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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
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
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
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
，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
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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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武术》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中华武术》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
薄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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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武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产生于我国远古时期人们的生产劳动。
人们在狩猎的生产活动中，逐渐积累了劈、砍的技能。
这些技能虽然是低级的，却是武术形成的基础。
武术作为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与中华民族文明一同产生的。
    在原始社会，野兽居多，人类为少，人们常常受到野兽的袭击，自然条件很恶劣。
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下，人们要想生存，必须要学会自卫，同自然作斗争，于是，
逐渐产生了拳打脚踢、指抓掌击、跳跃翻滚这样的初级攻防手段。
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又逐渐学会了以石制或木制的工具作为武器，使用器械去搏斗捕杀，至此，武
术的萌芽开始显现。
    我们已经看到，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学会了使用工具。
那时，就出现了尖状石器、石球、石手斧、骨角加工的矛。
而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又出现了大量的石斧、石铲、石刀和骨制的鱼叉、弓箭，甚至还有铜斧等
。
这些原始生产工具和武器，后来大部分都成了武术器械的前身。
    武术的萌芽在原始社会时期渐渐出现。
智慧的人们又不断从部落战争双方的决斗中总结经验，逐渐获得了攻防技能和经验，并且加以练习，
代代相传。
这样，一代一代地，打击、刺杀、行拳、踢腿，不断模仿着、传授着、习练着，便产生了武术。
    武术真正成形于奴隶社会时期。
夏朝建立时，经过了连绵不断的战火，武术为了适应实际战争，需要进一步向实用化、规范化发展。
夏朝时期的武术活动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发展：一是军队的武术活动，二是以武术为主的学校教育。
    进入阶级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兵器的改进，武术又进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商周时期，由于青铜业的发展，出现了矛、戈、戟、斧、刀、剑等精良的兵器，人们也学会了运用
这些器械的方法，如劈、扎、刺、砍等，还有了比拼武艺高低的赛事。
当时的武技多称为“手搏”“手格”“股肱”等。
据《史记》记载，夏王桀、殷王武乙和纣王都是徒手生擒猛兽的技术能手。
同时，还出现了武术训练的重要手段——田猎。
    周代设“序”等学校，并把习武列为教育内容之一。
相传在周时期出现了一部中国武术史上重要的著作《周易》，也被称作《易经》。
“一阴一阳谓之道”。
《易经》这本书有着含义极其丰富的哲学思想，对我国养生学、保健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其中由
“易有太级，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句产生了太极学说，从此奠定了中国武术体系
的基础。
加之殷周时代的奴隶战争及春秋时诸侯战争的史实，我们可以推断出武术是战争所需要的。
武术文化在这个时候才有了它的文化内涵，从原始时期的简单打斗中拥有武术文化的灵魂。
    后来，武术开始从古代军事活动中慢慢地独立出来，出现了使用上述剑术理论并依附于贵族阶层的
侠士。
《庄子·说剑篇》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文中记载：“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
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
”这件事说明当时出现了相当规模的依附于贵族的侠士，这是一些在某种观念支配下，凭借自己的剑
术为人效命，或者以武技谋生的人。
因此，侠士应该是此时传统武术的主要载体。
此外，从《庄子·说剑篇》我们还可以看出，斗剑活动在当时的民间社会非常盛行，这表明武术基本
运动形式中的器械格斗基本形成。
可见，此时的传统武术开始从军事武艺中独立出来，形成了一个包含斗剑、剑术、武德以及以侠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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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的基本结构。
    但是，此时的传统武术与军事武艺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有时甚至不分彼此。
在春秋战国时代，军营中主要用角力和武舞来提高士兵的战斗力。
角力在周代春秋时期，是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
《礼记》记载：“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
”到了战国时期，先秦出现的角力更名为角抵。
《汉书·刑法志》记载：“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
而秦更名角抵。
”这一时期，角抵从形式上看是一种徒手竞技，主要是摔法和体力的较量，此外，它还具有军中娱乐
的作用。
而对于武舞也是一样。
所谓武舞，就是手持兵器的舞蹈。
据史料记载，先秦时期武舞主要有两三种，一是《左传》中记载的万舞；一种是《诗经》中记载的象
舞，即小孩子长大后所练的模仿军事技击之术；再就是西周时期的大武舞，是周武王为庆祝胜利而作
。
这三种武舞中，很明显象舞对军事武艺持肯定态度，鼓励推动军事武艺的发展。
P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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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武术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的产生，缘起于我国远古祖先的生产劳动。
人们在狞猪的生产活动中，逐渐积累了劈、砍、刺的技能。
这些原始形态的攻防技能是低级的，还没有脱离生产技能的范畴，却是武术技术形成的基础。
到了氏族公社时代，经常发生部落战争，因此在战场上搏斗的经验也不断得到总结，比较成功的一击
、一刺、一拳、一腿，被模仿、传授、习练着，武术逐渐形成。
    《中华武术》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本书由于元编著。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武术-中国文化知识读本>>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