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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是不断发展的 ,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 不同的社会背景之

下 , 事物所表现的形态和内容是不一样的。武德是中华武术在几

千年的实践和发展中 , 习武者不断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

养和智慧 , 逐步形成的传统道德标准 , 是中华传统道德的重要组

成部分。随着历史的发展 , 武德的衡量标准也不断变化着 , 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环境中有着不同的内容 , 但其基本的

要求却长期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 为各个历史时期的

习武者所遵守。

1 对武德的诠释

“武德”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 据其记载“武有

七德”, 即“禁暴、戢兵、保大、功定、安民、和众、丰财”。尽管这里

所指的“德”是对诸侯用兵的道德规范 , 但也明确地阐述了习武

者的技击行为在道德方面的要求和对技击行为进行评价判断时

所应遵守的道德标准。在此之前 , 周代的《礼记·射义》中记载 :

“内志正 , 外体直 , 然后持弓矢审固 ; 持弓矢审固 , 然后可以言中。

此可以观德行矣。”“射者 , 男子之事也 , 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

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立德行者莫若射 , 故圣王务焉。”这里的

“德”就是指习射者应具有的一定德行 , 练习射术已经和礼乐教

化结合在一起。站在现代伦理学的角度上讲 , 道德即调整人们之

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 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关系

的行为准则、规范。那么所谓武德 , 应该是调整习武之人和他人

及社会之间关系 , 处理习武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关系的行为准

则、规范。朱瑞琪教授认为 :“武德是从事武术活动的人在社会活

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所应具有的道德品质。”周伟良博士

也认为 :“所谓传统武德 , 是指长期以来在习武群落中形成的对

于习武者行为规范的要求 , 它协调者习武者之间的相互人际关

系 , 影响着习武者的各类活动。”综上所述 , 武德应该是习武人群

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 , 是符合民族文化的思想意志、精神修养和

道德行为的综合表现。

2 传统武德与武德传统的联系与区别

我们在讨论武德问题的时候 , 既可以把武德看成是传统文

化的武德 , 又可以把它看成是文化传统的武德 , 难免会对传统武

德与武德传统产生迷惑和质疑。众所周知 , 传统实际上指的是历

史上形成、延续并积淀下来的、体现人的共同基本价值观念体

系 , 同时又是从过去经过现在指向未来的一个时间范畴。传统武

德是指在历史上流传过并有一定地位的武德思想和观点 , 具有

明确的具体指向。它是一种文化的沉淀 , 是一种我们无法改变的

历史的存在 , 我们只可以在诠释的基础上对它加以批评性的继

承和应用。这种过去的武德 ,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民

族 , 不同的习武者群体中有着各不相同的形式、内容及特色 , 我

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武德历史上的特殊现象去研究 , 并加以描

述、解释。武德传统一般是指在传统武德中提炼出来的具有相对

稳定性和延续性的主体精神 , 它反映中华民族武德的基本特征、

价值观念 , 体现着民族性格、民族价值观 , 以及在当时历史条件

下的武德实践和理论中具有影响的某些东西 , 是历史变迁的连

续留存。传统武德和武德传统两者在某种程度上虽然还有一定

的区别 , 但总体上是一致的 , 我们习惯上把它们称之为“传统武

德”。

3 传统伦理观对武德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余年 , 这个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

想形成和发展时期 , 同时这一时期也包含了中国伦理思想的主

要内容 , 影响着中国武术的发展。武德也是从这一时期人们阶级

地位所依据的社会为文化环境中 , 从所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

关系中不断吸取道德观而形成。虽然传统武德在不同历史时期 ,

不同的习武群落中 , 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 , 但其主体精神则有着

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传统武德精神主要是建立在儒家的伦理思想基础之上 , 并

凝聚各家的思想内容。首先 , 儒家主张“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 ,

在孔子提出的几套德目中 , 如: 仁、智、勇、恭、宽、信、敏、惠等 , 就

把“仁”放在第一位。这里的“仁”即“爱人”, 也就是“己欲立而立

人 , 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 , 勿施予人”的“忠恕之道”。( 《论

语·雍也》) 他还指出施行“仁”, 首先要做到“孝”和“悌”,“弟子入

则孝 , 出则悌 , 谨而言 , 泛而爱 , 而亲仁”, 显然 ,“仁”包括了仁爱、

朴实、宽容、建议、谨慎等一系列内容 , 是一个含义极广的道德范

畴。他还经常教育弟子 :“吾日三省吾身”、“三人行必有我师”。孟

子主张“ 仁 政 ”, 还 特 别 强 调 道 德 的 能 动 作 用 , 人 们 经 过 道 德 修

养 , 只要能“尽其心”、“知其性”, 就可以进入到“知天”的最高境

界。另外儒家还主张“忠庸”、“贵和”。“中庸”是孔子哲学的基本

原则 ,“不偏之谓中 , 不易之为庸。中者 , 天下之正道 ; 庸者 , 天下

之定理”。( 《四书集注》) 孔子还在多处提到“致中和”、“过犹不

及”、“君子矜而不争”等等。荀子也讲 :“君子力如牛 , 不与牛争

力 ; 走 如 马 , 不 与 马 争 走 ; 知 如 士 , 不 与 士 争 知 ”。( 《荀 子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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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而 道 家 主 张“ 清 静 无 为 ”, 倡 导 清 净 、寡 欲 、与 世 无 争 ,“ 心

