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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武术与中医融合对传统武术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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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对武医融合的历史溯源进行文献综述，总结武医融合的当代价值：注重以人为本，治

未病，提高身体健康水平；更好地促进传统武术与中医的发展；为全民健身贡献力量；提升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就武医融合视角下传统武术发展提出以下路径：渗透武术思政教育；武术传承注重哲理并重，打练结合；重武医复合

型人才的培养；充分发挥传统武术在全民健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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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sour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medicine and medicine, and summarize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medicine and medicine: 

Focusing on people-oriented, preventing diseases,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physical health;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Kungfu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ntribute to national fitness; Enhanc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Build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path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Kungf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Kungfu and medicine: Infiltra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Kungfu; The 

inheritance of Kungfu pays attention to both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The cultivation of compound talents of military medicine;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Kungfu in national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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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武术和中医同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两者在共同

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武医同根同源、共生共融，在武医融合过程中，传统武术

发挥了其独特的魅力与作用，其中有很多理论与实践经验

可以借鉴到现代传统武术发展中，使传统武术更好的传承

与发展。“学好、练好、用好、传好”传统武术，在时代

潮流下将本真的精华的武术传承下去，更好为中华民族的

发展贡献武术力量。 

1 武医融合的概念梳理及文献回顾 

1.1 武医融合概念 

目前为止，对于武医融合仍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丁

省伟、范铜钢
[1]
（2004）从实践来说武医融合指的是以医

学为思路和指导，以武术运动的方式和手段，，使用有针

对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运动来促进人体健康，这种运动

既可以按照现代医学运动处方的形式进行也可以在传统中

医理论指导下进行。冯振伟，张瑞林，韩磊磊，王先亮
[2]

（2018）韩金勇，何佳莉，马欢洪
[3]
（2019）将武医融合

作为传统武术和中医融合的简称，裴婉莹，崔景辉
[4]
（2021）

认为武医结合概念不明确，认识欠缺，目前大多数的武术

专业课教师和学生从根本上未树立武医结合的概念和相

关理论，没有清晰的认识到武医本为一体，对武医结合概

念偏颇不利于武医结合教学模式的开展。 

通过知网知识元搜索融合意为相联结的个体相互转化，

性质越来越接近，默契程度更高。武医融合虽没有一个标准

的概念，但是却有很久的历史，武医融合，既相互融合，渗

透，又各自丰富与发展，为中国的发展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1.2 武医融合历史溯源的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武医融合的历史溯源主要有：武医同根同源，

有共同的哲学基础，技法互补互利，人才亦武亦医。 

1.2.1 武医同根同源 

郭凌宇
[5]
（2004）从武术与中医各自的起源得出武术

与中医都是远古人在与大自然经历过长期的斗争之后不

断地总结发展而来；冯振伟，张瑞林，韩磊磊，王先亮
[2]

（2018）韩金勇，何佳莉，马欢洪
[3]
（2020）张耀红，侯

乐荣
[8]
（2016）总结到华武术与中医学同根于中华传统文

化，传统武术与中医同起于《周易》，武术和中医阴阳五

行、道家哲学等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 

1.2.2 哲学理论相同 

《中医基础理论》总结到中医的哲学基础包括：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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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中国武术百科全书》中提

