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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中日武技发展袁离不开武术组织的保障遥 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日本武道

组织机构深入研究袁认为院渊1冤日本武道组织属于实体的民间组织袁受日本文部科

学省监管曰渊2冤日本武道组织与日本体育组织两者是平级关系袁独立法人互有交

叉曰渊3冤日本武道组织是自下而上形成的民间组织曰渊4冤日本武道组织是单项目实

体组织尧多项目联盟组织曰渊5冤日本武道成立了全国都道府县立武道馆协议会袁专

门负责联络全国武道场馆袁奠定了武道发展的根据地曰渊6冤日本武道成立了日本古

武术协议会袁专门负责制定尧筛选尧联络日本民间各古武术流派遥 基于结论提出建

议院渊1冤中国武术机构需要分类管理袁设置相应的单项管理组织曰渊2冤设立专门的传

统武术管理组织与学术研究组织袁对传统武术拳种制定详细的发展规划曰渊3冤提升

中国武术总组织的地位曰渊4冤重视具有中国武术文化特点的武术场馆建设袁成立相

应的组织机构曰渊5冤切实推进武术协会实体化工作曰渊6冤注重中国武术民间组织自

下而上的野生长冶规律袁制定相应政策袁创造适应民间组织生长的政策环境遥
关键词院 日本武道曰组织曰中国武术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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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ushu and Japanese Budo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ir organi-

zational support. This study reviewed related literature to gain an insight into the Japanese Budo orga-

niz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1) The Japanese Budo organization belongs to substantive non-govern-

mental organizations, which are supervis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The Japanese Budo Organization and the Japanese Sports Organization are at the

same level, with independent legal entities overlapping each other; (3) Japanese Budo Organization is

a bottom-up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4) The Japanese Budo organization is not only an indi-

vidual sport entity, but also a multi-event alliance; (5) The Japanese Budo has county Budo museum

agreement associations in different prefectures of Japan responsible for contacting the Budo Museums

nationwide, which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Budo development; (6) The Japanese Budo has es-

tablished the Traditional Budo Association, which is in charge of building, screening and contacting

various Budo schools in Japan. Based on the above discussion,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

ward: (1) Chinese Wushu organizations need classified management and the individual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should be set up; (2) Special traditional Wushu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and academic

research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make detailed pla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Wushu schools; (3) The general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Wushu should be promoted to the high level;

(4)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opening of Wushu clubs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Wushu culture,

and set up corresponding organizations ; (5) Promote substantive work of wushu organizations; (6)

Emphasize the bottom-up "development" law of Chinese Wushu organizations, and make correspond-

ing policies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beneficial to the growth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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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术的相关组织是中国武术发展的组织保

障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武术事业的发展进入了

一个新的时期遥 1952 年在原国家体委渊于 1998 年改

组为国家体育总局冤下设置了民族形式体育研究会袁
1955 年在运动司下专门设置了武术科袁之后过渡到

武术处遥 1958 年 9 月中国武术协会成立袁下设教练

委员会尧 裁判委员会尧 科研委员会及新闻宣传委员

会遥接着 1986 年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在北京正式成

立袁1987 年 9 月将原国家体委的武术处合并至中国

武术研究院袁并于 1990 年根据国家体委下发的叶关
于中国武术协会实体化的通知曳袁使中国武术协会既

具有了民间社团的属性袁 又具有了事业单位的行政

职能遥 1994 年 5 月 30 日原国家体委下发叶关于国家

体委武术协会更名为国家体委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的

通知曳袁实际上在保留中国武术协会的名义下袁增设

了国家体委武术运动管理中心遥 2011 年武术运动管

理中心出台的叶武术工作管理手册曳明确指出袁野武术

运动管理机构设置院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

心尧武术研究院尧中国武术协会遥 人员配备为三个机

构一套编制袁由国家体育总局配备冶 [1]遥 中国武术管

理中心尧中国武术协会尧中国武术研究院目前是三位

一体袁以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为核心袁具有举国体制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袁 武术各项目由管理中心各部

