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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文献综述和逻辑推导,从词源、技术、身体和文化等角度对竞技进行探析,认为竞技的

根本在于身体行为所表现出的 “技”,有 “技”方能 “竞”。“技”非常丰富,表现多维。多维的 “技”
被 “人化”促使肢体活动衍生为技艺精湛、目标明确的身体行为,身体行为在构建完整技术体系的身

体控制、身体建设、身体知识过程中践行着竞技化。由肢体活动—身体行为、随意动作—精湛技艺、
肌肉记忆—文化记忆、身体知识—文化知识、身体资本—文化资本等彼此交织、融合拧成强劲的竞技

化传承链条,是有效实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必然依托,具有较强的可能性、可行性和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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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

内容,在弘扬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方面拥有

独特作用,但其在当下却因为参与人群老龄化、

分布地域边疆化、项目内容随意化、传承方式个

体化等原因陷入传承和发展困境。就民族传统体

育的典型代表项目———武术来说,在经历了国家

权力、国家身体、国家象征的辉煌之后已趋沉

寂。在长期探究之后,学者们逐步锁定传承方式

是这种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具体是什么因素

阻碍着武术乃至民族传统体育的有效传承,是值

得深入思考和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2 竞技化辨析

说到竞技化,人们马上联想到西方竞技体

育,认为竞技化乃体育之竞赛,就是更快、更

高、更强的较量。这固然是竞技化的强表现形

式,却不是唯一。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探

析。

2.1 从词源角度分析,竞技化强调的是塑造具

有抗衡能力的身体控制

根据 《说文解字》[1]443的解释,“竞”字原为

“競”。競,逐也。 “竞”所表达的意思是追赶、

争锋、争胜。甲骨文 “竞”的字形生动地表现出

二人竞逐或比赛的状态。然而,国人尊崇 “君子

实维,秉心无竞”(《诗经·大雅·桑柔》)的道

德约束,竞争也日趋内隐和文饰,导致古代身体

运动多为射礼、投壶等仪式性竞争形态。“君子

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

君子。”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竞争是人的本

能,即便在儒家君子人格的大力倡导下,依然有

很多身体和技艺较量的成分体现在中华民族传统

体育中,蹴鞠、角力、捶丸、射箭等都属此类。

参与者不仅挑战自我,而且两两对抗。曹丕曾不

无自豪地讲述自己与邓展比剑的经历:“时酒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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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热,方食芊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

臂,左右大笑。……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

脚鄛,正截其颡,坐中惊视。”类似这样的竞争

在当时非常普遍。“技”是才能与手艺,是竞技

的根本。竞是技的争锋,技是竞的对象。欲竞必

须掌握技,无技难以相争。由此可见, “竞”
“技”合起来就是人们为了满足本能的竞争需要

而掌握的相互或自我抗衡的行为能力。路云亭曾

言:“最原始的竞技往往代表了对自然界原始法

则的崇敬,它尊奉的是大自然最基本、最恒定不

变的法规。”“竞技的全过程,可以体现人类原始

欲望的全过程。”[2]这种基因在体育的竞技中得到

继承和演化,体育成为人世间合情、合理、合

法、合规的竞技,被人类广泛、长期利用,成为

竞技化的典型文化事项,人类通过这种竞技过程

实现着人类的身体建设全过程。刘欣然认为:

