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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哲学的视角来阐释武术的内涵与形式,并结合对李小龙宗师的截拳道理论思想微不足道的认知,以中国哲学为基础并结合中国古

典哲学进行研究与分析,如道家、儒家、释家等。主要研究哲学的内涵是否与武术的内涵与形式相通,哲理性的思维来认识武术,谈及武术影响

到各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武术原始起源于为生存与猛兽残斗、劳动生产、古代军事活动的演变、民族风俗习惯的演变、满足文

体娱乐的需要、纪念祖先或民族英雄等方面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后期主要作用于军事战斗。由李小龙先哲的结合创新,武术成为一种哲学思想,

而不是单纯外在形式的表象,并做到了不受种族、肤色、世界的限制,让全世界接受了武术。 

[关键词] 武术；哲学；截拳道 

 

我国的哲学是以灿烂多支的形式展现,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盛况的体

现,多以道家、儒家、名家、纵横家等思想家,而这些思想家涵盖的时中国

多年只会的结晶。武术则也是多年的积累沉淀产生的运动,它曾面临多次

冲击,但依靠它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存活了下来。武术与哲学的结合是前辈

们是通过比武切磋的经验、人生经历的总结以及思想的融会贯通等智慧,

才有今天武术与哲学的交融,使其人们初步表达武术、哲学与人生之间的

联系,坚持自身观点,确立人生的奋斗目标。 

1 武术的内涵 

武术。何为武术？是表演？是养生？还是竞技格斗？人们的参差不一,

以上的概念都正确,只是没有达到种属全面的归类,从拳理技法上看,“武

术”包括内家和外家,明清时期,内家拳只是一个拳种,外家拳主要指大成

的少林拳；后期发展成为“凡主与博人”的拳术统称为“外家拳”,讲家

“以静制动”的拳术统称内家拳,把八卦、形意、太极归为内家拳。一个

武术动作,一个散手技击方式等,这些都只是形外露。我们要把握住的,是

“由套路见招拆招而散打”这个内涵的玄机,最本质的东西也就得心应手

了,也就明白了武术所要表达的实质性东西。武术的传统套路形式、武术

的搏击技法形式、武术的基本肢体形式以及我无数与舞蹈的结合、武术与

艺术的结合、武术与戏曲的结合和武术与影视的结合等等,这些方面所涉

及的,即使都同有“武术”二字,但内在的意义并不完全等同,部分并不是

作为体育项目的武术。 

2 哲学的内涵 

哲学。哲学的本体是人。哲学思考源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哲学

就是人类本身的自我生活的真实写照。想得到向往的生活就必须寻找一个

关照生活的超越的和无限的视点,这一视点就是哲学的智慧。如果把哲学

看作一门学科,那么它显然是与经济学、心理学和文学等人文社会学科有

区别的。哲学与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区别则更为显著。它们各有自己研究的

对象、自己研究的问题和自己研究的方法,即它们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

可以说它是一个能让人变聪明的学问。什么是哲学？是哲理？还是深不可

测的思想？人们的观点也都不同。不如说人生是一个圆,一个阶层都是圆

外之圆,形成了一个环,在以学习、交流及成长的方式层层递进,逐步去构

建个人的价值体系逐步趋探索人生才存在的意义。 

3 武术与哲学 

有些人认为,武术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首先,在与道家的

关系,道家老子讲求阴阳,阴代表阴柔、黑暗、消极、女性、月亮、潮湿等

物体和现象；阳代表的是刚劲、光明、积极、男性、太阳、干燥等物体和

现象。阴阳调和,取的是中庸之道,阴缺不了阳,阳缺不了阴,缺一不可,武

术也讲究刚柔并济,柔中带刚,刚中带柔。所谓柔缺刚,那是攻无不克；所

谓刚缺柔,那是浪费力气。 

4 结束语 

武术内部存在着非常深的奥义,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意义,它有着

的一拳一脚表现的不仅仅是力量上的象征,而是存在着千变万换的哲学

思。还没学习武术之前,一拳只是一拳,一脚只是一脚；学习武术之后,

一拳不再是一拳,一脚不再是一脚；顿悟、领悟之后,一拳还是一拳,一

脚还是一脚。武术的实质其实就是一个寻找真我的过程,有些事物,光是

知道是不够的,必须加以运用。李小龙说过：“光是希望是不够的,必须

非做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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