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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促进武术的良好发展，推动武术普及以及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开展,通过对传

统武术竞赛的现状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当前传统武术竞赛中除个别项目较为均

衡外，其他项目均存在规模较小、形式单一的问题。为进一步推广普及武术运

动，增加武术影响力，促进武术事业的发展，让武术成为全民健身重要内容，

解决传统武术竞赛现状存在的问题已成为十分重要的课题，通过这项研究和实

践，探索武术竞赛发展的前进，可以使武术项目尽快走向成熟，找出一条中国

传统武术的保护开发的道路，让国粹不再尘封在暗无天日的档案库中，而是以

文明的瑰宝身份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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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传统武术指“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武术拳种。

据 1983—1986 年武术挖掘整理的材料，全国有 122 个拳种，后来又增加至 131

个拳种。但是因为缺少应有的保护和传承措施，很多具有较长历史但流传不广

的武术面临消失的危机。从整体上看，武术的发展也因未能入选奥运会等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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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赛事，而渐渐被忽略，较其他体育项目的前景而言，传统武术的发展不容

乐观。现有的有效保护传统武术的手段就是保持每年举办官方的传统武术竞赛，

通过竞赛的手段促进武术运动的展开，提升社会对武术的关注度。同时通过对

参赛人员和比赛规模的分析，得到更为有效的数据，深入分析武术发展的现状，

更好促进武术发展。近半个世纪以来，传统武术的发展充满艰辛，老一代的武

术高手生活贫苦，而其后代或者为生计放弃了武术，或者只是将武术当做业余

爱好，没有充足的，更难像过去系统学习各类武术。套路是武术的载体，套路

后继无人，武术难以发展，即使一些武术的套路保留了下来，但是重要的精髓

得不到传承，武术也真正得以保存，只是空洞的外壳。传统武学的传承，武术

文化的弘扬，和今日弘扬民族文化的时代潮流，促进传统武术的发展正是弘扬

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然而这种不尽人意的现状，与集成优秀传统文化、构建

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差甚远。

2  传统武术竞赛的历史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武术工作。国家领导人号召

开展武术运动，积极倡导武术运动，对武术的继承和发展做重要指示，把武术

确立为国家体育项目之一。当时武术运动活跃开展，武术馆社林立，传统武术

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术馆社和武术师定期进行表演交流（例

如四民武术社、汇通武术社、健身武术分社的联谊表演），增强了友谊，推动

了传统武术的发展。当时国家体委在健身武术分社召开武术运动发展的方针、

政策座谈会，北京市武术界的许多老拳师都积极参加，对新中国武术事业的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54年，国家体委在中央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前身）

组建第一支武术队，国家体委第一次把武术列为国家级竞赛项目，1960 年 12 月

武术运动协会成立，为开展好武术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武术运动协会

先后召开了会议，制定了武术发展的方针政策，对武术工作的开展和武术事业

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保证。

传统武术竞赛的历史并没有武术本身的历史那么悠久，但传统武术是竞技

武术之根，竞技武术和传统体育文化有着相似的文化特征，竞技武术的运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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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包括武术套路、武术散手以及武术功法等。因为传统武术拥有广泛的群众基

础和文化根基，从传统武术发展而来的竞技武术也拥有相似的价值，它的健身

价值、防身价值和文化教育价值，受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青睐因此，武

术正稳步进入全民健身领域，以及世界终身体育、休闲体育和文化体育领域。

3  传统武术竞赛的现状

传统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瑰丽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千年来与自然

