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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又被称为“武功”“技
击”“武戏”“武艺”等，我国东南部地区习惯称之为“功
夫”，是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秀文化遗产。

武有七德武有七德

武术发源于军事战争，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有
“武”字，其字形为上戈下止（脚）。

“武”字从“止”从“戈”，“止”为人的足部之象形，
“戈”为当时最常见之兵器，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指出，
“武”字其“本义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
行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武器也”。

甲骨文中表达军事征伐示威之“武”，在进入西周
之后被迅速赋予“德”的内涵，成为周代礼乐制度的重
要内容，并且延续千年不衰，成为中国军事思想和中
华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 597 年，晋楚展开“邲之
战”，楚军获胜，楚庄王在战后并未因此得意忘形，他
将“武”之含义解释为“止戈为武”，即能够停止战争才
是真正的“武”。这种观念可以说吸收了《诗经》中歌
颂周武王用武功平定天下、恢复和平的诗篇所宣扬的
内容，亦继承了《尚书》中“明德慎罚”“义刑义杀”的理
念，并且影响到后世“刑期无刑”“杀以止杀”“战以止
战”之观念，也由此开始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又勇于
捍卫正义的精神品质塑造之路。除此之外，楚庄王还
提出了“武有七德”的观念，即：“禁暴”“戢兵”“保大”

“定功”“安民”“和乐”“丰财”。如果我们略作引申，则
楚庄王所说的“武之七德”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制止暴
力、消灭战争、施行德政、传承功业、安定人民、团结友
邦、充盈财富。这些内容同样依据的是《诗经》中歌颂
周文王和周武王伐纣建周功绩的诗篇所传递的主题。
在 2600多年前，我国先民就已具有了这样的政治理
想，并在之后反复强调，还将这一理想制度化为帝王
之谥号，以提醒和告诫后世的执政者——《逸周书·谥
法解》中记载，“武”这一谥号所代表的内容为“刚强直
理”“威强叡德”“克定祸乱”“刑民克服”“大志多穷”，
前四者都是在强调武功的同时，也强调要坚守正义、
忠恕、美德和法则，而最后一条则是对后世的警告：不
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不加节制的“武”不仅会令人
困穷，更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楚庄王提出的

“武之七德”，不仅包含了悲天悯人、天命所归的和平
理想，而且还具有追求德政的政治理念，更强调安居
乐业、增加财富的现实意义，一个立体的“武德”观念
从此树立起来，并且被代代传承、不断丰富，成为中华
武术的道德核心。

兼容并包兼容并包

如果说“武德”是中国武术历史传承的精神内核，
那么中国武术得以生生不息的源泉与动力就是“兼容
并包”和“求真务实”。

在明代东南沿海的抗倭战争中，明朝曾从广西调

遣壮族“狼兵”参与抗倭，其中一支“狼兵”由田州土官
岑猛的妻子瓦氏夫人率领，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瓦氏
夫人所率领的“狼兵”有所谓的“岑家兵法”，擅长小队
作战。杭州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副教授李吉远认
为，在抗倭战争中起到决定作用的戚继光的“鸳鸯阵”，
当年可能就借鉴过“岑家兵法”。瓦氏夫人擅使双刀，
并将刀法传授给了项元池，项元池又将双刀法传授给
吴殳，吴殳 在他的武学名著《手臂录》中作《双刀歌》以
记录此事，他还将自己从河北“渔阳老人”处学得的剑
法融入瓦氏双刀法，并且将瓦氏双刀法进一步演化为
枪法。正是吴殳的学习与改造，使得广西壮族的武术
与中原武术互相交流融合，形成了新的武术招式与技
术理念。

除此之外，据暨南大学中外关系所教授马明达在
《历史上中、日、朝剑刀武艺交流考》一文中的研究，戚
继光在抗倭战争中发现倭寇刀法凌厉，于是他在所获
日本刀法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著成《辛酉刀法》，以此
教练士卒对抗敌人。后来，程宗猷和吴殳都钻研日本
刀法，并将心得记录在各自的著作中。这种双手刀法
在中国一直流传不辍，到清末民国时期，一派由河北
黄林彪传给马凤图，马凤图曾将该刀法改编成“破锋
八刀”，作为当时军人的大刀教材得到推广；另一派由
吴桥谢德恒兄弟传给刘玉春等人。1928年“中央国术
馆”成立，马凤图传人马英图和刘玉春传人郭长生将
各自所传加以整合，称之为“二趟苗刀”。今天所谓的

