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功夫>>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功夫>>

13位ISBN编号：9787807335160

10位ISBN编号：7807335165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时间：苏州古吴轩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者：吕韶钧　编著

页数：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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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功夫>>

前言

民间文艺学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进入21世纪以来，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与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同时
也成为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
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部分构成的。
由历史上的文物古迹和现代物质文化创新而构成的物质文化，是读者大众所熟悉的。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哪些文化形态呢？
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下达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国发[2005]42号)作了如下阐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
、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17日举行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胪
列了五项内容：“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
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归纳起来，简单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以民众(一定群体)口传心授的方式而代代相传、绵
延不绝的文化。
在民众中流传、口传心授、代代相传、绵延不绝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与以文字为载体的“精英文化”(或日“主流文化”，或旧称“上层文化”，或西方
文化人类学称的“大传统”)相对举的广大老百姓所传承和流传的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对国际还是对我国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术语。
最早出现在上面提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一国际文件中，引进我国
只有区区几年的时间。
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
前，我国学界和官方一直沿用“民间文化”(或“民族民间文化”)这一本土的术语。
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好，“民间文化”也好，在范围和内涵上大体是一样的，我国之所以要
改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代替“民间文化”，只是为了与国际对话的需要和方便，即通常所说的“
与国际接轨”。
顺便要说的是，译名的确定是一件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一个译名一旦确定之后可能影响
到实际工作的开展。
有学者对“遗产”二字的翻译存有异议，他们指出，英文里的Heritage，可以译为“遗产”，也可以译
为“传承”和“传递”，而译为“传承”也许可能更接近原意，因为非物质文化或民间文化是活态的
、流动的、变化的，而不是僵死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传统的“基因库”，是民族认同、维系、凝聚、绵延的基本因素。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暴力的或和平的，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断流了、湮没了、消失了，那就意
味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甚至这个民族本身，或被同化了，或被灭亡了，或被打散了，最终变成了人类
的记忆。
这样的事情，在中外历史上不乏先例。
以我国而论，我们至今还不大清楚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先民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江流域良
渚文化先民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岷江流域三星堆先民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比这些文
化晚得多的一些消逝了的民族、族群或邦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样子。
诸如，显赫一时的齐国文化、越国文化的文物遗存多有发现，而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样子，
都湮没无闻了。
又如，被明王朝军队剿灭、驱赶而隐匿和融人边远地区和族群中的焚人，除了在川南的珙县留下的数
量有限的岩壁画和悬棺葬外，这个民族(或族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连同这个民族或族群本身一起，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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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代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的急速步伐，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
式和思维方式，摧毁着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使那些地处边远的、封闭的地区和民族，也不
