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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勇教授“以武会友”
“名人大讲堂”还原被误读的中华武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帆摄影 陈羽啸

中国首部全方位呈现功夫电影脉络
的纪录片《龙虎武师》将于本周末上映，该
片集结洪金宝、袁和平、程小东、元华、甄
子丹等华语电影最强功夫阵容，受到武术
迷的强烈期待。很多人是因为功夫片迷
上武术的，但武术的魅力远不如此。

8月23日晚7点半，成都体育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陈振勇教授现身四川省图
书馆，在“名人大讲堂”上，以《文化自信与
中华武术的传承发展》为题，漫谈中国武
术的文化特征及其传承发展之道。

灵蛇出洞
从曾被KO的雷雷开始说起

现代人认识武术，大多通过武侠小说
和影视剧。如果真要给“武术”下个定义，
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是“高深莫测”。陈
振勇教授说：“体育学院的一个同事还曾
问我，陈老师你会不会飞。他是体院的老
师居然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可以看出武术
在人们心中的神秘性。”

武术作为一门名扬四海的优秀传统
文化，却成了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当
晚，数百观众在陈振勇教授的讲述之下，
就像金庸武侠小说里“打通任督二脉”一
样，认识了武术的本来面貌。

陈振勇教授把关于武术的讲座分为
三个部分：“文化自信：身体技术视角下中
华武术的重新审视”“技艺神道：中华武术
的博大精深与独具特色”“话语建构：新时
代中华武术的传承发展路径思考”。

陈振勇教授在“文化自信”这个板块
谈到，要重新审视中国武术。“目前中国武
术遭受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这就是
文化自信的危机。”

最近几年，武术不是没上过热搜，但
都是一些让武术爱好者汗颜的事情，比如

“太极大师”雷雷和马保国被自由搏击
KO 等事件。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系列对
中国武术的质疑，比如过度表演化的中国
武术没有实战性？中国武术为何还没有
进入奥运会？为什么现在学跆拳道的小
孩比学武术的多？

仙人指路
武术所有拳法自然界都有原型

面对这一系列棘手话题，陈振勇教授
“见招拆招”。“这些问题解读的前提，是如
何客观、合理地认知和解读中国武术。”他
介绍，中国武术源流有序、拳理清晰的武
术拳种就有129种之多，内容丰富，博大
精深。“要想理解为何中国有如此丰富多
样的拳种技术，就先要从身体技术这个问
题开始。”

陈振勇认为，人类所有进行社会活
动的身体行为都可以统称为身体技术，
而武术不过是人类多种身体技术中的一
种形式。

世界的格斗术派别众多，比如武术、
拳击、跆拳道、泰拳、柔道、桑博，这些都是
格斗技击，为何呈现方式的区别如此大？
陈振勇教授说：“身体技术反映了一个民
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武术也是如
此。武术是中华民族的内在思维方式和
外在身体行为的表现方式，就像甄子丹在

《叶问》里打出了中国人的风骨。”
陈振勇教授还认为，武术是中西文化

差异下的身体技术思维方式，因为身体技
术反映了中西不同传统文化的观念和思

维方式行为习惯。“中国是农耕文化，天和地
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大，因此中国武术任何
一种拳法，都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原型。”

“以南拳北腿、东枪西棍、少林拳和峨
眉拳为代表的中国武术，是以中国传统文
化的思维方式，创造出最大程度发挥人体
技击功能的一项身体技术和身体艺术展
现形态，也是一种人类身体文化的社会实
践活动。”陈振勇说。

野马分鬃
成都和重庆武术风格区别很大

在演讲之前，陈振勇教授在接受封面
新闻记者采访时就谈到，武术的发展和地
域条件、当地人的身形特征分不开，这才
造成了“南拳北腿”“东枪西棍”的差别。
北方人个子高大、腿长，自然会发挥长处，
灵活使用下肢。南方人个子相对来说比
较小，其拳法便会强调下肢的盘稳和上肢
手法的多样。

在“名人大讲堂”上，陈振勇教授还提
及了四川和重庆拳种的差异性，他说：“四
川武术在历史上是有清晰记载的，如明代

《峨眉道人拳歌》和明末清初《手臂录》中
的峨眉枪等。成都和重庆两个城市的武
术拳种在技法特点与风格方面也是有较
大差异性，如四川的火龙拳和重庆的余门
拳，其中很关键在于地理环境与移民两大
因素。”

陈振勇教授称，巴蜀大地历史上有两
次大移民，分别是秦汉大移民和明清时代
的湖广填四川。“即便是四川和重庆两地
的拳法，也因为古蜀文化和巴渝文化的不

同而有所不同，重庆拳法偏北方，成都拳
法偏南方。”