“苗刀”即源流于此。
另外，马明达教授在《燕山常巴巴轶事辑述》一文

中指出，西北地区以天启棍和八门拳为主的传统武术
体系，很可能都源自一位名叫常燕山的回族民间武术
家。马明达指出：“他在传授武术时，打破民族壁垒，
一开始就注意协调好不同民族拳家之间的关系，从而
为以后的和睦相处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与瓦氏夫人
参与抗倭并传授双刀法的历史故事有着相似的积极意
义。历史上中国武术兼容并包的特点，有利于在自身
发展过程中取长补短、开拓创新。

中国武术之所以能够做到“兼容并包”，与其一贯
的“求真务实”追求是密不可分的。为什么瓦氏双刀、
岑家兵法甚至日本刀法等能够被古代武术家借鉴，就
是因为它们都经过实践，曾经被证明是有效果的武艺
技巧。可以说，“兼容并包”本身也是“求真务实”的一
种体现。

魏文帝曹丕在谈到射箭时曾说，设好靶子去射，远
比不上打猎射。他与将军邓展比剑，虚虚实实，四次
取胜，然后对邓展说“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
也”，这都表现出曹丕在武术上强调实践、求真务实的
特点。戚继光出于军队战争要求，坚决杜绝任何不实
用的武术招式，他在《纪效新书》中曾明确提出：“凡比
试武艺，务要俱照示学习实敌本事真可对搏打者，不
许仍学习花枪等法，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体育
史学家唐豪在《内家拳自序》中也说：“古之拳家，以花
法套数惑世，戚南塘三百年前，已慨乎言之。”可见，

“求真务实”一直是中国武术的重要追求，尽管历史上

“花枪”“花法套数”层出不穷，但是江湖骗术从来不能
遮挡真正武术家和学者的火眼金睛。

武术是以格斗为目的的，因此必须具备对抗功能，
也只有在对抗中才能展现出武术的最大魅力。中国武
术历史悠久、流派众多，如何才能建构起一套让大家
共同认可的标准呢？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武术家从
来没有放弃武术的对抗性和实战性。如果我们能够继
续秉承“兼容并包”“求真务实”的原则，进一步吸纳世
界上其他武术在技法和规则上的特长，融合自己的传
统与特点，传承中国武术的精神内涵，真正保持中国
武术的格斗本质，是能够让中国武术在自己的道路上
阔步前行的。

文武兼备文武兼备

宋代学者洪迈曾经指出：“三代而上，文武不分。
春秋列国，军将皆命卿，处则执政，出则将兵。”验之先
秦文献，此说良是。《周礼》中记载“保氏”之官负责教育
当时的贵族子弟，其中重要的教育内容就是“六艺”，即

“礼”“乐”“射”“驭”“书”“数”。六艺中的“礼”“乐”，乃
礼仪规范；“书”“数”，是文化知识；“射”“驭”，则为军事
才能，也就是“射箭”和“驾驭马车”两种“武艺”。当古
人形容一个人“驾驶”技术高超的时候，会说“执辔如
组，两骖如舞”“四牡騑騑，六辔如琴”，形容一个人“射
箭”技术高超的时候，会说“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
臧兮”，这都是将“武艺”与人的风度紧密联系到一起。

《礼记·射义》中说“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
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
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这是将“武艺”的技巧提
升到德行与礼法层面。

在《孟子》中，记载孟子与其弟子公孙丑讨论如何
才能做到“不动心”（即意志勇敢坚定）。孟子举出北
宫黝、孟施舍和曾子三种培养勇气的方式。后人推
测，北宫黝大概是一位武士，其培养勇气的方式在于

“争胜”；孟施舍可能是一位将领，其培养勇气的方式
在于“不惧”；曾子是孔子的弟子，他继承了孔子培养
勇气的方式，即“守义”：如果心中觉得不义，那么即使
是面对一个毫无战斗力之人，他也会畏缩；如果心里
觉得符合正义，那么“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认为
北宫黝和孟施舍都不如曾子的方法得其要领。然后，
孟子又提出自己的方法，即“养吾浩然之气”。此“浩
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
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的“浩然
之气”是与“义”相合而从内心中产生，正其心，诚其
意，合于义，反求诸己，以心持志，则无疑无惧，浩然无
敌。虽然孟子讨论的是人的意志问题，但是他借助武
士、将领和儒者“养勇”的不同方式展开论述，将“武
勇”的外在功夫转化为“养气”和“正心”的内在精神修
炼，塑造的是中华民族一直秉持的刚烈的浩然之气，
也深刻影响了历史长河中武术内外兼修之品格。

（作者：吴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副教
授。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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