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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太极拳是什么？
太极拳是一种灵魂性的东西，太极拳是一种武术，是一种养生方法，是一种修养术，是一种文化载体
。
要练好太极，深刻把握太极犬，需要深入挖掘太极拳的这几方面内涵。
本书为您提供了发展太极的理论，全书内容分理法篇、功技篇、拳论解析篇、技击篇、健身篇、研究
篇、网络篇，汇集了一些藏龙卧虎的太极拳人才，他们的实践、体悟、言谈、文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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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动静是标示事物存在方式和基本属性的一对矛盾，用以描述事物在时空运动中的总体特征。
在中国文化中，动静范畴是指事物的运动和静止，并具有多层次和多侧面的实际内涵。
首先，动静作为事物存在的两种形式或属性，是相依相分、不即不离的对立统一。
动是指事物自身所具有的能动变化性；静则是指事物自身所具有的质的稳定性。
其次，动静又指事物的变化和寂静状态，变化是指事物在运动过程中突破了原有规定性，或在向这种
突破推进；寂静则是指事物“寂然不动”地维持其自身规定性，事物只有通过寂静才能呈现自身形态
和特性，因而变化应表现于它的反面亦即寂静之中。
最后，动静还指事物的进程与归宿。
动是表现事物发展历程中过去、现在、未来的时态推演，静则表现这种时态推进中的终止间歇。
    在中文里，“动”的本意是动作。
《说文》日：“动，作也。
”引申为发、为行、为感等义。
而“静”的本意则是不争，协调不争而心平性和，便是静的意思。
《说文》训静为审也。
《玉篇》训谋也，《广韵》训安也、和也，都是静的引申义。
古书每以静与靖通用。
靖，《说文》：“立，靖也。
”靖，亭安也，义近。
体育运动首先表现为外在的人体动作空间位移以及内在的生理机能之间的协调配合活动。
这种以人的生理组织结构为基础的人体各生理组织结构之间的协调活动，其本质特点当然是动。
太极拳中的基本功、盘架子、器械和推手、散手等等，也无⋯不是动。
但这种动又不是别的什么“动”，而是人体各生理组织结构间协调一致的动；而这协调一致，从哲学
上来讲便是一种平衡状态，亦即相对的静。
这相对的静同样是体育运动不可缺少的方面。
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平衡协调，任何体育运动都无法进行。
而且，任何体育运动的身体动作，又都有起止始终和间歇断续，不可能按原样永无休止地持续下去。
从这方面来说，静也是必要的。
所以，任何体育运动都是动和静的统一体，都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
从空间角度说，有的是整体“动”、局部“静”，也有的是这一部分器官“动”，那一部分器官“静
”；从时间角度说，有的是此一时“动”，彼一时“静”，有的则是此一时“静”、彼一时“动”；
从表现形式说，还有的是“似静犹动”，有的是“似动犹静”。
总之，动和静的各种形式的组合、连续与统一，构成了多种多样的体育运动动作、手段。
在体育运动中，动和静的地位是不相同的。
从总体上讲，动是绝对的、主导的，而静则是相对的、从属的。
但就每种运动的具体形态来说，其动静方式并不一致。
所以从其外在特征上讲，有的体育运动手段以“动”为主，有的则以“静”为主。
由此使得体育运动动作有动力型和静力型之分。
例如跑步、跳跃、球类等就属动力型；而外静内动的气功、桩功或各种平衡造型就属静力型。
研究动和静的对立统一，恰当地组合动和静并使之优化，是体育运动技术的重要内容。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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