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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武术功法是古老的传统武术运动形式之一，由

于传统武术功法自身的价值特性和习武者对武术

的发展理念所作用，武术功法运动建国后几乎未曾

以真实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人们只能从历史剧

或小说中了解到武术功法，但武术功法作为一个全

国比赛——功力大赛，却是一个新产物。

从2004年至今我国已成功举办了四届全国武

术功力大赛（分别在佛山、深圳、郑州、广州），但发

展的形势还处在初级阶段，前程不容乐观，基于它

在我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笔者认为有开展并持

续发展下去的必要。中国武协主席王筱麟说，与套

路、格斗并行的各拳种练功方法，是易于普及、具有

较高健身和竞赛价值的项目群；举办功力大赛，使

武术中基本的却一度被忽略的锻炼方式进入赛场

和全民健身领域，这应是武术全面发展的一个研究

成果。现在社会中，高校体育系已成为培养体育人

才的重要基地，是普及武术功法运动的源泉。因此

在高校中开展武术功法运动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是

可行的，本文做一简要分析，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

之效果。

1 武术功法的概念
武术功法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名词，有关著作

较少，一般认为功法运动是以掌握和提高武术套路

和格斗技术、诱发武技所需的人体潜能为目的，围

绕提高身体某一运动素质或锻炼某一种特殊技能

而编组的专门练习。主要包括柔功、内功、硬功和

轻功等[1]。与功法运动密切相关的另一概念是：武

术功力，它是指通过武术锻炼获得的运动能力和专

门技能所达到的水平。在古代，民间众多武术拳师

名家经常以比较武术功力的方式，达到不战而降服

对手的效果。在国家武举选拔考试中，同样是运用

多种比较武术功力的形式来判定功力的高低进行

选拔人才[2]。

2 普通高校体育系开设武术功法课程的必要性
2.1 武术功法运动的特殊价值

武术功法同其他武术项目一样具有众多价值

作用，但它也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2.1.1 教育价值

武术功法传承的是中国特有文化背景下的单

个搏击项目，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如

汉代中“扛鼎”与“翘关”的记载，还有何良臣的《阵

纪》中“步行日三百里，距越三丈”对“轻功”的描

述。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是掌握了一门技

艺，同时感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学

生的爱国之心，增强民族自豪感。

除此之外，练习武术功法需要循序渐进、持之

以恒，从而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这

恰好弥补当代大学生好逸恶劳、好高骛远的缺失心

态。

2.1.2 健身价值

大凡适量的运动对人们的身体都有所收益，武

术的健身作用更是众所周知，然而武术功法的作用

却有其特殊性，总体来讲武术功法，是以身心合一、

内外合一的技法的基础原理，强调在不断提高意、

气、劲、力四者有序化配合的过程中，使全身得到整

体性的锻炼，使功力随之提高，从而形成了武术功

法的原理；消除妄动，从静中体验；以意领气，在身

内周流；应外诱潜，从动中获得；微量递增，从有限

中求无限[3]。

具体而言，在武术的套路和散打中，动作是一

连串的，对人体的速度、力量、灵敏、柔韧、耐力、协

调等素质都有所影响，但武术功法的内容众多，每

个项目对人体各项素质的影响都有所侧重点，这也

为健身的人们提供了平台，就是可供选择性。人体

素质的遗传率很高，有些人可能本身协调性不好，

而力量、速度较好，这样练习套路很难出来好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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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如果练习武术功法中的单掌断砖或悬空断物