“竞技是身体性运动竞争的技艺。”[3]掌握精湛之

“技”,才有施 “竞”之能。因此,竞技特指掌握

高超专属技能人群的争锋、抗衡行为。换言之,

竞技是身体精确控制并实施抗衡的行为能力。进

而推论,竞技化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漫长追求、

不断精进、逐步完善的身体控制过程。竞技化对

技术的精细要求以及非凡的身体精确控制需要特

殊的身体行为—意识为根基,不是常人所能轻易

拥有的能力。人们必然会追问,常人就没有竞技

了吗? 常人尚未掌握技艺,何谈竞技? 即使有,

其活动也仅限于竞的意向,实无竞的行为,抑或

是此竞的对象仅仅局限于初级状态的肢体活动,

尚未进入体育文化范畴。

2.2 从技术角度分析,竞技化是构建富含技巧

的精湛技术体系的过程

竞技构建于技艺,技艺的演进历程规定着竞

技进化之途。竞技的体育运动技术体系充分体现

出体育的发展历程,从竞力到竞技、竞艺,再到

竞智。除竞力之外,竞技、竞艺、竞智等形式均

包含着需要系统的身体训练,不断提升对技术技

巧的掌控能力,在高敏度身体体验、全面深刻身

体认知作用下,形成完整的娴熟身体行为和富有

活力的身体创造等能力的技术体系构建过程。从

技术动作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简单的

动作衍生出繁杂的技术,其本身就是竞技化过

程。繁杂技术被不断磨练并凝练成精湛技术,更

是竞技化的结果。技术在使用中遇到效能不足

时,其内隐的竞争驱动力必然实施对技术的改造

与提升,渐成巧用力量、擅用方法、融会迁移的

身体行为,由此奠定体育竞技演进轨迹。西方体

育中球类运动率先演化为一种身体艺术,才有了

今日的辉煌。武术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瑰

宝,同样也受益于身体竞技技巧的固有基因与后

期的不断改造和完善。

民族传统体育是特定地域中不同人群主动运

用身体行为进行生命塑造的身体活动。民族传统

体育包含着丰富的肢体活动,这是民族传统体育

的身体物质基础和基本活动。而身体行为则是人

为地运用适宜能量代谢的专门技术体系,在合理

生命冲动中实施生命塑造的身体活动。人类体育

技术包含自然演进和人为改造两个环节,其中体

现人化自然的是人为技术改造,是竞技技术进

步、构建竞技化技术体系的重要环节。如果说竞

力阶段尚处于技术的自然演进,那么后续的竞

技、竞艺和竞智则属于人化自然的技术过程,这

是体育文化演进的脉络。能够代表民族传统体育

的内容是被人化后的身体行为,并构成民族传统

体育的结构主体。 《独异志》记载:裴旻舞剑

“走马如飞,左旋右抽” “掷剑入云,高数十丈,

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观

者数千人,无不悚栗。”可见其高超的武技水平,

这类技法流传至今成为竞技武术的器械抛接难度

动作,成为有历史渊源的技术结构。人化自然构

建起了人体精湛、精细、牢固的肌肉记忆,并能

够向身体记忆、集体记忆、生命记忆拓展,最终

结成更广泛、深刻的文化记忆。这些记忆链条实

现了体育文化的记忆传承。

2.3 从身体角度分析,竞技化标志着身体活动

向日臻精湛的身体行为转化

人类的活动大多经历了从本能、随意的 “肢
体活动”向人为、刻意的 “身体行为”的转化,

这是身体活动演进的必然过程,主要体现为身体

活动的技能状态日臻完善。当人们使用身体无法

满足各种需要时,便开始了自觉、主动地改进,

这种改进让身体机能更加富有效能。比如 “看”

可能视而不见,而 “观察”则会细致入微。“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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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比走快,但是 “竞速”的跑可是 “跑”的数

