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4卷 第 6期 

2016年 11月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Z．44 No．6 

N OV． 2016 

文章编 号 ：1000—2367(2016)06～0175一O6 

高校太极拳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 

张笑莉 

(河南理工大学体育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摘 要：太极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文化强国”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如何保护与传承太极拳文化是时代 

赋予我们的使命．通过解读太极拳文化相关信息 ，分析太极拳文化开发的战略路径，探索太极拳文化产权、人才培 

养、市场开发、资金保证等相应问题，针对高校太极拳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具体内容进行相关研究，提出高校太极拳文 

化保护与传承的可行性建议和现实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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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 

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大”开创的当代中华伟大复兴进程则又赋予了中华文化全新的发展 

内涵和历史使命．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源泉，以大学为平台的优秀文 

化传承创新对于促进当代中华伟大复兴战略进程而言意义重大．立足于民族优秀文化的大学文化传承创新 

也是当代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而如何通过挖掘、整合、发展、创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来充实、推 

动、催化大学文化的传承创新也正成为当前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一个突出问题． 

太极拳是以传统武术为基础，结合中华导引吐纳术、阴阳学说、中医经络学说等所创立的拳术，有着深厚 

的民族文化底蕴，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太极拳承载的“中庸、和谐、仁爱”的儒家处世哲学、“崇下、无 

为、清静”的道家思想内涵等闪耀着中华和合文化的传统光芒，使其大大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攻防技击之术 

和强身健体之法，深受国内外各界人群的欢迎和喜爱，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国际性特色代表符号，但当代的 

太极拳发展也不可否认地面临着传承与创新的问题．因此，立足于高校平台，研究以太极拳为范例的当代大 

学传统文化传承有效方式与科学路径，探求以高校为场域、以太极拳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时代发展与大学 

教育改革创新的双赢模式，显然具有较为突出的时代意义． 

1 高校太极拳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时代背景 

1．1 太极拳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现状 

国务院于 2006年 5月 20日颁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太极拳就在其列．这一通知 

的颁布意味着国家对太极拳的保护已经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但与此同时，也引起了相关学者的一些思 

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政府和相关机构组织进行紧急文化抢救、保护的一种特殊方式，进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形式实质上也意味着该项目本身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阻碍和问题．当前的太极拳社会发展的确成绩较 

为喜人，有不少社团、研究会都在为太极拳文化保护与传承做出了积极贡献，太极拳在高校的传承却还远远 

不能与社会发展相提并论．整体来看，在我国一些高等院校中太极拳也已经成为较为重要的体育教学内容， 

因为太极拳能够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有利于提高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习得和传承_1]．但除了若干太极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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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之乡的高校开展太极拳教学较为普遍之外，大部分国内高校的太极拳教育仍然极为欠缺． 

1．2 太极拳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意义 

从文化传播角度而言，太极拳代表国家文化形象，有利于文化的积极传播 ]，有利于提升国家文化竞争 

的软实力．从文化传承视角来看，太极拳文化的传承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发展，是其深层次文化价值的彰显． 

1．2．1 太极拳集健身养生双重功能为一体 

太极拳运动具有外柔内刚、身心兼练的显著特征，恰好符合人们的健身和养生需求，因此成为人们热衷 

的运动．太极拳的锻炼形式，不仅局限于全身关节和肌肉的运动变化，更重视对“心、神”的锻炼．从中医的角 

度而言，心神的安静是精力充沛的保障13]．太极拳文化重视“精”、“气”、“神”三者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内外兼 

修则是太极拳的精髓．太极拳运动倡导的运动、健身具有浓厚的东方文化色彩，其保健与养生的双重功能具 

有强大的感召力，吸引了数亿人对其追求和习练，因此太极拳本身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3]． 

1．2．2 太极拳代表国家文化形象 

太极拳文化已然成为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代表．太极拳在国内外普及广泛，参与人数众多，大约 150多 

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对太极拳有了深入的了解 ]．太极拳已经以国际品牌的形象屹立在世界的舞台，将其和 

谐、自然、朴实的健身理念传播到国外，尤其是对西方文化、西方体育观而言，既是一种积极的竞争也是一种 

有效的补充 ]．太极拳无论是作为体育项目还是作为一种文化，都彰显着中华民族的独特创造力． 

1．2．3 太极拳具有重要的育人价值 

太极拳文化是深受“礼仪之邦”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因此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 