例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延续，处在急剧衰微的趋势之中。
世界各国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的代表人物，率先呼吁保护自己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1972年玻利维亚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建议制定保护民间创作法案以来，许多国家的政府和
学者日益认识到对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经过三十多年来的酝酿、宣传、研讨、磋商，世界各国政界和学界对世界“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
展理念和民族文化自觉的认识大为提高，特别是世界进入文化引领的时代，美国学者提出的文化是国
家“软实力”的概念被广泛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已经成为21世纪一个世界性的文化
潮流。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我国，不仅是中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因素，也是中华文化复兴
、东方文化复兴的不可或缺的方面。
 在我国，自“五四”以降，民间文化的保护和调查记录工作，一向是由学术界、文化界的一些人士在
做，但由于时局、思潮、人事等方面的原因，时断时续，时起时伏，其调查所得的资料，除了前中央
研究院的资料保存在台湾、解放区的一些资料保存在中央音乐学院外，其他大量调查资料尽皆流散无
存了。
建国以来，由于体制、分工等原因，民间文化的调查与保护，主要是由社会团体、研究机构和高等院
校相关系科做的，虽然做了大量艰苦的调查采录工作，但由于各自为战，政治运动频仍，前后领导人
缺乏一以贯之的学科理念以及科学管理等原因，所得资料流散严重。
真正由政府出面保护民间文化，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1955至1956年为了民族识别由国家民委组织
专家进行的民族调查；第二次，是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有关协会进行的“十大文艺集成志书
”的调查编纂工作。
这些工作为21世纪在“政府主导”下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3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支持下，启动了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2004年4月8日文化部、财政部颁发《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以及配套文件《中
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批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成为缔约国之后，2005年3)~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
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从此改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众口传心授、世代相传的文化，对其进行保护，可能采取多种方式，但不论采取
何种方式，其最终目的，是使其在创造和享受这种文化的老百姓中间得到继续传承和发展延续，至于
有些因时代变迁、生存条件改变等原因而不能继续传承和发展的项目，则应收集记录起来编辑成书籍
，制成光碟、录像片、录音带等，或以收藏与陈列于博物馆的方式，使其以“第二生命”继续传播。
对于至今仍葆有传承生命活力，或虽然呈现程度不一的衰微趋势而仍能通过保护措施被激活的项目，
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其保护工作纳入国家体制、在国家干预和管理下进行有效保护，
无疑是一项重要措施。
 在短短的几年间，我国已陆续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初步建立起国家级、省市级、
区县级三级(有的地方是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认定了国家级和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名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国发[2006]18号《通知》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计有五百一十八项；国发[2008]19号
《通知》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计有五百一十项。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计有一百四十七项。
两批三个名录加起来，共计一千一百七十五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十个大类：(1)民间文学类，共计八十九项
；(2)传统音乐(民间音乐)类，共计一百五十六项；(3)传统舞蹈(民间舞蹈)类，共计一百零九项；(4)传
统戏剧类，共计一百七十一项；(5)曲艺类，共计一百一十一项；(6)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杂技与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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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类，共计五十九项；(7)传统美术(民间美术)类，共计一百一十二项；(8)传统技艺(传统手工技艺)类
，共计二百一十项；(9)传统医药类，共计二十二项；(10)民俗类，共计一百三十六项。
“非遗”名录的申报和评审工作，还会继续做下去，以期建立起一套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
，作为“非遗”保护工作的基础。
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是“非遗”保护的核心，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
2007年、2008年分两批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计有七百七十七名入选名
录。
这项工作也会继续下去。
  温家宝总理用民族“文象”和“文脉”来指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正在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文脉”——我们民族