及传统武术与医学有着共同的理论渊源，相互融合、相互

渗透的同时共同丰富、发展，最终都行成了以整体观、阴

阳学说、五行学哲学为基础的文化。韩金勇，何佳莉，马

欢洪
[3]
（2020），郭凌宇

[5]
（2004）也认为传统武术与中

医哲学方法论基础相同。 

1.2.3 技法互补互利 

《中国武术百科全书》中总结到武术与中医伤科历史

渊源深厚，战争和武术家练功，使得中医伤科发展很快，

武术的一些功法使得中医伤科更加的丰富。武术在中医理

论的指导下，可以更好的运用于养生和技击。《中国骨科

技术发展史》中提到“下甲人”习武与正骨治伤相结合，

是技击家也是伤科医生。冯振伟，张瑞林，韩磊磊，王先

亮
[2]
（2018）指出武医技法协同互利、共生共进，传统武

术看重以内为纲，修身养性，刚柔并济、阴阳平衡；中医

诊断将病因分为阴和阳，讲究五脏搭配五行对症治疗。郭

凌宇
[5]
（2004）发现中医治疗的效果可以通过武术的功力

来提高，武术习练者学习中医理论可以将自身深厚的功力

运用到治病中去，从而使作用发挥得更好。韩金勇，何佳

莉，马欢洪
[3]
（2020）总结道传统武术在发力、套路上的

规律和系统性可以与中医技法互助，进而提高诊疗的精准

度。最终中医物理治疗手段也因为将传统武术发力运用于

推拿、正骨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1.2.4 人才亦医亦武 

《中国武术百科全书》说道武术与中医伤科的紧密结

合，促进了武术、气功与的结合，最后也培养了一批武功、

文功、药功、手功集一身的文武兼备的全能专业人才，形

成了一批集气功、拳械、伤科技术还兼有专著的少林派、

武当派、峨嵋派、昆仑派、茅山派武医体系。据记载，中

华民族历史上有很多善医兼善武的名家，例如著名的武术

家王子平、郑怀贤、万籁声等都是伤科专家。现在海外有

很多武术馆长都同时兼的跌打医生的职位；国内外习武兼

习医者也不乏其人。冯振伟，张瑞林，韩磊磊，王先亮
[2]

（2018）总结道从古至今，有很多著名的武术家同时也是

著名的中医家，做到了传统武术与中医的融会贯通，注重

身心的修炼，讲究整体观的把握。 

2 武医融合的当代价值研究 

2.1 注重以人为本，治未病，提高身体健康水平 

传统武术与中医都讲究以人为本、注重人的身体健康，

注重人体身心合一，讲究身体与心理合二为一，讲究“治

未病”，注重通过呼吸调节，意念调节结合动作，以达到

调节脏器、气血、疏通经络、平衡身心、防治疾病达到治

未病的目标，或者通过以中医理论为基础，传统武术为手

段的方法，防止疾病的进一步发生，贯穿整个生命周期。 

2.2 更好地促进传统武术与中医的发展 

武医同根同源、互补互利，在武医溯源过程中发现虽

然后期两家都有了独立的体系，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传统

武术与中医武术理论融合、技术融合，人才融合，各取所

长，实现武术与中医的互补，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现代

武医融合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助力下，可以更好的促进传统

武术与中医彼此的发展，更有利于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2.3 为全民健身贡献力量 

武医同源历史上，武术不仅因其独特的技术与文化价

值被大众熟知，也因武医融合赋予了很多有益身心健康的

作用。太极、八段锦、五禽戏等拳术受到大众的一致好评，

益气养肺、强身健体、疏通经络等功能深受中老年人群的

喜爱，同时节奏较快的拳种也深受青少年所喜爱，无论从

功能还是形式上看都努力为全民健身贡献着武医力量。 

2.4 提升文化自信 

传统武术与中医都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武术作为

“东方人体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鲜明代表，在历

经千年的积累和沉淀下，以一种特殊的身体文化留存下来，

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哲学与智慧，中医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

医学，内容丰富，治疗范围广，随着中华民族的变迁形成

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武医融合同根同源，蕴含

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包涵了中华民族数代人的心血，如今

站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武医融合是对我们国家、我们民族

拥有的生存方式和价值体系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

命力、创造力、影响力的坚定信念，关乎民族精神状态和

社会精神风貌，关乎国家发展进步的动力与活力。随着全

球化的不断深化，尤其是面对近代以来西方中心文化霸权

扩张长期占据人类历史和世界秩序中心位置的现实境遇，

中国需要更加注重以文化自信为前提和引导的文化软实

力建设，需要更加积极展现具有主体性的文化形态和价值

理念。武医融合可以提升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增添强大精神动力。 

2.5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自

觉认同。习近平总书记说道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

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文化自信的基础是文化认同。传统

武术与中医是中华各民族文化共同的结晶，发扬和传承传统

武术与中医这个结晶，有利于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

的认同。武医融合在融入和推进中华文化的建设中得到了升

华，不仅使得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传统武术和中医文化得以保

护传承和发展，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力量。 

3 武医融合视角下传统武术发展路径研究 

3.1 渗透武术思政教育 

“未曾学艺先识礼，未曾习武先明德。”“武以德立”，

“德为艺先”。武医融合的传承过程中特别注重武德，把

德行放在首要位置。因此，无论是在过去或是未来，武术

的传承与发展中都却少不了武德的教育。武德包含着很多

中国的文化礼节与礼仪，武术的发展过程中也有很多关于

个人意志品质、中华美德的故事。在武术教育过程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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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政教育，提升武德影响力，提升文化自信，民族自信。