等，就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对其身心有良好

的激励和促进作用。

2.1.3 娱乐观赏价值

武术功法的娱乐观赏价值体现在它的游戏性

上。赫依津哈在他的《游戏的人》一书中，对游戏的

特征是这样表述的：“游戏活动在特定的时空范围

内进行，有明显的秩序，遵循自愿接受的规则，远离

生活必需的范围或物质的功利。游戏的心情或喜

不自禁、或热情奔放，游戏的气氛或神圣、或欢庆，

视天时地理而定。高扬的紧张情绪是游戏行为的

伴侣，欢声笑语和心旷神怡随之而起”。

但是随着文化内涵的丰富，功利思想的出现，

作为游戏的体育主要体现在于娱乐他人，其次娱乐

自己，甚至有些项目还不能娱乐自己，例如：田径比

赛中，跑道上的运动员在奋力的奔跑，这个项目可

能是在挑战自己现在的极限，人们被他的成绩和能

力娱乐着，而自己仅在最后取得的优异成绩才会表

现出由衷的娱乐，否则娱乐中没有了自己。

武术功法不同，它不仅娱乐了别人，而且自己

还会被自己的凝神定气、闪展腾挪娱乐着，即娱乐

贯穿始终。有了娱乐性也就有了观赏价值，就人们

常态思维而言，观赏一场比赛，最高兴、最心情愉悦

的时刻莫过于足球进球的一刹那、篮球的扣篮或最

后时间的超越得分、拳击等搏击项目中的KO瞬间，

而武术功力大赛就是单个项目瞬间精彩的比赛组

合，例如：单掌断砖的断砖瞬间、桥上徒搏下桥的瞬

间、流星打靶中靶的瞬间、指鼎较力挺起的瞬间等

等。

2.1.4 竞技价值

武术功法比赛有别于其他武术项目的另一特

点是近似于西方竞技体育，从文化角度讲，在传统

文化的影响下，武术功法既重人的道德，人的社会

性，强调“中庸”之道，又具备了西方人注重个性张

扬，人的自我存在，强调人的自由意识。具体项目

而言，武术功法项目与西方竞技项目类似点在于：

都是以某一专门的单一动作或单一运动形式进行

“更快、更高、更强”的比赛。这些很像武术运动为

提高某一专门能力而采用的功法。如果从武术功

法中选择一些项目进行比赛，其可比性、观赏性、或

者“更快、更高、更强”性，并不亚于奥运赛项。例如

武术功法中的梅花桩，其难度和艺术价值并不低于

西方体操中的平衡木[1]。

2.2 当代大学生的思维及生活方式

2.1.1 崇尚正义，向往英雄，憎恨邪恶

每每国家有大的事件发生，总是学生先挺身而

出，五四运动时期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5月12日

汶川大地震爆发后，很多学生在收看新闻后，禁不

住泪流满面，踊跃的捐款捐物，还自发的聚在一起

为遇难者祈祷，为中国加油，为汶川加油！并在网

络上声讨、斥责范美忠之流；同时还对奋斗在抗战

救灾第一线的“英雄们”表现出无限的崇敬，这是中

华民族正义感的现实诠释，也是武侠人格的现代体

现，这也注定武术功力比赛存在大量的欣赏群体，

为它的普及奠定了基础。

2.1.2 沉溺于虚幻世界，迷失方向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文化实践在不

懈追求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

异化效应，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4]。具体情况而

言，现在大学生手机的占有率和上网率达到前所未

有的程度，大学毕业前这两样都不曾接触的学生几

乎为零，有将近一半的学生，利用电子设备聊天、玩

游戏，他们在游戏中寻求到了自我，也发挥了本我，

而在现实中失去了自我。因此，近年来，很多专家

学者呼吁传统文化的回归，武术功法运动的学习，

不仅是一种技能的掌握，重要的是以现实的物质性

的东西来继承传统文化，使他们明白英雄的来之不

易，激发他们奋斗的意志，健康他们的心灵。

2.3 普通高校体育系的开展现状

经走访调查，现在我省高校体育系没有专门开

设武术功法课程。从前几届功力大赛来看，参加队

员多来自民间团体、武术馆校、几大体院和师范大

学体育系，而且他们也是从一些别的专业的学生中

临时选拔出来的，不曾专门练习过，成绩并不是很

好，而且其功力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3 普通高校体育系开设武术功法课程的可行性
3.1 需要器材少且简易，易于开展