的根脉，保护和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已在上起各级领导和官员、下至普通百姓中有了初步的认识，而这种初步的认识
，是提高官员和百姓全民“文化自觉”的起点。
谁都晓得，一个没有或缺乏“文化自觉”的民族是多么的可悲! 通过各种方式对以往“不登大雅之堂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宣传、阐释、解读、弘扬，是落在各级政府、社会团体、文化界、出版界、
媒体人、学术界肩上的时代重任。
以编纂出版适合于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的“非遗”书籍，不啻是对其进行保护的有效方式之一，
而且也是对中华文化进行积累的有效工作。
古吴轩出版社策划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文藏典》，其宗旨就是以第一批国家级名录和分类为依
据，“选取最具代表性和表现力的项目作图文展开，全景式地反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古往今来之概
貌”。
希望这套丛书尽可能熔知识性、学术性、可读性、欣赏性于一炉，既满足当代读者了解“非遗”的阅
读需求，又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把21世纪之初流传于中国老百姓中间的“非遗”的概貌传达给后世。
这就是我们编纂这套丛书的初衷。
要向读者说明的是，本丛书的写作，是以第一批国家级名录所载项目为依据的，而申报评审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是一个递进的、积累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一次完成的，第一批国家名录中所载项目
，是在各地各单位申报的基础上评审认定的，而不是由专家在全面权衡的基础上提名而认定的，故而
与相关学科的构架相较，则显然留下了若干空白(第二批名录的公布，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一些补充
和完善)，这些项目的空白在本丛书中也就只好暂付阙如，或稍作提及而不作展开。
 经过一年多的组稿、撰著、选图、编辑，这套由十部书稿组成的“图文藏典”，就要付梓了，在此，
向各位作者朋友表示谢意，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热诚的指教和批评。
 2009年3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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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民间体育作为世世代代中国民俗风情的信息载体，蕴含着异常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
它渗透于神州大地的各个领域，贯穿于中华民族复杂多变的五千年发展历程，凝聚了炎黄子孙的卓越
创造精神，它不仪体现了一种民俗文化性，而且也体现了华夏民族的审美情趣，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散发着清新的乡土气息，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和健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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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韶钧，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健身气功协会委员，北京健康促进会理事。
长期研究中医养生理论，并使之与现代体育健身方法相结合。
多年来。
一直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运动与健康”栏目主讲教师，向广大中老年朋友介绍有关运动与健康方
面的知识，深受听众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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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么，少林武术是否由印度高僧达摩所创呢？
关于这个问题，近代武术家向恺然先生早就有过考证，他在《拳术传薪录》一书中说：“达摩非拳术
家，今之言武术者，动称少林，而少林又尊奉达摩；一若达摩于武术，无所不精，无所非其创造者。
少林棍法，皆久已有人著为专书，其假托与穿凿附会之迹，令阅者肤栗三日！
近年复有所谓达摩剑者，亦成专书，刊行于世，是达摩又多一门本领矣。
”而同时代的武术史学家唐豪先生也曾做过考证，其结论是：“中国武术于古已盛，正不必附会天竺
沙门。
”现代学者、安阳师范学院的马爱民教授经过20多年的专题研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达摩
只是一名佛学高僧，不是武术高僧。
因此，达摩和少林寺以及少林武术都没有什么关系。
《旧唐书》是第一部认为达摩和少林寺有关系的史料，其上有“达摩隐于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的
说法。
马爱民教授认为，“这个记载不可靠”，后世的记载大多是在此基础上发挥，也不可靠。
这些都充分说明少林武术与达摩并没有必然联系，完全是后人假托附会的结果。
那么少林武术究竟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呢？
马爱民教授的研究认为，把武术带到少林寺并发扬光大的是一名来自安阳一带的高僧——稠禅师。
据马爱民教授考证，稠禅师又名僧稠，祖籍河北昌黎，他的出生地、成长地、活动地都在安阳一带。
稠禅师在33岁约公元512年才来到少林寺，此时少林寺建寺已有十多年。
“稠禅师是少林寺的第一个武僧，在他之前没有任何僧人习武的记载。
”也就是说，跋陀是少林寺第一代方丈，稠禅师去少林寺后拜其为师学习佛法。
稠禅师在去少林寺之前就会武功，他是“带艺进寺”。
后来，稠禅师成了少林寺第二代方丈，他也就将武术传授给了少林寺的弟子，使得少林寺习武风气渐
浓，并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形成了精湛而丰富的少林武功。
少林功夫是一个庞大的技术体系，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武术“门派”或“拳种”。
中国武术结构复杂，门派众多。
少林功夫以其悠久的历史、完备的体系和高超的技术境界独步天下。
根据少林寺内流传下来的拳谱记载，少林功夫套路共有708套，其中拳术和器械552套，另外还有七十
二绝技、擒拿、格斗、卸骨、点穴、气功等各类功法156套。
现在流传下来的少林功夫套路有200余套，其中拳术100余套，器械80余套，对练等其他功法数十余套
。
这些内容，按不同的类别和难易程度，有机地组合成一个庞大有序的功夫技术体系。
其内容丰富，种类繁多。