金鸡独立
技、艺、神、道成就中华武术

之所以中华武术从产生到现在延绵
数千年，陈振勇教授的观点是：中华武术
对于人的身体技术(包括器械)的全面性
和丰富性内容的开创，没有任何一个其他
民族可以做到，这也是中华武术博大精深
的原因。

对于这种“博大精深”，陈振勇教授用
了四个字总结：技、艺、神、道。这四个字
本是书法家王岳川的书法理论，陈振勇教
授说：“武术和书法很像，所以用这四个字
来总结武术的特点很合适。”

陈振勇教授称，技，就是技术的丰富
性，中国武术善于以人、生活空间和自然为
标准的创编理念。比如长拳短打，就是适
应不同类型生活空间。他也谈到这种“技”
无法标准化，因为人的个体是多元的。

艺，则是指中华武术的特色雅艺，这
是一种脱离了技术层次的认识与智慧，也
是从生理到心理的审美提升。“中国武术
以巧、文雅为主，比如中国式摔跤与MMA

（综合格斗）的区别就很大，比如以巧斗力
的太极推手是力学游戏，身法很重要。”

神，是说武术的“手眼身法步，精神气
力功”，比如武术的十二形讲究“起如猿，
落如雀”。神就是由身体由外到内的精神
升华过程。最后的“道”，就是指习武入
道，陈振勇教授认为这需要上升为一种哲
理，也就是练武人经常说的“外练内修”。

蜻蜓点水
明代“势法”证明武术能打

2024 年，巴黎奥运会把霹雳舞首次
增设为正式竞技项目。“我个人就不是很
理解，难道霹雳舞就比中国武术更具有客
观标准项？难道霹雳舞比中国武术更有
内容丰富性，我绝对不这样认为。”陈振勇
教授说，“我六岁习武，练了近四十年，练
了十几个拳种，其实就是想了解到底什么
是真正的武术。”

在讲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时，陈振勇
教授展示一本真实的“武林秘籍”，这就是
明代的《朝鲜势法》。他介绍，这本书后
来因为“万历三大征”流传到了朝鲜，在中
国反而失传了，近代《朝鲜势法》又回流
到了国内。

在现场，陈振勇教授用竹剑和助手演
示了书中的“斩旗势”“逆鳞势”“左翼势”

“坦腹势”“滴水势”“苍龙摆尾”“铁牛耕
地”等几大招式，疾如风、徐如林、侵掠如
火、不动如山，赢得了满堂彩。“人们说中
国武术不能实战，我是不同意的，这本书
写的全是战场上的实战招数。”陈振勇说。

而在此之前，陈振勇教授还如蜻蜓点
水一般，展示了一小段八极拳，以肘出招，
虎虎生风，速度之快，眼花缭乱。他说，这
套拳的肘法比泰拳多很多。“中国武术肯
定有能打的，但关键是要有平台，要有实
战，经过实战才能竞技，包括我们的竞技
运动员，只去表演，或者单练打沙袋，不去
实战是不行的，我们传统武术缺少这个平
台，大家都在进行演练，所以需要一个系
统平台的支持，我们才能把实战的效果发
挥出来。”

苍龙摆尾
以武术为载体让传统文化走出去

演讲到尾声，陈振勇教授提到了大家
都很关心的问题，武术和健身之间的关
系。他首先拿太极拳的“单鞭”和“云手”
举例，描述了太极拳的单鞭的健身机理，
以及太极拳云手治病机理的具体过程，从
而引出中医经络学说的话语体系与太极
拳养生的对接。

出身于中医世家的陈振勇教授认
为，武术健身的发展要遵循“体医结合”
的要求，而且武术健身应逐步完善并做
到“五有”：练习有内容、动作有标准、实
施有规范、运动有针对、健康有效果。“只
有做到这几点，才能真正使得武术超越
体育的专业范畴，纳入社会公共健康领
域，最后进入大卫生和大健康的视野。”
陈振勇教授说，“武术健康的功效更在于
人身体到思想的强壮与强大，从健康到
文化的传承。”

2014年3月，教育部发布《完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提
出:“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陈振勇教授认为，其实武术是
技术也是文化，启蒙武术教育的关键，是
在人生启蒙阶段，让孩子们知道武术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培养他们对武术的
认同感和认知感。”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8》
曾写道：武术、中医、中餐等是海外受访者
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陈振勇
教授表示，武术也是中国文化输出的一个
重要方向，武术爱好者应该树立文化自
信，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根基，讲
好中国武术故事，以武术为载体，让中国
文化走出去。

陈振勇教授现场用竹剑与助手演示“势法”。

陈振勇教授登“名人大讲堂”，为武术迷打通“任督二脉”，还原武术本来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