斗争和社会变迁的结晶，它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

但是传统武术的现状并不乐观，一方面传统武术的传承渐渐消失殆尽，另一方

面国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制度不完善，传统武术竞赛的发展面临诸多严峻的问

题。随着体育竞技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兴体育项目受到大众的普遍关注，

但作为传统项目的武术则渐渐被忽视。每年都有大量的武术人才流失，近五年

来，传统武术竞赛的参赛人数逐渐下降，部分拳种因为无人参赛只得取消。传

统武术不同于其他主流体育项目，传统武术竞赛没有强有力的媒体宣传和支持，

其影响力仅局限在业内人士之间，但是由于竞赛消息的传播并不顺畅，一些武

术人才甚至不了解历年究竟有什么样的比赛、比赛何时何地举行。传统武术竞

赛得不到媒体的支持，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在追求利益的市场经济中很难引

来赞助商的青睐，没有经济支持使得传统武术竞赛发展更加艰难。在这样的发

展现状下，传统武术很难发展成为一个能够不断自我更新的独立产业。

为了保护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为传统武术保留适当的空间，

等待将来的发展机遇。竞赛这一平台是传统武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延伸，从

理论上讲，竞赛既符合传统武术发展的需要，也满足了大众审美，从而获取经

济利益来促进武术的发展，形成健康的自我发展模式。但是武术竞赛的体制并

不成熟，中国传统武术具有其他体育项目所没有的复杂性，与其他体育项目相

比，竞技武术不仅仅包含某一固定的运动方式，它是众多武术套路的集合，因

此普遍意义上的体育比赛模式套用于武术竞赛并不能完全符合武术自身的特征，

简单的比赛模式但相对复杂的武术特征使得对武术了解不深的大众群体难以对

武术产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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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传统武术竞赛的传承

武术发展至今天的规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淬炼

而成的，前人流传下来的诸多套路和拳种都是不可复制的宝贵遗产，需要我们

的保护和传承。1999 年初，伍绍祖同志在一次讲话中强调指出：“传统武术是

武术之源，是武术发展的基础。在发展竞技武术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传统武术，

否则就会使武术走向死胡同。”在传统武术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借助传统武

术竞赛这个平台，聚拢一批热爱武术的人士，不断创新，继续将武术发扬光大。

但是对传统武术的发展必须以对武术的保护为基础，我们需要不断思考什么样

的模式才能在不断发展的时代中始终符合武术发展的需求，并且建立一个系统

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保护措施。

3.2  传统武术竞赛的发展前景

立足于已有的各种资料，以及资源，对传统武术竞赛的发展进行调查摸底，

对已知的 36 种民间传统武术的发展提出宝贵意见。传统武术的发展源远流长，

武术运动发展的原动力是传统武术，孕育了当代竞技武术，为其提供了丰富的

营养。但是当下的传统武术运动的发展方式主要依靠政府投资，社会需求对武

术发展的拉动力不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缩水，通过传统武术竞赛活动以及民

间武术的考察，深入探究其开展的现状、优势与劣势，总结经验已是迫在眉睫。

相比其他大众体育项目，武术在中国有更加深厚的文化根基，因此我们要

着眼于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如何让传统更加符合大众需通过对

传统武术竞赛的研究与保护，进而保护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这对武术寻根溯

源以及未来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4  找出适合传统武术发展的途径

通过传统武术竞赛这一平台，以及赛事的组织和人员管理最佳研究的便利

条件。通过组织传统武术赛事这一实际研究的便利条件，利用掌握的信息和资

源找出传统武术日渐式微的根源，试图以武术竞赛这个窗口透视和挖掘传统武

术的开展现状，以期为今后良性发展寻求相应对策。详细了解传统武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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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脉络以及现状，找出现行情况下传统武术发展倒退的根本原因，以及潜在的

发展优势。同时分析现行的传统武术竞赛模式是否适合传统武术的特点，对传

统武术的发展给予一种前瞻式的研究，找出适合传统武术发展的途径。此外也

要重视媒体支持的作用，从侧面为武术发展提供助力。

5  结论

传统武术主要拳种很多，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在传统武术比赛中涵盖所有拳

种。提出改革完善现有传统武术竞赛的方案，不能照搬竞技武术比赛规则，要

根据传统武术的特点进行合理的科学创新，找到可以最广泛体现传统武术特点

又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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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tatus and Inherit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ompetitions

Zhang Yu

Beijing Shichahai Sports School, Beijing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s, 

advance the popularity of martial arts, and foster the vigorous growth of 

nationwide fitness activities, a study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ompetitions reveals that, except for a few well-balanced categories, most 

other events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small scale and limited diversit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widespread practice of martial arts,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martial arts,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tial arts industry, 

making martial art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nationwide fitness, addressing 

the existing issues in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ompetitions has become a 

crucial task. Through this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s competitions can expedite the maturity of martial 

arts disciplines. It aims to find a path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ensuring that this cultural heritage is not 

relegated to dusty archives but showcased as a civilized treasure. 

Key words: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ompetition development; Current status; 

Herit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