门分别管理遥 在中国武术协会尧中国武术研究院尧中
国武术运动管理中心袁以及下辖的各省市武术协会尧
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的共同驱动下袁 中国武术得到了

长足的发展袁形成了以竞技武术套路尧武术散打为核

心的武术发展模式曰 同时在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方

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袁 并基本形成了以中国武术

野拳种冶为核心的传统武术发展共识 [2-4]遥 中国武术在

组织的保障下袁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袁自 1994 年中

国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成立至今袁已经过去了 25 个年

头遥今日中国武术发展袁在国家文化复兴的道路上出

现百花齐放的盛景袁除了竞技武术外袁百余种传统武

术也得到了大发展袁但在这种情况下袁仅靠中国武术

组织三套机构一套编制的发展模式袁 已经不能适应

庞大的中国武术体系发展需求遥 因而借鉴日本武道

组织的发展经验优化中国武术组织与部门设置袁使
之更加有效地促进中国武术的发展袁 是本文对日本

武道相关组织进行研究的目的遥

日本武道馆是面向国民袁 特别是日本青少年普

及传统武道的基地袁 通过日本武道对青少年身心进

行磨炼袁最终达到对青少年健全人格培养的目的袁同
时为日本的发展作相应的贡献袁 进而促进更广泛的

世界安全与和平发展[5]遥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袁日本

武道发生了变质袁经历了被日本武道界称之为野黑暗

的一页冶袁并于二战结束后袁被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司令部实行了全面禁止的命令 [6]袁这时的日本武道

开始急速衰退袁这一事件也被日本武道人称之为野武
道一时的衰退冶 [7]遥 但这种衰退时间并不长袁在日本

各界武道练习者们的共同努力下袁 于 20 世纪 40 年

代末期袁开始出现了转机袁其标志便是各个武道团体

的相继成立袁并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袁武道内容陆

续进入日本学校遥 最先发展起来的武道项目是由嘉

纳治五郎开创的柔道袁在嘉纳治五郎的努力下袁当时

的柔道风靡欧洲袁并且于 1961 年被国际奥委会认定

为日本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遥在这之后袁以日

本国会议员中的武道爱好者为核心的武道团体袁积
极地发起了建立武道场馆野武道的大殿堂冶 [7]的强烈

呼吁袁 这种呼吁很快得到了全国的响应袁野当时的日

本执政党与各在野党以武道场馆的建设为统一目

标袁 达成了难得一致的意见袁 并展开了各种武道活

动冶 [7]遥 最终日本的 野武道的大殿堂冶要要要日本武道

馆袁在日本爱好武道的国会议员尧金融界人士的一致

努力下袁征求了当时日本国民的意见袁利用来自于天

皇的御下赐金尧国家经费以及日本国民捐款大概 20

亿日元的费用袁于 1963 年 10 月正式开工袁并于 1964

年 9 月正式建成袁用时仅 12 个月袁在 1964 年承担了

第 18 届日本东京奥运会柔道项目的比赛任务遥日本

武道馆的建设袁成为了日本武道发展的坚实后盾遥日
本武道馆自建馆以来袁 主要任务是培养青少年的武

道袁组织青少年学生进行柔道尧剑术为主的武艺训练

与比赛袁并针对优秀政界人士袁开展武道培训与研讨

会等袁有效地推进了日本武道事业的发展遥

以日本武道馆为基础袁 在日本各武道小团体的

共同努力下袁于 1968 年成立了日本武道中央学术研

究组织野日本武道学会冶袁并于 1984 年在日本武道学

会的推动下成立了国际武道大学袁 与日本武道学会

共同从科学尧文化尧医学尧历史等角度对日本武道进

行多方位研究袁为日本武道理论研究作出很大贡献遥
之后于 1987 年在日本学会的牵头下制定了武道发

展的核心文件叶日本武道宪章曳遥 日本武道学会的成

立不是一个临时的学术组织袁 而是具有一定权威性

的学术研究机构袁 其研究为武道能够朝着正确的方

向发展袁作出了卓越贡献遥 日本武道学会在 197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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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国际运动科学体育学分会纳入袁 预示着日本武道