武术功法项目是以某一专门的单一动作或单

一运动形式进行的，每一种项目可能仅仅需要一种

器材，甚至有的不需要器材就可以进行练习，例如

桩上徒搏是在梅花桩上运用推、按、捋、带、采、引、

化等技法，进行徒手搏斗的一种武术功法运动，我

们在上课期间可以在地面上画出三个脚掌大的圈，

来代替梅花桩进行教学练习，也可以用普通的红砖

代替，所需器材非常简单、易取，但给学生带来的益

处却不是一般游戏所能代替的。

3.2 项目多，可供选择

武术功法项目很多，我们可根据外界因素：天

气情况、学校资源等，也可根据学生自身状况：爱

好、性别、力量、体重、身高、速度、柔韧等，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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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的项目，例如：体重大的学生，一般不愿意进行

剧烈运动，可以两两组和进行长杆较力（是在直径8

米的圆形场地内，两人双手握持长杆把端，运用顶、

推、带、拉、拦、拿、挑等技术方法进行较力的一种武

术功法运动）比赛。体重轻灵巧的学生，可以学习

流星打靶（是指运动员或学生运用规定的流星技术

方法，击打两侧固定靶位的一种武术功法运动），像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3.3 客观性强，容易评判

前面提到武术功法是某一专门的单一动作或

单一运动形式，所以在比赛时比较简单，它与西方

一些竞技体育项目还有一个相似点就是：客观性

强，也就是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每个项目都有

自己的特定规则，在规则范围内，按要求的方法去

做，只以胜负来评判，没有其他人为色彩。不仅如

此，为了增加比赛的透明度、公正性和运动员的安

全，在2006年8月份在山东泰安举行的全国武术功

力大赛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时，吉林某公司带去

了他们研制的功力大赛新器材产品，其中有：单掌

断砖的支架和特制砖、流星打靶的靶等，其中单掌

断砖的支架，在砖被击断的一瞬间，支架上端就会

向两侧自然分开，不会伤及运动员的手；另外，特制

砖分好几种颜色，每种相同的颜色的砖硬度基本相

同，相同率在99%以上，避免了同窑内烧制的砖硬

度还不同的情况，提高了比赛的公平性。流星打靶

的靶的科技含量也很高，靶被有效击中时会有声、

光两种反应，避免了裁判员在不同视角下、打靶力

度不同而产生的误判或人为因素；像这样的高科技

器材还很多，其中浓缩了他们的智慧和精华，使本

身客观的比赛更加客观、透明。

3.4 运动方法简单，易于学习

武术功法练习极其简易。其技术内容主要是

单一技术动作和以少量简单技术动作编组成串两

类。而且这类成串动作的数量大多在12个动作以

内。例如，桩功、鼎功、掌功、腿功、八卦行功等都以

单一技术动作作为功法练习手段[5]。另如，五手拳

（5式）、五步拳（5式）、五形拳（5式）、八段锦（8式）、

易筋经十二式等等都是以少量简单技术动作编组

成串的功法。这种成串练习，还具有既可单式练习

也可成套练习的特点。武术功法的这一结构特点，

使得武术功法易学、易记，便于教学和推广。目前，

不少武术爱好者因为武术套路动作太多，不易学，

记不住而放弃。有的当时学会了，因一段时间未能

坚持，就连不成套，无法练习，只有作罢。学生们

说，现在的武术课，象背书课一样难，很难记住那些

套路。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武术功法课程引进到学

校教学中来。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武术功法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特定时

代的产物。随着人们思想意识的加强，武术功法的

价值也必将在更大的领域内发光放彩。事物总是

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停的向前发展，武术功法也必

将随着科技、文化、及人们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化，高

校体育系学生本身具有身体上的优势，也是我国未

来的体育教师和体育文化的传承者，因此在高校体

育系学生中开设武术功法课程必然对我国传统文

化继承和体育事业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4.2 建议

把武术功法运动列为普通高校体育系的普修

课程；出版适合普及高校学生学习的武术功法运动

教科书和音像资料；举办高校间的武术功力比赛；

开展高校体育教师的武术功法培训班；高校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开展切合实际的武术功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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