第一，明确武术育人目标，“以德育人”，培养适应现代中

国需要的武术接班人；第二，合理利用线上线下资源，中

国大学生慕课、学习强国等途径都可以学习武术文化，很

多武术名家也都有很多他们与无数的故事，要合理利用资

源进行思政学习。第三，在武术教学中融入武术思政的内

容，武术在学校与训练队教学中，也可以由学生主动去收

集、挖掘关于武术相关的人物故事、动作文化内涵等，以

课前 3分钟演讲或者视频播放等形式进行学习与传播。第四，

可以将武术习练者分成小组，进行武术武德相关视频的拍摄，

既加深了武术人自身的印象，同时对武德进行宣传。 

3.2 武术传承注重哲理并重，打练结合 

“中国之拳术，虽派别繁多，要知皆寓有哲理之技术。”

是著名武术家杨澄浦在《太极拳之练习谈》提出来的。武

术及修身健体于一体，武术对人的影响不应该只停留在强

健体魄，养生等层面，更在与人的心的修炼。对“道”的

探索是传统武术与中医两者追求的最高境界，注重对生命

的感悟，“道”的探索就是对生命的感悟。“内求”是传统

武术与中医共同的特点，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

武术和中医这两种优秀的传统文化深刻的表明了中华传

统文化的精髓。而学拳不学理，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并未参透武术动作之奥秘，也终不得法。而中国传统哲学

蕴含着丰富的哲学道理，可以在习练基础上，探索其哲学

价值，可以更好的修身、修心。 

中国传统武术最初运用与战争等实战情境中，武术套

路，动作，招式中含有丰富的实战内涵与实用价值，在习

练过程中将武术技术动作的习练与技击原理讲解、实战练

习相结合，不仅可以提高习练者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充实

自身对于武术动作的理解，更好地提高动作质量及演练水

平，还可以提高自身的攻防技击与反应能力，而且将武术

动作进行运用，修身与修心相结合，可以提升武术的习练

价值，将武术的文化价值更好的体现出来。在当代，可以

学习散打、跆拳道、搏击等利用沙袋、木桩等介质，使用

单练、对练等形式，注重点到为止地进行武术技击练习。 

3.3 注重武医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武术人才培养上，武医融合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武

术有很多功法可以与中医结合帮助人们治未病或者改善

某一方面的能力，武医融合渊源深厚，在其融合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丰富的内容体系，为现代运动健康的发展提供了丰富

的理论基础，是极具中国特色和智慧的健康促进方式，是非

医疗干预手段与现代体医融合和一种特殊形式，也是典型代

表。武医融合的发展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导引养生功、

八段锦、五禽戏等，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医术内容，武术与中

医同根同源，武术人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学习中医知识，例

如穴位、伤科推拿、正骨疗法等。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3.4 充分发挥传统武术在全民健身的作用 

武医融合的历史溯源可以看到，武术在中医理论基础

上，根据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创编了很多拳法，例如华佗

创编的五禽戏、还有诸如太极、八段锦、五行拳、八卦掌

等一系列传统武术，对五脏六腑、阴阳平衡都有很大的作

用。第一,注重身心的修炼，在练习过程中，多进行基本

动作的练习，更好的促进气息的配合，以达到调息、静心

的目的，促进身心合一。第二，可以根据不同的人群、时

令特点推广不同的拳种，以达到促进全民健身的作用，第

三，可以依据中医理论，结合不同拳术的习练特点、发力

特点、习练功能等，形成不同的武术处方，形成私人定制，

以更好的帮助习练人群达到治未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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