倍。人类瞬间时速最高可达44.722
 

km/h,长距

离跑速可达20
 

km/h,这类记录似乎远没有达到

极限。在这个过程中,在人的意识作用下,肢体

活动通过不断凝练精湛技术,逐步转化为具有较

强效能的专属身体行为。身体行为不是盲目、混

乱、无序的活动,它具有价值尺度、原则标准、

技术规格、目标方向。身体行为的凝练是对人的

自然能力的改善和提升,在摆脱自然能力束缚

中,使得人的身体趋向于完善,使人更富人性,

与自然更加和谐。从肢体活动衍生为身体行为,

尤其是身体机能不断精湛的过程,可以称之为身

体的竞技化。

竞技化依托于人的身体结构,身体结构决定

着不同人种的竞技及竞技化类型。黑种人和白种

人的骨盆结构呈现出前后径长,矢状运动能力突

出,黄种人则横向发展,在额状轴的运动能力具

备优势。相同的直线运动,不同人种的奔跑速度

差异明显;相同的曲线运动,灵活程度也是大相

径庭。以搏击运动为例,拳击热衷直线进攻,武

术还青睐迂回技法。不同的身体结构会让身体对

相同的身体活动产生不同的感敏性,在后续的肢

体活动中派生出不同的行为类型,进而在各类身

体机能的完善中表现出各异的身体自觉。人在演

进的历程中,不时地被 “化人”或 “人化”,其

目的都是完善、强化身体控制力,以达身体建

设,更好地 “为人”服务。因此,竞技化的身体

技能提升是身体的文化过程。文化过程更强调优

胜劣汰,竞技化的文化必然取代其他类型的文

化,犹如工业的身体技能取代狩猎技能。

2.4 从文化角度分析,竞技化是人类动态凝练

身体知识的过程

在人类知识体系中,身体知识是一种与人类

相伴始终的知识。身体知识的不断积累,使得人

类从具身经验中总结和归纳规律性的内容,一代

代积淀传递,逐渐形成建立在身体知识基础上的

知识。体育是人类身体知识积累的主要场域之

一。早期的身体知识多局限于自然本能,当其难

以满足身体欲望时,“我思故我在”“知行合一”

发挥综合效应,在身体创造的作用下,人类无限

的行为为意识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人类将身

体知识从身体本体向着身体、器物、制度、精神

延伸,逐步转化为系统的人为文化知识。因为,

尼采提出要通过身体活动认识世界万物,胡塞尔

主张用身体经验替代意识,皮亚杰认为动作是思

维的起点,其中 “梅洛-庞蒂认为,我们对于这

个世界的认识是以身体知觉为基础的。这种身体

知觉并非是一种对外在客体的内部反映,而是一

种现象体验。正是这种现象体验赋予了客体以意

义,使得我们的知觉世界变得丰富多彩。”[4]赋予

客体以意义就是形成知识的过程,人类的知识积

累须臾不可脱离动态的身体知识凝练和提取。反

之,这个过程使身体行为蕴含更为丰富的文化含

量和文明特质。日趋丰富、精深的身体知识不仅

增强了身体机能,提升了身体行为的文化品质,

而且延长、拓展了身体与外界的接触范围。眼

镜、望远镜、显微镜让人类看得更清、更远、更

细。工具的功能再强大,也无法摆脱身体的支

点,恰如电脑运算速度惊人,但人脑可以创造文

化,创造电脑。尤其是经过知识洗礼,脑技能得

到知识 “竞技”激发和历练,其效能是机器无法

企及的。对此,可以说身体知识是人类知识的不

竭源泉,也是人类知识实用化的表现。民族传统

体育很多内容从徒手逐步发展到身体与动物、器

物相随相连,实现了身体的延伸,造就了独特的

身体行为文化,表现为动态的身体符号[5]。武术

从起初的徒手,到折木为兵,木已为器,术已延

伸;马上运动由原野上信马由缰到赛道中扬鞭飞

驰,骑术已非骑马;龙舟由祭祀、运载到竞渡,

舟楫化作玩具。这种被埃利亚斯称为体育化的演

化实现了竞争手段的丰富,提高了人化的身体驾

驭能力,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民族传统体育的身体

知识体系,汇入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之中,

构成独特的东方文化知识。

卢元镇强调:“竞技运动是保持人类自身生

物优势、抵抗自身退化的重要手段,竞技运动连

接着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只有当人口由分

散的乡村集中到城市,社会为人们提供越来越多

的物质、能量、信息、闲暇时间的时候,社会的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达到一定程度,竞技才会以

较快的步伐进入社会生活。”[6]
 

文化人类学的这种

观点,揭示了分散状态下肢体活动缓慢演变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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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空间汇聚中得到了身体行为层面的甄别、熔

