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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健身技理及其科学基础》

前言

在姜娟博士的学位论文《太极拳健身技理及其科学基础》即将付梓发表之际，她邀我写个序，我当然
很高兴应允了。姜娟是我第一次带教的博士生中的一位，当时太极拳和竞技武术是我研究领域的两翼
，太极拳文化始终是我关注的课题，而太极拳的健身技理又是太极拳文化的重要内容，于是探索这些
技理的科学性的任务就这样落在了姜娟的肩上，成为她进行研究的切人点。回想我指导她进行研究的
过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年“非典”肆虐，姜娟不顾安危深入到太极拳的故乡河南陈家沟调查，
又北上进京，她的这种勇敢精神和践行实地考察的科学态度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我曾在她的毕业
评语中非常赞赏她的这种精神。今天也想借此机会深切感谢当年给予她大力支持和帮助的人们。太极
拳是中国的一个伟大拳种，它的广泛普及推广是得益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关怀，同时也是与广大
太极拳习练者、武术工作者、科研人员和专家学者对太极拳的长期探索研究，将其丰硕成果广泛宣传
密切相关。姜娟在完成学位论文过程中，参阅了300多篇文献资料，引用了80多个图表，其中的众多数
据有力地证明了太极拳健身技理的科学价值，从中可以了解到太极拳的学术积淀是极为丰富深厚的。
从论文中还透发出她竭力建立一个太极拳健身技理系统的努力，而建立这个系统的目的正是为了今后
进行进一步有针对性的科学实证研究提供依据。作为“序”，我考虑再三觉得最能反映我的指导思路
的是《中国太极拳健康文化系统的研究》，此文是在姜娟的论文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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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健身技理及其科学基础》

内容概要

《太极拳健身技理及其科学基础》研究的是太极拳的“健康文化”。我们认为太极拳运动的“健康”
包含了“健身”、“健心”、“养生”三个层次。因此，我们对课题的把握：一是抓住“健康”，二
是紧扣“文化”，三是建立“系统”。目前没有人以“健康文化”为研究的切入点，也没有人建立“
太极拳健康文化系统”。我们的研究是奠基性的，它不仅可供有条件进行相当规模的科学测试作参考
，而且它将同时给21世纪的太极拳运动带来有序的理性思考及对这份民族健康文化更全面的把握。这
就是整理、提炼这份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时代价值。

Page 3



《太极拳健身技理及其科学基础》

作者简介

姜娟，女，汉族，黑龙江人。1995年毕业于沈阳体育学院体育教育系，1997年考入沈阳体育学院研究
生部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关铁云教授，2000年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2001年考入上海体育学院攻读博
士学位，师从郭志禹教授，2004年6月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近年来，主持省部级科研课题3项，参与
省部级科研课题6项；在体育类核心及普通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现在沈阳体育学院武术系武术套路
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太极拳文化及民族民间体育文化方面的研究。
主要兼职有沈阳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辽宁省武术协会科研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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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系统思路的基本特点，就是把所研究的事物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从整体出发去研究事物，并
非意味着不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分解，恰恰相反，他既要求我们从整体着眼，又要求我们从部分下手
进行具体分析，进而全面、深入地认识事物的整体性质。因此，要对太极拳健身技理系统作进一步地
具体认识，就需要对其要素进行分解研究。当然，对要素的分解并不是绝然地割列要素之间的联系，
而是在系统的整体性原则基础上的相对分解。健身要素子系统中的每一个要素对人体的各个系统的作
用都是不可忽略的，对健身要素的分类也不是随意的，而是根据健身要素对人体各系统作用的重要程
度来划分的。有益于人们健康是太极拳健身技理系统的核心目标。根据中医学的从整体观念出发，认
为人体是一个以心为主宰，由脏腑、形体和官窍共同组成的结构严密、分工有序的有机整体。在此将
健身要素子系统中的要素分为3个部分。（1）心、静、意、连。（2）形、松、气、缓。（3）步、柔
、圆、整。这3个部分分别对应中医学的心、脏腑和形体。中医学认为，心的主要功能有：一是主血
脉，二是藏神。至明代，医家对心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认为人心有二：一是藏于胸中，推动血行的
“血肉之心”；二是藏于脑，主宰人体生命活动的“神明之心”。脏腑是指肝、心、脾、肺、肾等五
脏，胃、小肠、大肠、膀胱、胆、三焦等六腑。形体是指皮、脉、肉、筋、骨等五体。从太极拳著述
中对心的论述来分析，多倾向藏于脑的“神明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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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太极拳健身技理及其科学基础》是中国体育博士文丛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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