斋”、“坐忘”以求精神上达到一种“直人”的理想境界。提出“依存

天理 , 因其固然”的养生原则。同时 , 还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 , 咎

莫大于欲得”, 体现了一种知足者常乐的人生态度。墨家主张“兼

爱”、“非攻”, 在教育方法上注重亲身实践 , 动机与效果并重。由

于受他的影响 , 他的学生在需要时都有一种“赴汤蹈刃 , 死不还

踵”的侠士精神。

“未曾学艺先学礼 , 未曾习武先学德”, 历代习武者多以“尊

师重道 , 孝悌仁义。立身正直 , 除暴安良”或是“虚心求教 , 诚实守

信 , 舍生取义 , 助人为乐 , 清身寡欲”等武德教养作为信条 , 宣扬

民族正气 , 使中国民族传统武技与武德成为人民所崇尚的优秀

传统。另外 , 武术的各拳种流派都订有自己的“门规”、“戒律”、

“戒约”, 并有“三不传”、“十不传”以及“八戒律”、“十要诀”等作

为武德标准。师傅在收徒弟时先要考查徒弟的品德如何 , 是否有

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坚强品质和谦虚好学的治学态度。在技击

交手之中 , 讲究尚 巧 而 不 尚 力 , 点 到 为 止 、追 人 不 过 百 步 的“ 中

庸”、“贵和”思想。虽然如此 ,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下 , 武

德教育的内容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 ,

如“厌世避世”的观念 ,“一师不可二徒”、“传男不传女”的门规 ,

“鸡犬之声相闻 , 到死不相往来”的门派之见 ,“非我族人 , 其心必

异”的盲目排外心理等一些负面影响 , 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武德

的性质。

4 新的历史条件下武德的继承与发展

到了近代 , 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 , 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欧美一

些西方国家的影响 , 封建伦理思想受到太平天国运动、改良运

动、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当时的维新派思想家提

倡尚武 , 反对封建礼教 , 强调力、智、德三者为强国之本。孙中山

先生提出人类互助为原则的道德观 , 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人

道主义观念。这些新的思想、观念使人们对传统武德的理解有了

新的审视 , 意拳创始人王芗斋针对当时“流弊丛生”的师徒现象

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 甚至提出要“解除师徒制”, 建立一种新型的

“尚精神、重感情”的教学关系。太极拳由最初的陈式发展到杨、

孙、吴、武又到后来的大众化推广普及。孙禄堂破除门派之见 , 集

形意、八卦、太极于一体 , 编创了孙式太极等 , 很多例子都证明武

德随着历史的发展正在摆脱封建伦理中的陈旧思想 , 在继承的

基础上把武德精神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新中国成立后 , 我国在狠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 , 狠抓精神

文明建设。法律和道德并重 , 积极完善和发展道德建设。这种文

化振荡也同样出现在习武者群落里 , 传统武德弊病受到抨击 ,

“等级尊卑”、“门户之见”得到很大改善。时至今日 , 特别是在党

的正确方针的指导下 , 应批判地继承传统武德中对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有用的东西 , 把习武同弘扬祖国的文化联系起来 , 培

养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 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 , 建立起新型的社会

主义道德观 , 形成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 忠诚于党的武术教育事

业 , 以祖国和集体的利益为重的武德思想。

5 结语

武德是一个历史范畴 , 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环境

中 , 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所以认识武德 , 我们应用一种发展的

态度取对待。在继承的问题上 , 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前人的东西 ,

不是现成的拿来就用 , 而是在肯定前人思想中合理成份的基础

上 , 在新的条件下给予进一步的合理论述。正如周伟良博士在

《析中华武术中的传统武德》中所指出的 :“传统武德毕竟是吸收

了封建社会民俗文化中的乳汁而孕育、滋养的。一方面 , 它既有

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起来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 ;

另一方面 , 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我们决

不可在‘光环’效应下有所低估 , 忽视传统武德中的某些负面影

响。如果我们对传统武德缺乏理性的甄别 , 那是无法继承好这笔

文化财产的。”我们习武之人应以德为本 , 以和为贵 , 提高自身素

质和思想觉悟。把武技和德行教化融合在一起 , 端正习武目的 ,

摒弃那些带有封建等级和宗法观念的糟粕 , 继承和发展传统武

德的精华 , 为世界竞技体育树立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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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e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the article. on the one hand, dialectical interpretes the meaning of the
Wushu's ethical; on the other hand, from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studies the problem of Wushu's ethical inheritance.
Chinese Wushu's ethical inheritance in the article is proved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and that Wushu's morals are
different in historical periods, because the social environment had different morals. It should be an attitude of
emancipating the mind and looking for the truth and be practical to treat Wushu's ethical question. And morals fine
integration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ushu with Wushu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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