尤其是深受儒家的武德观念的影响，对于人的“德育”是十分重视的．仁义精神是武德思想的根本，太极拳提 

倡高尚的武德，要展现仁义之风，重视正气浩然，即便是在实战之中，也要具有大将之风，展现大度气势．在时 

代发展到今天，社会的稳步发展，对于习武者而言更多的追求是修身养性．尤其是有利于促进青少年道德水 

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人格的全面发展．因此，太极拳本身具有重要的育人价值． 

1．2．4 太极拳具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功能 

太极拳运动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流，有利于增加人们的感情沟通．为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 

提供一个良好平台．其 自身的文化，能够促进社会安定团结，有利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人们在参 

与体育健身活动，习练太极拳的同时，也在接受文化的洗礼和浸润_6]．公民的精神境界受到了积极的引导和 

教育．太极文化在创建精神文明建设促社会稳定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3 高校在太极拳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优势 

太极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仅需要依赖政府的行政权力，还要各个社会阶层和组织的齐心协力、共同参 

与．高校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更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习之地．一方面，高校能够将民族传统文化加 

以吸收，然后通过教育的手段进行有效传播_8]，因此，高校在太极拳文化保护与传承中凸显了独一无二的天 

然优势；另一方面，人是太极拳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重要因素，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能够通过其育人 

体系培养太极拳文化传承人，从而延续太极拳文化血脉，实现民族文化精髓的有效保护与传承．同时，太极拳 

文化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其自身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的变化，因此对于其保护离不开基于科研理论和技 

术的系统支撑．众所周知，相对于其它社会机构而言，高校具有相对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综合保障，不仅能够满 

足对太极拳进行一般性资料挖掘整理的科学研究需要，并且还能保障其开展全面研究的相应需求，从而真正 

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与发展．所以，从科研方面推动产学研结合，实现太极拳文化的理论研究与实 

践传承的有效保护，高等院校平台的优势十分显著．这种优势是其对于社会上其他太极拳传播机构的特色所 

在，也是当代中华文化复兴战略尤其需要的软实力基础之一． 

1．4 高校在太极拳文化保护与传承中存在的问题 

1．4．1 思想意识层面 

就思想层面的意识缺失而言，具体表现在学生仅仅对太极拳文化具有肢体语言方面的简单认识，缺乏对 

太极拳技术之外的文化内涵的深层次认知，仅仅认为存在这种传承的意识，却无法将这种意识转化为具体的 

教学与练习之中_g]．这种思想层面的意识缺失在相当程度上同样存在于教师群体．有不少教师认为在高校教 

授太极拳仅仅是为了促进学生身体健康，能够把太极拳教学与民族文化传播视野相联系的普通高校教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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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见．这种思想认识对于太极拳在高校的传承发展的局限性不言而喻．因此，或许我们不妨可以直言—— 

当代高校关于太极拳文化传承出现了严峻的问题，对于相当一部分师生来说，大都不知道应该传承什么样的 

内容，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去传承．因为思想意识层面缺乏对太极拳文化传统的认知，所以在西方体育思 

潮的影响下，保护的意识也逐渐淡化，再加上市场经济潮流的相关影响等因素，诸多情况共同决定了高校文 

化中对经典文化精髓的保护已经逐渐衰退，事实上，太极拳只是其中的一个现实案例而已． 

1．4．2 太极拳文化传承措施方面 

太极拳教学是传承太极文化的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方法，但是在高校教学中，也凸显众多问题．首先，太 

极拳本身是一套内家拳法，其习练是需要时间的，并非短短的一学期、一学年或者是 32、64、128学时就能够 

获得效果的．其次，太极拳的教学是教授民族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向来以讲究“言传身教”为特点，但是在当前 

的高校教学实践中却普遍以西方教育模式开展教学活动[1。。，其教学大纲的编撰也往往是基于体育竞技的诉 

求，这种状况不仅体现为教育思想、教学纲要与教学实践出现了直观冲突，尤其影响了大学生群体对于太极 

拳的兴趣，从而导致了鲜有太极拳练习者积极参与的不利现实，最终也势必消弱到高校传统课堂教学在传承 

太极拳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的相关作用． 

1．4．3 高校太极拳文化教授与社会太极拳文化传承脱节 

太极拳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本质属性是其表现和传承的动态性或活态性．非物质文化属于民族文 

