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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价值观与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 它既影响到

已有的文化成果的取舍兴废，又影响到新的文化创

造的取向和用力的大小。 ”〔1〕武术产生于劳动实践，

在人类社会需要的不断更新中发展，武术价值的形

成是人类在正确价值观的引导下按照自己的需要、

能力、目的进行改造，把武术的固有属性、功能逐渐

变成人类自身价值的一种过程，这是武术发展的时

代标志。 在这一过程中社会需要和主导价值观对武

术价值的影响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在很大程度上

规定了武术价值的特质和发展演化方向。 但价值观

又不是孤立的，它的产生与形成又受到其他社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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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和其他各种观念的影响， 特别是会受到政治观

念、经济观念、技术观念等的制约。 所以在武术的发

展中，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以至于武术的

发展必须依附于社会的发展，同社会的价值取向相

一致，并为国家、社会的需要服务，才能取得自身的

发展。

1 不同 历史 时 期 武 术 价 值 的 动 态 变

化规律

1.1 冷兵器时代，社会对武术的需要决定了

武术价值的变化

在火器出现以前，武术技艺与军事技术始终保

持着亲密的联系，双方相互吸收有益于自身发展的

质素。 首先，武术服务于军事，武术技艺在军事斗争

中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其技术的变化和技击方法在

斗争实践中不断被总结积累。 但武术又不完全等同

于军事技术，“军事技术则主要依存于军中, 始终受

战争需要的制约,为实战服务。战场上最大限度地杀

伤敌人,保全自己,取得胜利是其唯一的价值目标。

这种价值取向、目标追求上的分歧导致了古代武术

与古代军事技术在技击特性、技术方法、器械形制

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的迥然相异”〔2〕。由于武术对军

事技术的这种依附关系使得武术技击价值在冷兵

器时期变得尤为突出，并且占据着主导地位。 其次，

作为一种身体技艺，武术的演练和对抗经过一定的

提炼还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 在武术的发展过程中

也伴随着以娱乐、表演为主的武术活动。 春秋战国

时期的《庄子·说剑篇》中曾有记载赵文王“喜剑”，

把剑士的生死决斗作为取悦于人的手段。 在《观公

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也道出了公孙大娘高超的

舞剑技艺。 宋代以后，尤其是火器在战场上的使用

削弱了武术在战场上的作用，出现了以表演武术为

生的专业艺人。 此外，武术的健身养生作用，在武术

的发展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除 “搏刺强士体”

外，由于受古代导引、养生思想的影响，武术还衍生

出许多“侨举翕张，以作其气”的健身功法。

在古代人们对待事物有个共同的态度———“广

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 这种重视“实用”的价值取

向使得人们更加看重武术的实用价值。 武术作为一

种安身立命的重要技能或者谋生手段［武术与军事

和仕途(如武举制)的联系较为紧密］，其技击价值在

这个时期中非常突出，而养生价值、健身价值、娱乐

价值发展相对缓慢。 直至后来，火器的出现限制了

武术作为军事技术的价值， 从而迫使健身养生、娱

乐等价值变得日益凸显。

1.2 近代中西方文化的激烈冲突对武术价

值的影响

伴随着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得中国原有的

社会制度遭到破坏，传统价值观发生改变，这种变

化在某种程度上，对武术的发展造成了冲击。

这种冲击首先表现在，西方先进火器在战场上

的使用使人们意识到，中国固有的武技在战场上已

经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 特别是义和团运动的失

败，给中国武术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专家认为：“义

和团运动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清政府对武术的敌视，

对西方火器乃至兵操的崇拜和迷恋”〔3〕，同时，原有

武举制也废除， 从客观上降低了人们习武的积极

性。 武术作为军事技术的社会价值日渐衰弱，使其

开始在它原有次要的社会价值中寻找新的发展空

间。

随着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冲击，国

内有识之士，高举救亡与启蒙大旗，“师夷长技以制

夷”，改良与革命之变革图强思想发展起来。 人们把

习武以自强作为一种精神动力，用来鼓舞士气振奋

精神， 并作为一种尚武强国的重要精神教育手段，

在学校开展，并在学校教育中取得合法的地位。 武

术的教育价值得到许多人士的肯定，出现了专门从

事武术教育活动的组织，这也为武术其他价值的发

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西方文化的不断涌入还带来

了西方体育，这在当时的中国形成一种不可阻挡的

趋势，使我国原有体育活动方式发生改变，也使以

中国武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受到极大的影响 ，

“这样一来（中西体育的冲突），引起了体育界人士

对以健身和武术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体育的重新认

识。 其主要表现，就是在对传统体育进行再检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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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纠正片面地、 狭义地视传统体育为单纯军

事目的和纯属于个人娱乐的观点， 开始对以健身

术、 武术等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体育赋予‘体育’的含

义”〔4〕。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加深了人们对武术健

身价值的再认识。 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冲突，

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弱点和弊端，按照文化

的一般规律，这就迫使传统文化不能不向西方文化

学习。 所以，中西体育文化的冲突，使得中国传统体

育也开始学习西方竞技体育，武术也开始朝着竞技

体育的方向发展。

1.3 现代武术价值取向导致武术价值的多

元化

新中国成立后武术作为体育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其性质、地位、目的和价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

