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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武术是我国特有的传统体育项目之一，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瑰丽珍宝，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
群众基础，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劳动生活与斗争中逐步积累和发展起来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武术的内
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风格独特，既有增强体质、防身自卫、锻炼意志、陶冶性情等功能，又对活
跃文化生活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武术成为最广泛、最普及的运动项目之一，得到了蓬勃而健
康的发展。同时，通过国际体育交往，我国武术已开始流行世界，逐步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武术
运动可以分为功法、套路、格斗三种形式。就武术的本质属性来说，展示攻防技能的格斗运动是武术
运动三种形式的核心。格斗运动又包含器械格斗、徒手格斗、徒手与器械格斗三类。徒手格斗古称相
搏、手搏、白打、手战等。作者对武术套路与散打技战术教学、训练基础的最新理念和实践进行深刻
总结，并以“针对性、实用性强”为主旨撰写了本书。本书力求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图文并茂，融
科学性、趣味性于一体。武术套路是以技击动作为素材，根据攻守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等矛盾
运动的变化规律编成的整套练习形式，也称为“套路运动”。一般认为套路运动是技击的高度提炼和
艺术再现，它来源于技击，又高于技击，是武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它之所以是武术的最高表现形式，
就在于它来自技击，而又进一步规律化、艺术化了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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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武术套路·散打技法》是笔者通过教学与训练实践，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武术套路和散打发展历史、
基本技术及战术的进一步归纳、演绎的总结。武术套路是以技击动作为素材，根据攻守进退、动静疾
徐、刚柔虚实等矛盾运动的变化规律变成的整套练习形式。散打亦称散手，是现代武术运动项目中的
对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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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武术套路运动第一节 武术套路运动基本技术发展概况一、武术套路的萌芽阶段中国武
术套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人类的生产劳动中。在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低下，庞大而凶猛的
野兽对原始人类的生存是一个主要的威胁。狩猎，是原始人类为了生存所必需的活动。一个猎手同时
也是战士，战斗时的武器也就是狩猎的工具。严酷的生活条件迫使人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并在集体劳动过程中及部落战争中发展了徒手或简单武器的攻防格斗技能，如拳打脚踢、躲闪、跳
跃、摔跌等，这就是拳术的萌芽。劈、砍、扎、刺、撩则是武术长短器械使用方法的萌芽。综上可见
，武术套路起源于生产劳动。在原始时代，“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在严酷的生存
条件下，原始人类依靠本能的反抗能力，依靠群体的力量与自然界搏斗。在狩猎过程中，原始人不仅
创制了大量的生产工具（同时又是武器），如石锤、石刀、石尖嘴凿、骨器、木棍等，而且在与禽兽
的斗争中，学会了奔跑、跳跃、闪躲、滚翻、拳打、脚踢，以及运用石器、木棒劈、砍、刺等技能。
这些原始形态的攻防技能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击刺的技巧、攻防的姿势与动作，并产
生了自觉运用这些技巧的观念，这就是最原始的武术套路萌芽。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形成了单个的及简
单的基本动作组合，并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得到继承和发展。二、武术套路的初级阶段武术的套路运
动作为人为的艺术，它的产生和发展必定受到人类的制约或推动。人们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维持生命）以后，接下来的便是心理需要。心理需要的满足也就是人们各种情趣的满足，这种情趣不
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武术套路运动作为一种艺术要想持续不断地发展下
去，也势必要随人们审美情趣的改变而改变，这是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规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兵器的改进，武术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夏、商、周时期，原始公社解体，私有制产生，
进入了奴隶社会。在这一时期，武术不仅是为了维护生存的需要而存在，而且开始成为人们有目的、
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兵器的改进，武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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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武术套路·散打技法》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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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够好看，不怎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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