化、民间文化、传统文化和农耕文化，是认读民族历史、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现在高校教师与民间太极 

拳习练者、太极拳传承人中间缺乏联系纽带，高校教师繁重的教学科研压力阻碍了其深入民间采集整理第一 

手“太极拳活态文化”，高校体育课堂教授的以太极拳为直观载体的太极文化也因而普遍缺乏民间性、地域性 

和传统性等．这种脱离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民间大众土壤与质朴乡土气息的状态，必然也将影响到以高校 

为平台的太极文化传承体系． 

2 高校太极拳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内容 

2．1 太极文化相关政策的解读与落实 

我国于 2006年 5月 2O日将“太极拳(陈氏太极拳 ·河南省焦作市、杨氏太极拳 ·河北省永年县)”列为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内，这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标志着对太极拳保护的政策支 

持．该举措也充分验证了国家对太极拳文化保护的重视程度．这也大大激发了太极拳文化发源地区的保护动 

力，促进了文化传承与保护认知．目前，陈氏太极拳在河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正在着手申报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的准备工作，这也更加彰显了以高校为平台的太极文化传承体系研究的突出意义． 

2．2 太极文化的深度挖掘与整理 

2．2．1 太极文化体现了儒家的道德规范 ． 

太极文化将儒家的中庸充分体现出来．因为，太极拳的核心要素是保持身形的“虚灵顶劲，尾 间中 

正”E ]．这种理念也正是儒家中庸思想的应用与反映．太极拳理论中蕴涵着我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其“不 

丢不顶”、“不偏不倚”、“点到即止”、“舍己从人”等理论之中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道德伦理规范． 

太极拳的习练宗旨在于发挥陶冶情操、强健体魄的功能，促进习练者思想道德素养的提升，最终实现以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身心共健、涵化育人的效果．太极拳所体现的这种以和谐为主旨的儒家道德规范，与以儒 

家文化为主流的当代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也正因如此，对于太极拳所承载的民族传统文化经 

典的传承与弘扬才具有突出的时代价值与战略意义．太极文化的这一特点对于以高校为平台的传统文化传 

承创新无疑极具启示意义，只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高校太极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才会富有持久的生命力并 

发散出典型的示范效应；也唯其如此，以太极拳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以及历久弥新的中华传统文化 

才会在更多的当代平台上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_1引． 

2．2．2 太极拳文化体现了道家的为人策略与养生技术 

周易是太极拳的根本理念，以太极作为拳术的名称是因为太极拳本身即是圆转，并且呈弧形的．太极拳 

术博大精深，其拳法、拳理包罗天地变化．太极拳以太极阴阳学说为理论基础，根据《易学》八卦的交错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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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行拳的根本．道家思想重视自然、强调归真，崇尚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关系，这一特点，通过太极拳 

的运动形式，直观而生动地得到了演绎与展现．太极拳松柔连绵的运动形式，实质上也是中华太极之道的现 

实存在形态，这是其传承千年的独特魅力，也是其最为本质的文化内核． 

2．2．3 太极拳文化体现了佛家的禅定方法 

太极拳要求习练者做到心态平和、静如止水，行拳则无忧无虑、顺畅如流水．太极拳还强调宽容豁达、谦 

恭礼让，这些与佛学的禅定修炼方法是一致的．习练者要能够做到心态平静、聚精会神、意念专一、身体放松， 

实现意念、神气、力量的三者和谐统一，从而将 自身融于天地之间，实现物我两忘的目的．正因为其与佛家禅 

定方法的异曲同工之妙，太极拳才具有与佛家普渡众生思想的异曲同工之旨，习练太极拳，强身健体，修身养 

性；感悟太极文化，身心安康，度人度己． 

2．2．4 太极拳文化体现了兵家的作战思路 

太极拳文化底蕴丰厚，在其拳技中充分融合了《孙子兵法》中的诡道思想，将其不少迷惑对方的战略战术 

融合在拳法之中口 ．其实，太极本身强调的以柔克刚、奇幻多变，就是兵家诡道的精髓．虚虚实实、快攻、巧打 

等技术的综合运用，实现制服对方的目的．另外，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强调敌退我进等制敌法宝是与太极拳 