社会需要的推动， 使人们更注重武术的健身、

娱乐价值，一些健康、娱乐性的武术活动得到广泛

的开展。 与此同时，武术的教育价值也得到党和政

府的重视。 武术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内容之

一，被编入《全国大、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 武术

的竞技比赛也步入了正规化的轨道，制定并颁布了

中国第一部《武术竞赛规则》，进一步提高了武术的

竞技性。

改革开放促使我国开始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

型社会转变和过渡，各种价值观念都在新时期的气

候下涌动着、撞击着。 人们对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

有了新的认识， 武术的发展再次被提到应有的位

置。 随着人们的主体意识的提高，大家用自己的眼

睛看问题，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不再单纯地从武

术活动本身看待武术的发展，而是上升到一种文化

层面，从更高的角度探讨武术中所蕴涵的内在的文

化价值，并积极地向世界推广。 在市场化的导向下，

人们已经注意到武术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开始探

索武术的商业化道路，开发武术的经济价值，为武

术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社会的发

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人们的追求日益

多元化，劳动与娱乐、职业与特长、知识与情趣等都

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热点。 武术也本着“以人为本”的

原则不断满足人们健康、审美、娱乐等多方面的需

要。

2 武术价值取向发展的时代性思考

2.1 对武术价值取向动态变化的分析

武术价值的发展始终是以武术的实用性为主

导，武术价值所表现的主次在不同时期价值观的影

响下是不同的。 在冷兵器时期，武术技击价值在社

会中占主要地位，而养生价值、健身价值、娱乐价值

相对发展缓慢。 随着火器的出现，武术作为军事技

术的社会价值削减，其教育、娱乐表演价值得到了

发展。 到了现代，尤其是在新的价值观念的引导下，

武术价值的多元化发展进一步满足了人们更高的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

武术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我们可以看出社会

价值观对武术价值的重要导向作用，而价值观又不

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人们对主客体需求关系的一种

评价态度，是人们的社会活动中始终就有、处处都

有的东西。 我们不能把价值观念同人们对具体事物

的具体评价、态度当成一回事，而是从具体评价、态

度的背后深处去看待价值观念，否则结果就会流于

肤浅和表面化。 所以，我们看待价值观对武术价值

的影响时也不能过于肤浅和表面化。 从武术价值在

不同社会历史发展的变动中，我们可以得出，这种

变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其变化有着内在的规律性

和稳定性。 这种规律性和稳定性是有其相对应的参

考物和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一种自觉的需要意识

（即价值观念），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造成这种需

要意识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政治、经济、

阶级层次、宗教、科学技术，等等。 这些因素的合力

形成对武术价值需求的主体趋势，并成为发展这一

趋势的主要动力所在。

2.2 尊重不同主体的价值选择，正确对待武

术价值的多元化发展

承认武术价值的多元化， 就意味着我们要承

认、尊重、理解现实生活中不同的人对待武术的不

同态度。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对武术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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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看法， 从而决定他对武术价值的选择的不

同，我们不能把某些人的态度和观点强加到别人身

上。 要正确对待现实，理解现实，理解别人用各自不

同的原因解释他对武术的好恶和对价值的选择。

承认武术价值的多元化，也是承认我们自己随

时有进行一元选择的必要。 武术的价值不是唯一

的，但决定武术价值的需要是唯一的。 不同的历史

条件，人们对待武术的需要是不同的，但是这里面

也有一个主次之分，不同时期我们提倡什么、发展

什么，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力水平是密切

相关的。 武术价值的发展应该同时代发展有机地结

合起来，选择一条适合武术发展的自由之路。

2.3 对武术价值的正确评价是决定武术发

展方向和重点的保证

“当我们面对一些具体的人、一件具体的事，要

决定一个具体的行动时，首先就要对价值进行具体

的评定和估计， 以求了解整个事情有没有意义、有

什么利弊得失、有多大价值，从而决定该怎么办或

不该怎么办，这就是评价。 ”〔5〕武术在长期的发展、演

变中，受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的熏陶，同军事、中医、

伦理道德、宗教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从不同的

角度对武术进行评价时，便会有不同的态度。 人们

感到有意义的价值， 便会对之持有一种肯定的态

度；反之则会持有一种不赞同的态度，这些态度中

包含了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很难有一种合理的评价

标准。 人们通过评价来把握武术的价值，并产生自

己的看法。 在某个时期内，对武术的具体评价和看

法不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变化的前后却有着一定的

一致性、一贯性和规律性。 具体来说，其内在的深层

评价标准是不变的，即武术是一种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 此外，客观的价值标准是以需要为基础的，代表

需要的。 武术价值的形成也符合客观实际的需要，

其价值标准不仅包括人们客观实际的需要，也包括

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们客观实际的能力。 总之，对

武术价值的正确评价应该是客观的、科学的，要有

合理的评价标准，任何主观、偏见的评价，都是脱离

实际的，是没有意义的，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武术价

值，对武术价值进行正确的、合理的评价是对武术

发展的有力保证。

3 结论

2012年国家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高小军，在

全国武术协会主席和秘书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

提出“武术文化蕴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

容……武 术 文 化 与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一 一 对

应”，这肯定了武术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地位、

作用和重要价值，进一步证实了社会对武术的认知

与需求取决于武术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武术

的发展必须与社会主导价值观相一致。 如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以人为本，共同富裕，民主法

治，公平正义，团结和谐，开放包容。 这就要求武术

要在树人、育人以及促进民族团结方面作出积极贡

献。

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综合国力的表现不仅体

现在国家的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硬实力”方面，还

表现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即“软实力”。 武术

作为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我们要充分认识和

肯定其所具有的价值， 通过武术提升国家文化形

象，增强国际话语权，在现代历史中找回我们一度

失落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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