我们可以从习练的内容上将其分为套路、功法和武医。
也可以按性质大致分为内功、外功、硬功、轻功、气功等。
按技法又分拳术、棍术、枪术、刀术、剑术、技击散打、器械和器械对练等。
这些套路和软硬功夫，由于年代久远，散失很多。
总的来说，我们根据少林功夫的主要技法形式概括为以下主要内容：拳术是少林功夫的基础，也是少
林功夫的基石。
早期的少林拳法是以实战搏击为主的。
明末拳法大师玄机和尚留下来的《拳经》，是现存少林拳法最早的拳法理论。
具有代表性的拳术就有罗汉拳、小洪拳、大洪拳、老洪拳、少林五拳、五战拳、昭阳拳、连环拳、功
力拳、潭腿、柔拳、六合拳、圆功拳、内功拳、太祖长拳、炮拳、地躺拳、少林拳、梅花拳、通背拳
、观潮拳、金刚拳、七星拳、练步拳、醉八仙、猴拳、心意拳、长锤拳、五虎拳、伏虎拳、黑虎拳、
大通臂、长关东拳、青龙出海拳、翻子拳、鹰爪拳、护身流拳等。
对练拳术有三合拳、咬手六合拳、开手六合拳、耳巴六合拳、踢打六合拳、走马六合拳、十五合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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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炮、二十四炮、少林对拳、一百零八对拳、华拳对练、接潭腿等。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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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文藏典之《中国功夫》一书终于完稿付梓了，此时此刻对我来说几分欣喜之中
更带有几分忐忑。
记得这本书还是应刘锡诚先生之邀参加编写的。
刘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老者，他在民间文学方面德高望重，近年来又一直致力于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工作，老骥伏枥，让我们这些晚辈由衷地敬佩。
接到任务的时候，刘先生与出版社已经就这套系列丛书的定位、形式和内容等方面进行了翔实的策划
，这给我们这些编作者们减轻了许多编写前的繁杂工作，使我们在编写过程中目标更加明确了。
但是这样也容易造成编写工作的局限。
我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书名的问题。
我所编写的这部分内容主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的“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这一
类的内容十分庞杂，涵盖的门类也较多，而书名已经基本上定下就叫《中国功夫》，这就使我很为难
。
一方面，对于“中国功夫”一词，近年来越来越成为中国武术的特指，把它作为书名很容易让读者将
其与中国武术划等号，认为这本书肯定是有关中国武术的书籍，极易产生误解。
另一方面，在内容上的选择由于受到字数的限制，，因此，又很难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的内容全部涵盖进去，使得在内容上也不能概其全貌，这是我两难的主要
原因。
后来与刘先生的多次交流，给了我很多启发，也使我对完成这本具有特殊意义的书籍有了极大的信心
。
然而后来的编写工作却遇到了更大的困难，这主要是由于“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这一类的内容，
具有鲜明的非物质性，而且许多项目又主要是在民间传承，并没有留下很多的资料，相关的老照片也
更是寥寥无几。
面对这样一个现状，要完成一部图典，谈何容易。
于是调动了所有的资源，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查阅文献，走访相关传承人，甚至还通过购买的方式搜集
图片资料。
这期间古吴轩出版社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协助我们搜集了许多有价值的图片，为本书稿的质量提供
了基本保障。
今天，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文藏典之《中国功夫》一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仿佛还有许多话要对大
家讲，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的确，中国的“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其博大精深之内涵，非一言以蔽之。
它不仅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华夏民族身体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宝
贵财富。
因此，这本书应该说是所有“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传承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所有关心、支
持、帮助过中国“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的同仁们努力探索的结果。
因此，此时此刻感激之情油然而起。
首先，应该感谢苏州古吴轩出版社，是他们的远见卓识，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留下了一笔丰厚
的遗产。
同时，我也要感谢刘锡诚先生，是他给我这次机会，使我能够亲身参与到了这项极有意义的工作中，
学习了很多东西。
当然，我更要感谢在本书的编写工作中，所有给予我们无私帮助的传承人，资料以及图片的提供者，
是他们翔实的资料和真实的照片才使得这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文藏典名副其实。
最后，我衷心地希望“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的同仁们能够团结协作，共同努力，共创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的美好明天。
吕韶钧2010年6月于静心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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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功夫》编者从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杂技与竞技类中选取10个项目作为切入点，针对
这些项目的历史渊源、涵盖的主要内容以及发展的现状和传承等问题进行全面的阐述，以期为今后民
族民间体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一些战略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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