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2．3 太极文化开发的战略策划 

2．3．1 加强核心“创意”产业的竞争力 

太极文化的开发实质上是太极文化产业的发展．而文化产业的发展根本和源动力在于创意．创意是产业 

发展的根本，是其文化开发的核心．促进太极文化开发，就需要大力引进与太极文化产业相关的技术人才，切 

实为创意的提出做好人才储备，进而实现太极文化开发的可持续发展，让太极文化开发的竞争力得以提升． 

2．3．2 依据市场需求，多层次、多类型、多产品开发 

太极文化开发要满足市场需求．只有符合市场预期，其开发才具有价值，才能够继续开展下去．将太极文 

化作为武术文化产业的典型，实现各层级产业链条的相互关联，保证各种产业产品的相互依托，从而构建太极 

文化产业集群，形成良性太极文化产业发展趋势，并且依照本地或本土特色，实施主题或品牌性的开发战略． 

2．3．3 引进社会资本，加强合作开发 、 

太极文化开发不能依托政府的发展，要在政府的引导作用下大力引进社会资本．太极文化往往是地方的 

重要文化资源，因此可以将其打造为资源优势，促进各类文化产品的百家争鸣．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在保证 

民间企业介入的前提下 ，太极文化产品能够得以更好更快的开发与发展． 

2．3．4 开拓市场 ，实施太极文化“走出去”战略 

依托太极文化自身的世界影响力，把握市场动态，利用技术、文化、地域遗产等资源方面的优势，实现对 

太极文化产品的创新，使其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并且利用多种渠道，进行移动传播，采用多种营销策略， 

让太极文化得以十足的开发，并且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实现 自身的国际化发展．科学的太极文化发展，必然 

是国际与市场化齐头并进的战胳路径，这是时代大环境的现实反映，也是太极文化当代传播的客观诉求． 

2．4 太极文化的维权与产权开发 

太极拳运动领域内的各种无形资产的实质就是知识产权的集合．太极拳运动无形资产开发的主要内容 

就是要求主体和客体具备太极拳运动要素．太极发源地、一些著名的武馆、高校以及太极拳每年召开的交流 

研讨会、年会等形式，都是对太极拳运动产权的一种保护，这也对其产权开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__1引．目前，我 

们所做的太极拳保护和发展思路是局限于当代的文化氛围，太极拳的产权开发不能仅仅依赖于民俗学的视 

角，进行保护，它自身的创新和演变是其动态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所做的并非担心会改变它的面貌而使太 

极拳的发展停滞不前，而是只要进一步完善其产权的内涵，实现更好的、合理的开发． 

2．5 太极人才的培养、使用与保护 

2．5．1 符合时代发展特色，制定太极人才培养规划 

太极拳不仅是一项强身健体的体育运动，更是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国很多地区如 

河南焦作，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十分显著．因此，在满足时代发展需求下，兼顾太极拳文化发展规律，明确太 

极拳的发展方向，从多个维度、多个视角进行全面构建太极拳人才培养的规划，建立中长期战略目标，采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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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必要的培养措施 ． 

2．5．2 加强武校(馆)管理，提高师资队伍素质 

面对 日益增长的国内外太极拳习练需求，如何打造和培养一批高水平的教练，如何构建一批高标准的太 

极武校，是 目前太极拳文化传承和保护的重要问题．太极人才培养，要平衡文化与武术两者间的关系，要重视 

资源有效利用，将地方高校资源进行融合，将传统授徒模式与现代教育教学方法紧密结合，促进高科技、高文 

化、高素养的太极后备人才快速成长． 

2．6 太极文化的市场开发评估与规划 

目前，太极拳主要面向两个市场．第一是学校教育，在行政手段干预下，高校开设太极拳课程．另外一个 

较大的也是较具发展潜力的市场则与老龄化相关，随着世界老龄化愈来愈严重，老龄人 口的急剧增加，一方 

面带了众多问题 ，但另一个方面也显示了巨大的中老年健身市场潜力． 

2．7 太极文化开发的资金保证措施策划 

在太极文化开发的过程中，资金保证是开发的基础．太极拳文化开发的主体是企业，因为目前太极文化 

已经实现产业化发展．但是企业能够长期坚守，这需要政府的主导和市场的监督作保障．因此，在太极文化开 

发之初，政府部门要保障资金的稳定性，也就需要一系列的举措，包括给予企业必要的舆论引导、政策扶植等． 

3 高校太极拳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对策 

3．1 高校太极拳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特征 

首先，高校集成了经济学、体育学、医学、文学、史学、哲学、信息学、新闻传播学等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 

