写工作会议，讨论并确定了编写提纲与写作规范。
2010年2月，在杭州召开主编会议对编写人员编写的各章初稿进行了审阅，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3月中下旬，总主编在福州与厦门分别与本书主编就书稿修改进行了讨论。
本教材在全面介绍武术理论基本知识的基础上，特别注重吸取近几年武术研究的新成果，经多次反复
讨论修改，最后定稿。
整本教材反映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参加本书编写的教师均为体育院系武术的专业教师，以术科底子的教师群体编写这样一本涉及美学、
传播学、伦理学、文化基本精神、兵学原理的教科书，有缺乏厚积薄发之蓄势的担忧。
书中不周全或错误之处，敬请各方专家不吝赐教，以期适时修正。
全书由郑旭旭统稿，邱丕相、蔡仲林审阅定稿。
杨建营也参与部分章节的编写。
在本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杭州师范大学周伟良教授的热情帮助和上海体育学院、集美大学、杭
州师范大学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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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武术导论》的篇目经过全体编写人员集体讨论和审定。
2009年9月，在厦门召开了第二次编写工作会议，讨论并确定了编写提纲与写作规范。
2010年2月，在杭州召开主编会议对编写人员编写的各章初稿进行了审阅，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3月中下旬，总主编在福州与厦门分别与《中国武术导论》主编就书稿修改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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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武术的技能属性从武术的发展史可以了解到，武术是因人们生存自卫的需要而产生的。
人类早期，为了生存需要，一方面要抵御凶禽猛兽侵袭，进行被动防卫，另一方面，为获取食物又要
狩猎，对各类动物进行主动进攻。
更重要的，原始人集团内部因利益分配不均也经常发生各类争斗，不同集团之间因整体利益的争夺也
时常发生各类规模不等的战争。
这类斗争既包括徒手的搏斗，也包括拿着器械的厮杀。
正是在这种生存自卫的斗争中，人们将实践中的攻防技能加以总结和提炼，逐渐形成了早期的武术。
早期的武术孕育了以个体技术为特征的民间武术和以群体技术为特征的军旅武术的雏形，它们都是人
类发展延续的一种生存技能。
长期以来，武术主要作为一种生存技能而存在。
无论是先秦时期的游侠，还是历朝历代社会上层人士的保镖，无论是为他人完成某种目的的刺客，还
是游走江湖的镖师，无论是看家护院的家丁，还是为谋生而卖艺的艺人，或者为糊口而教拳的拳师等
，都将武术作为一种生存谋生的技能。
即使今天，很多青少年练习武术的主要目的还是为获得一种防身自卫技能，因为安全的需要是人与生
俱来的最基本的需要之一，在枪支等热武器不普及的社会，武术仍是人们首选的防卫或见义勇为的手
段或途径。
对于历朝历代的军旅武术而言，则是整个国家机器安全运转的必备技术手段，这是一种较大集团的生
存技能。
即使今天，在广大军警中仍流传着以“一招制敌”为技术特征，以制服、致伤、甚至致死为目的的格
斗技术，这类技术仍然是一种实用技能。
综上所述，自古以来武术就一直发挥着技能方面的作用，即使现在其技能方面仍将发挥作用。
作为生存技能的武术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以技击为核心的徒手或持械的生存格斗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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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武术导论》：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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