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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老了，油然而生的怀旧情感似乎越来越强烈，时而想回老家瞧瞧，会会儿时的大小伙伴；偶尔又想
起昔日的老朋友，总想创造机会在一起聚聚，叙叙旧目的友谊和故事。
那曾经无瑕的童年，那坎坷曲折的历史变迁，还有那奋斗不息的专业求知和探索，每每纵横千秋也道
出了不少人生的哲理和值得反思的教益，人生！
就是一个过程，一段从东到西的路程，有起点亦有终点，只是有的长、有的短、走的方式和心态不同
罢了，当回首往事时，应该是前进的、奋斗的、精彩的就满足了。
一路走来，平凡而短暂，人生之道到现在才稍有领悟，马亚可夫斯基曾说：“人的躯壳是速朽的”，
但人的知识财富却是永存的，基于这种理念和怀旧情感，产生了想忆点什么、留点什么的探究欲望。
六十八个春秋岁月，五十多载的专业奋斗，那一幕幕峥嵘往事，催人联想和怀念。
应该说是历史的误会把我推到了体育的行列，一次偶然的巧合又使我和武术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结
就是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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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丛论”分为七大部分。
首部是基础常识篇，从武术一词的由来到武当武术之研究共计有十四篇文章，主要揭示了武术的概念
、产生发展、特点功能、拳种流派及某些特殊项目的技术情况，实属常识类性质；第二篇是理论研究
篇，涵涉武术理论基础、内容实质和武术文化方面的相关问题，已超出武术专业领域的范畴，具有学
术探究价值；第三篇是发展战略篇，重点对武术的发展战略、武术学科专业建设、管理体制、武术学
校和竞技武术的运作模式等进行了专题研究，有些是论文体，有些是访谈实记，具有瞻前性的指导作
用；第四篇是常规教学篇，主要对教学、训练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一些原则性的阐述，具有规范教学
管理的参考价值；第五、六篇是一些实验研究性文论，文章对武术运动的生理、心理特点进行了科学
化探索，拓展了武术运动健身效应的理论研究领域，是武术理论建设的基础工作；第七篇是武术运动
科学化选材、计划、实施方案、内容和运动负荷等诸问题的研究，对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和武术运动
训练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爱迪生曾说：“如果我曾经或多或少地激励了一些人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曾经或多或少地扩展了
人类的理解范围，因而给这个世界增添了一份欢乐，那我也就感到满足了。
”但愿这本小册子的奉献能给武术百花园中增添一点春色，给学者和武术爱好者带来一丝启示和收益
，这是我的本意和愿望。
    武术理论研究任重道远，尽管研究工作艰难曲折，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奉献出一点点春天的雨露，一
丝丝研究的情怀，武术理论研究的春天必将展现在我们面前，武术理论的科学大厦一定会屹立在改革
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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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百龙，1940年4月17日生，湖北省潜江市人，武术教授，武术九段，中国武林百杰。
1962年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师从全国武术协会副主席温敬铭门下，系统地习练过各门派拳术、中国
式摔跤、散打、短兵、刺枪术等。
先后担任过武汉体育学院、湖北省武术队、武术研究生教学训练工作达40余年。
1988年至1999年问曾先后出访或任教于美国、前苏联、韩国、日本、越南等国。
1962年至今，先后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主要科研成果曾获武汉体育学院教学成果奖、科技成果奖
一等奖多项；武汉黄鹤发明奖、武汉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各一项，国家体委体育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两
项。
专著有《徒手技击术》、《防身绝招》、《武术运动丛论》，主编有《武当拳之研究》、《明清武术
古籍拳学论析》、《武术理论基础》、《中国武术史略》、《中医学基础》、《擒拿》、《现代散打
》、《中国快跤》、《太极推手》、《二节棍》、《中国短兵》等；曾担任国家体委两项重点课题的
研究工作，其中《武当拳派源流、拳系及内容研究》干1992f年通过鉴定，获较高评价；曾参加武术统
编教材的编撰工作，该教材获国家教委特等教材奖。
曾任武汉体育学院科研处处长、教务处处长、武术系主任、武汉生物工程学院体育系主任、武汉体育
学院深圳龙源学校校长，兼任中国营养协会理事、中国武术协会常委、武汉市技击协会名誉会长等职
；1996年获湖北省优秀教师称号，1999年荣获“体育科技先进工作者”和国务院政府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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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一，概念是事物本质特征的描述，是关于某一事物思维的起点；按逻辑学的观点论，概念是特定事
物判断、推理和论证的基础，因此，要说明或者研究某一种事物，首先得开宗明义的说明其概念，武
术运动作为体育项目的一种也应如此。
其二，认为武术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述，这是与武术本身的社会价值相联系的。
远古至冷兵器时代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武术是以一种搏击技术而存在的，其主要社会功能是生存谋食
或军事取胜的手段。
随着社会的变迁、生产力的发展，武术早已随着社会的需要进化成二种传统的体育项目，成为健身、
修身的重要手段，搏击技术只不过是技术上的特点。
武术运动发展到当今，人们新的价值取向可能会使武术运动走向现代化发展方面，武术的概念将有新
的概述，武术的搏击实用功能将逐渐淡化，武术的内容和形式也将逐步向高、难、美、新方向发展，
然“始终是围绕技击这一本质特征而变化、精炼、发展提高的”（《中国武术史》），也就是说，技
术本身的技击特点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这是由武术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其三，武术运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徒手有器械，有单练有对练，有演练性的套路形式、亦有对
抗性的搏斗竞技，包含和汇集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独具特点的传统拳种，这些风格、内容各异的
拳种和搏击方法均具有各自的本质属性和运动规律，对于整体武术概念来说，它所综合的属性，应是
整体武术内容中的共性的本质属性，而不是这些拳种的“偶有属性”。
而众多的“偶有属性”、正是整体武术共性属性的基础。
金岳霖《形式逻辑》认为：“概念有两个重要方面，这就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温力在《中国武术
概论》更确切的表述：“概念的内涵就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也就是该事物赖以区别于其
他事物的特殊矛盾。
”概念的外延就是具有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事物，上位概念就是与外延相同性质的一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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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运动丛论》是由江百龙所编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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