有利于对太极拳文化底蕴和拳术精髓的整合与深度挖掘，从而可以对太极拳文化保护与传承提供充分支撑． 

其次，很多高校计划建设或已经建有太极拳高水平人才培训基地，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太极拳文化研究中心 

等与高校产、学、研一体化相匹配的机构．再次，高校对太极拳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其教书育人相辅相成．高校 

重视教化育人，太极拳内在底蕴有利于高校对学生品行的培养，培养学生正直、善恶分明的处世之道，在学 

习、工作、生活中保持遇事冷静，为人处世泰然不莽撞，较为理性地面对或处理现实问题等等． 

3．2 高校太极拳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对策 

3．2．1 提高太极文化意识、制定太极拳文化保护与传承政策 一 

高校肩负着传统文化传承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对于太极文化的保护，要站在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 

高度，应该充分重视太极文化保护意识的提高．此外，还应该制定必要的政策，例如，对于在太极文化保护方 

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学、管理等方面的人员进行政策的支持与照顾；对学生组织的太极拳学习社团进行大力 

的支持与鼓励． 

3．2．2 扩大太极拳信息传播渠道、创建太极拳学习平台 

高校的大学生是思想独立、个性凸显的一代知识型群体，他们对新媒体有天然的亲近性．高校应该充分 

拓展信息传播渠道和途径，有效利用校园网络平台、微信、微博、广播、报纸、杂志、海报、讲座、展览等宣传媒 

介，大力宣传太极文化，积极促进太极拳文化的传播，让学生能够从内心深处真正领会太极拳文化魅力，树立 

终身体育思想，愿意积极投入到太极活动中．高校还应该为学生参与太极拳的文化保护与传承提供更多的学 

习机会与平台．让他们能够相互促进，有更多的人融入到太极拳的习练之中．例如开展太极拳晨练活动、举办 

太极拳文化月活动、开展太极拳知识问答竞赛活动等，充分利用学生的太极拳社团，开展各种太极拳竞赛，让 

更多的学生了解并且融入到太极拳的习练和保护之中． 

3．2．3 提升太极拳文化学术研究、保障教学大纲的时代性 

为了保障太极拳文化传承的科学性，必须重视对太极拳文化的深入研究，在高校大力开展以专家和学者 

为主导的太极拳学术研究，重视太极拳师资与专业队伍建设，形成以专家和学者为主导的太极拳学术研究， 

提升太极拳文化学术研究氛围，满足校园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诉求．在此基础上，还要针对教学大纲，要进 

行科学的审定，对现有的太极拳教学内容进行审视、对教学时间进行科学分析，并且教学模式也要区分其他 

的体育竞技教学，为教学的开展提供必要的硬件投入和保障等．另外，“在文化全球化趋势El益明显的 21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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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中华武术的发展首先不能离开其所产生的本土母体文化基础”口 ，对于太极文化体现出的释、道、儒家道 

德规范以及兵家谋略等精髓更应下功夫进行深度挖掘与整理，如此才能真正建立以高等院校为平台、以传统 

文化为根基的当代太极文化保护与传承体系． 

3．2．4 发展太极拳衍生项目，拓宽太极拳文化的生存空间 

在科学合理的基础上，太极拳应该充分考虑自己的发展空间，拓展一些必要的衍生项目．例如与其它学 

科结合建立太极拳动漫、影视研发群体，占领国际太极拳动漫、影视市场；与其他体育竞技相结合，创立太极 

舞蹈、太极体操等活动，将太极拳与一些现代舞蹈元素相结合，既能够凸显传统的文化积淀，又具有现代的时 

尚．能够让习练者感受时尚的气息，同时达到健身的目的，这也是为太极拳文化在高校得以顺利的传承增加 

了重要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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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aij iquan Cul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ZHANG Xiaoli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454000，China) 

Abstract：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aijiquan 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rategy of“cultural power”． 

How to protect and inherit the Taijiquan culture is the mission of the times．The interpretation of Taijiquan culture related in— 

formation，analysis of Taijiquan culture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ning，exploration to the Taijiquan culture property rights， 

personnel training，market development，capital guaranteed and other problems，refinement of College Taijiquan culture protec— 

tion and inheritance of specific content have been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er．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aijiquan cul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lso have been proposed． 

Keywords：Taij iquan，Taij iquan culture，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countermeas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