炼、升华。人类的城市化进程不可阻挡,城市熔

炉的 “温度”使得事项发生改变,一则去伪存

真,二则去粗取精。的确,在结构复杂的城市空

间中竞技化加速演变为富含文化成分的身体知

识。试看,习武人在城市空间中通过习练武术,

精确掌握技能,灵活应用技法,使武技成为习武

人在更广泛领域安身立命的本钱,教化着习练者

践行自强不息;通过对习武者施以武戒、武规、

武德、行规、民俗、世礼等致密的社会和文化规

训,有效地制约了攻击性,克服了在家庭、家族

环境中的任性,强化习武人德技双馨的自觉。这

种独特的竞技化不仅能够自我抗衡,更能有效地

实施相互抗衡,是一种源自于乡野,也适于邦畿

且在城市完善的身体知识延续的链条。可见,竞

技是连接时空的手段。当然,“竞技是生命必须

的经历,在生活中占据着特定的领域,并可以提

升人的幸福、自由和安全感,给予生命重要的文

化关怀。”[3]只要有生命存在的空间,就有竞技传

承,偏于一隅的朝鲜族秋千也会 “万里秋千习俗

同”遍布大江南北。其中,城市是文化集成空

间,更易于竞技化的身体文化传承;城市是文明

锻造场域,更易于竞技化的身体文化共享。太极

拳诞生于陈家沟、扬名于京城,龙舟源于水乡、

盛于京都,均是佐证。

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竞技化远非竞赛一维,

而是生生不息、多维交融的动态过程。

3 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传承分析

3.1 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传承的可能性

流传至今的优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是技精

艺纯的代际传递结果,即身体文化的优胜劣汰。

以武术拳种为例,先秦尚武造就了侠士阶层,魏

晋崇文使得武术 “击有术、舞有套、套有谱”。

在农耕文化中,武术的技术多为拳脚功夫;在游

牧文化中,武术的技术则呈弓马技能。太平盛世

时,拳种追求强身养生;杀伐攻战中,拳种渴望

克敌制胜。武举制使习武者扬眉吐气,禁武令让

习武者深思修行。外忧内患之际,武术是国家的

身体权力;国泰民安之时,武术是国家的身体资

本。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文化背景,让武术色

彩斑斓,源远流长[7]。这一切都与南拳北腿东枪

西棍、少林武当峨眉崆峒、太极八卦形意等传人

们的精湛技术密不可分。技高路宽,只有掌握了

竞技化的精湛技术,师父才能拥有传承的身体资

本,才有徒弟追随,形成超血缘的师徒传承关

系,进而融入符合逻辑的社会、文化、经济的资

本链条。在这种师徒关系的维系下,武术拳种得

到了有效传承,形成了武术特有的竞技化身体行

为传承体系。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个别的民族传统体育,由

于项目的技术精湛程度不足,虽然可以人人参

与,但难以达到人人精通,最终是人人疏远、人

人怠慢。比如,拉爬牛、抱石头、竹竿舞、拔河

等。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随意关注的事情,往

往会无情遗忘。而高跷、舞狮、龙舟、摔跤、马

术等则是需要长期关注和训练的内容,逐步形成

了习练者的身体记忆,这种记忆起码是一种个体

的行为习惯,正如蒙古族的男性都掌握着 “男儿

三艺”的习惯一样。一旦形成了行为习惯就不容

易遗忘,在一定程度上习惯是行为—意识高度融

合的表现。牢固、精湛的身体记忆易于准确地将

信息传递给更广泛的人群,演变为集体记忆。个

体项目需要相互切磋,集体项目更需要同伴和对

手掌握相同的技术,这是记忆拓展的重要途径之

一。具有娴熟精湛的技术体系和身体知识的武

术、舞龙、龙舟、赛马、摔跤等等,在节庆、仪

式的催化下,成 为 了 富 有 演 艺 功 能 的 演 艺 武

术[8],集体记忆形成了便于深入传承的文化记

忆,由此编制出一条印刻在人身体上的动态、鲜

活的文化记忆链条。这个链条虽然不易完全文本

化,但是比文字记忆的印记深刻、传播广泛、影

响深远,传承的可能性更大。毕竟,身体活动从

来没有拒绝过文盲。

3.2 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传承的可行性

民族传统体育的有效传承依托于身体行为,

身体技能必须上升为精湛技术,方能成为人体文

化的核心技术,被广泛认同和传承。如果将生活

故事比作肢体活动,那么由这些生活故事升华为

文学作品后,其名言隽语则相当于身体行为,前

者仅供大家听听看看,后者则成为民众世代相传

的核心知识财富。能凝结出核心要素的文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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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才具备了本真传承的可行性。从武术核心技

术体系构成角度看,可以看到各拳种的共性技

术,以及核心技术的身体行为表现都具有极强的

一致性:其一,对精深功法的追求,是所有拳种

绕不过去的核心基础;其二,对内外兼修的追

求,是各拳种力图达到的身心合一的最高境界;

