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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众武术是大众体育的一部分，说来也并不新鲜，但至少它是一个被忽略、被淡漠的村落。
　　有一位学者告诉我，他认为中国人从东亚病夫到奥运上零的突破，再到北京奥运会上金牌榜首，
“悲情体育”可以结束了，这个“面子”我们已经争到了，该转向为老百姓的健康了，大众体育不言
而喻应提到首位，否则如何实现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变呢?　　其次，大众体育比叫群众体育来
得好，群众的另一面是干部，体育还要分干与群吗?似乎是五六十年代的叫法。
大众的另一面是精英，精英是专业化、高精尖的，有很强的功利性和观赏性，多指竞技方面的专家，
大众体育则是除专业精英以外人从事的，哪怕是总统、体育部长等政治上的精英参加的某一体育活动
，只要不是该项目的精英，他只能是活动中的一员大众。
由此没有干群、官民之分，才是一个和谐的体育。
　　其三，大众体育不是竞技体育的简化版。
就拿大众武术来说，有人以为把竞技武术的套路简化一下，降低点标准就可以给大众去练了。
我觉得大众的武术应该有自己的体系，自己的模式，两者可以有联系，但决不能简单从事，国志在本
著中已有很多探索。
韩国跆拳道在竞技与大众推广中采取了不同的模式，这一经验很值得汲取。
　　萨马兰奇先生走了，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盟友。
他为中国体育推向世界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一位资深的评论员写到：“他又给我们制造了某种程度的
幻觉：即中国乒团战无不胜，中国乒乓席卷世界，中国体育是大国之梦飘扬的旌旗。
”一个伟人只能完成属于他这个阶段的使命，接下来是我们要为真正成为一个体育强国去奋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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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周总理的这段话既说出了太极拳的文化价值，又阐明了太极拳的其他价值。
尤其在国外很多外国人学习太极拳就是通过太极拳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太极拳名家崔仲三讲到：“
外国人学习太极拳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属于咱们东方范畴的，如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
度尼西亚等一些跟中国比较相近的国家，他们练习太极拳，觉得有一种亲近感，通过中国太极拳的练
习，有文化寻根的味道，太极拳对他们有一种亲和力。
而其他国家的人来学练太极拳，感觉是另一种文化的体现。
通过动作慢慢体验中国古老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再通过拳理明白为什么是这样。
有些人一开始一个中文字都不会，后来一点点地通过太极拳的练习，学习了中国的文化，学习了中国
的方块字以后，他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了，要学中国文化。
”②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市场经济活跃起来
。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太极拳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太极拳为主体的文化活动陆续开展，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
四、太极拳社会组织的演化组织是社会的媒介与粘合剂，组织与社会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
社会变迁必然会影响太极拳的社会组织。
中国历史上曾经活跃着各种社会组织，两宋期间，许多农村民众纷纷结社习武，出现了各类民间武术
组织，尤其是在南宋时期，商品经济繁荣，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市民对文化的需求不断加强，形成了
一些以健身娱乐为主要目的的习武团体。
明清时期，武术组织主要以民问秘密结社的方式存在。
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之下，民间武术社团不仅缺乏活动空间，而且也难以得到孕育和发展。
在国家内忧外患，面对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时，许多武术界人士组织了一些新型民间武术社团，为社
会生活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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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学视野中的大众武术研究》是现代体育文化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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