其三,对技术技巧的磨练与雕琢,及所表现出来

的竞技化技法水平,是对所有拳种和习武人进行

评价的唯一标准。共性的核心技术是民族传统体

育延续的根本,竞技化的核心技术更是支撑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的技术骨架,是身体行为传承可行

性的根本。

与之相比,部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恰恰缺乏

对身体行为的刻意追求,以至于其技术状态难以

将肢体活动有效地转化为身体行为。比如各地域

普遍流传于孩提时代的,却难以成为民族传统体

育主要传承内容的抛嘎、蹴球等,由于没有精湛

的技术做支撑,随意性强,生活气息浓郁,始终

处于玩耍、游戏状态。而蹴鞠—毽子—毽球,骑

马—赛马—马术,角力—拔腰—摔跤等,正是将

随意的肢体活动有效地转化为专属的身体行为,

践行着技术的 竞 技 化,进 行 着 传 统 的 当 代 发

明[9],由此成为被民众普遍认同的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实现了身体文化的传承。核心技术的竞技

化不仅是一种凝练肢体活动的过程,更是一种对

身体行为进行规范、整合、改良的过程,在此过

程中身体行为与人体机能趋向吻合,更便于发挥

身体效能,有益于生命完善和质量提升。对生命

产生积极效应的文化事项必定具备强大的传承可

行性。

在现实中,人类始终无法摆脱英雄崇拜。英

雄实际上代表着一种超乎常人的能力,如果深究

英雄的内在含义,很容易发现英雄愈发蕴含着资

本、权力、地位等元素,这些元素令人向往、迷

恋和崇拜。体育是常人可及的铸造英雄之域,只

要具有一定的身体素质,加上悟性和勤奋,达到

相应的竞技状态,就能成为人人顶礼膜拜的英

雄。刘翔、姚明是竞技的化身,更是英雄的代

表。民族传统体育在传承中实际上就是英雄崇拜

心态下的竞技化行为传递,蒙古人男儿三艺的佼

佼者是民族的英雄,民众纷纷效仿膜拜。武术流

派中的传人,是拳种的强者,徒弟的偶像,民众

的英雄。曾有孙禄堂、霍元甲、万籁声、蔡龙云

等英名感召,为武术拳种留下了无穷的资源。今

有李小龙、李连杰引发了文化盛典般的武术热。

英雄拥有超人的能力,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

是精湛的技能、高尚的品德,这是身体文化传承

的强大、永恒的能量。看似寻常的竞技英雄崇拜

是一种富含生命动感的身体祟拜,具有凝聚正向

能量、传播优秀文化的价值,符合弘扬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精神的现实追求。因此,竞技崇拜是民

族传统体育传承可行性的基本保障。

3.3 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传承的现实性

民族传统体育在文化异常丰富的当代社会,

欲求传承,必须是去伪存真、优中择精。在知识

更新率极高、异质文化渗透至深的时代,主动择

优求存显得更加残酷,稍有不慎便会导致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覆灭。择之 “优”者必须是民族传统

体育中的核心技术、核心理论,并将这些核心成

分进行竞技化体系构建,使得民族传统体育形成

技术—理论自成一家的系统。以武术为例,武术

的拳种流派众多、富含文化理性、兼容多元功

能,为三足鼎立的技术—理论—功能体系,这是

保障武术生存的基本结构。其中,最为关键环节

的是拳种流派之精湛的技术结构。以长拳、太极

拳、南拳、竞技武术为先导,高度重视对核心技

术的凝练与提高,不断在创新中向前推进,精湛

技术成为武术三足体系中的身体支柱,以此确保

着武术文化的竞技化传承,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

现实。构建在精湛技术基础上的身体行为不仅能

够决定项目的生存,更能赢得社会的认同,成为

民族精神资源。类似的案例,如摔跤从唯力至上

的推搡、绊拉发展到力求精湛巧妙的合、捞、

踢、躺、靠、蹩、掏、耙、勾、豁、揣、别、

踢、叉、涮、拧、拄、撴、错、披等技术体系,

发挥着对项目强劲的推动、维持作用。精湛技术

有利于强化身体控制能力,有利于强化习练者的

生命意识和抗衡精神。在民族传统体育中,精湛

的技术较量对凝练、体认、培养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的民族意识和精神更具有鲜活、生动、积极

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任何文化事项都扎根于现实,脱离现实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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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必将是无本之木,难以为继。现代性引发的消

费理念,使得现代人更追求高品质、高水准的文

化事项。日常生活中,民众挑剔地选择高品质的

衣食住行,精益求精和品牌意识是社会和文化进

步的必然。现阶段,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使

命,须首先由掌握竞技化技能的精英们来承担,

他们是民族传统体育的引领者、传播者;而非依

托于人人参与的模式和众多的项目人口,大量的

民众不是民族传统体育的传人,而是其受益者和

享用者。只要精英有了机会和平台,就能够使

“原版”本真地实现民族传统体育的有效传播和

有效传承。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兰州缠海鞭杆的

传人王建中在获得甘肃省级非遗传人后,其竞技

化的鞭杆技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承,与未获得

该称号之前形成鲜明的对照。由于国家赋予的社

会地位,武术大师蔡龙云、太极名师李德印等武

术先贤得益于高校专业教师身份、以德技双馨搭

建起武术教育灯塔,追随者芸芸,受教学生遍布

各地,传授拳种日益壮大,这是不容轻视的客观

现实,也是民族传统体育共性的传承方式。

反观民族传统体育的部分项目,因体系欠完

整、技术欠变革、内容欠创新、形式欠时尚、初

衷欠针对、目的欠高远等内因而裹足不前。在科

技推动的日新月异的时代,没有变革、没有精细

技能就会很快失去生存空间,抢花炮、上刀山、

锅庄舞、阿细跳月、顶杠子、摆手舞依然停留在

祭祀和民俗层次,将难以广泛传播和传承。秋千

迎合宫廷,自称千秋,加上越发精致、高超的竞

技化技术,使自身得以传承延续。风筝、龙舟、

摔跤、射箭等项目借助新材料、新工艺对原有技

术进行优化细化,在竞技化革新中迎来了新生。

竞技属性中人之自然性是自身的生命有机体

机能流露[10],文化性是自我身体的社会文化表

达,两者均源自于主客合一的身体,缘于人的自

然化和自然的人化的对立统一。当人的身体将自

然化和人化进行对接,使 “人为”意向与 “为
人”目标吻合,身体所表现出来的技术、技能呈

现游刃有余、运用自如的竞技状态,不断地身体

竞技化建设成为实实在在的身体文化核心后,竞

技化身体建设因此具备了牢固的现实性基础。从

太极拳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案例中可以

清晰地看到,务实的太极拳有效地助力于人类健

康,蕴含极强的现实性。从身体建设的角度来

看,当下人类已经步入到高度关注身体的历史阶

段,民族传统体育的身体建设凸显着中华民族文

化智慧。应该准确深刻理解 “无为而为”的真实

含义,避免忽视、歪曲技术竞技性的倾向,对民

族传统体育进行更为积极主动的专门的竞技化身

体建设。技是 “无为”空杯,却是盛水的 “有
为”之皿,无技则无杯,如何有为? 很现实的

是,要主动去拥有精湛技能的 “无为”空杯,才

能有更强的竞技、传承之 “有为”。身体建设是

精细化、专业化的建设工程,特别是人类面临前

所未有的健康问题,无论是人类绿色发展,还是

人性完善,都有赖于竞技化这种精准的身体建设

手段。唯有建立在人以及人的身体基础上的优秀

精湛的民族文化演进与升华,切实推动适于国人

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才能具有积极的现实价

值。武术从身体武器到身体玩具,至今又衍生为

服务于人的生命塑造,日渐成为国人身心兼修、
难以替代的重要手段,表现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

客观存在的现实性,以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演进

的规律性。面对参差不齐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

客观现实,应以武术发展为参照,补齐部分民族

传统体育竞技化身体建设的短板,完善精确身体

建设的链条,充实优秀的文化资本。

4 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存在肢体活动—身体行为、随

意动作—精湛技艺、肌肉记忆—文化记忆、身体

资本—文化资本几个彼此交织、相互融合的链

条,这种由多维链条拧成的强劲竞技化链条才能

有效地实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民族传统体育的

竞技化传承不仅关乎其自身的生存,更关乎民族

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弘扬。民族传统体育的身体行

为承载、蕴含、创造着中华民族精神,只有通过

竞技化身体行为,才能真正凝练、践行、弘扬民

族精神,使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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