学会被国际学术机构正式认可遥在其推动下袁国际武

道大学尧东海大学尧筑波大学尧囯士馆大学尧日本体育

大学尧鹿屋体育大学尧中京大学尧天理大学 8 所大学

设置了武道学科遥

日本武道协议会野促使加盟武道团体相互间的联

络与互通有无袁并且对各武道进行奖励袁发扬武道精

神袁为国民身心健康的培养而努力袁特别是为青少年

的育成而尽一份力量袁为日本的建设以及谋求世界和

平与福祉而贡献武道的一份力量遥冶[5]日本国内的传统

武术袁创始于古代日本武士阶级的攻击技术袁随后在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袁开始注重武德的修养遥 明治

维新以后袁日本古代武术改头换面袁转变为了适应新

时代体育尧德育的手段袁并登上了当时教育的舞台袁成
为了锻炼日本国民身心尧精神的重要手段与方法遥 二

战时袁被日本右翼军部利用袁当时的日本武道变质为

一种超国家意志的不可控制的破坏力袁并在二战结束

后被禁止遥 武道虽被禁止了袁但其发展进程并未因此

中断袁在武道习练者卓绝的努力下袁各地开始相继成

立了武道社团袁并逐渐复兴袁最终日本武道成为了日

本国技在日本国内发扬光大遥在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发

布武道禁止令的 30 年后袁日本国内野设立武道的中央

联络协议机关冶的呼吁越来越盛袁终于在日本武道馆

和之后成立的日本武道学会的基础上袁 于 1977 年 4

月 23 日正式成立了日本武道协议会袁 日本武道协议

会没有实体的武道项目袁其主要功能是联合日本所有

武道项目袁实现日本武道各团体的团结协作袁为日本

武道整体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渊图 1冤遥

图 1 日本武道协议会组织示意图

全国都道府县立武道馆协议会是为日本全国武

道场馆的联络和协调服务的袁 通过武道场馆的基地

效应袁为日本武道的振兴作出贡献袁其最终目的是培

育健全的国民 [5]遥 日本武道馆自 1964 年成立开始袁
在其影响下日本全国各地便兴起了武道场馆建设风

气袁 并且各地中学甚至是高等学府也开始了武道场

馆的建设[8]遥 基于此袁日本武道界急需一个负责联络

各地武道场馆袁 以及对武道场馆运营机制研究的相

应组织机构袁 这种社会环境为成立武道馆协议会创

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遥 早在 1978 年 7 月 3 日日本各

都道府县的代表们便发起了全国都道府县立武道馆

协议会筹备委员会袁经过一年精心周密的筹备袁终于

在 1981 年 5 月 27 日袁通过了一系列程序与审议袁日
本全国武道中央联络组织要要要全国都道府县立武道

馆协议会成立了袁 其组织机构包括全国公立武道馆

协议会与全国都道府县立武道馆协议会两部分袁其
主要任务是举行全国与地方青少年武道宣传尧推广袁
举办培训袁 举行社会武道指导员研讨会等遥 截至

2020 年 10 月 15 日袁 日本全国都道府县立武道馆协

议会有 47 个都道府县的 51 个地方性武道馆加盟

渊表 1冤遥 日本全国的各个武道馆的建设袁最终在日本

都道府县立武道馆协议会的协同下袁 有机联系在一

起袁成为了日本武道发展坚持的根据地袁为日本各武

道的发展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与条件遥

日本古武道协议会是为了协调日本各古流派武

道袁振兴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成立[7]遥 1978 年在日

本武道馆举行了第一届日本古武道表演大会遥 接着袁
便有团体呼吁成立日本古武道联络机构袁基于此以日

本武道馆为中心的日本古武道协议会顺势于 1979 年

2 月 17 日成立遥 日本的古代武术是其现行日本武道

的基础袁日本古代武术随着武道事业的开展袁在世界

范围内影响力日益增大袁作为日本的国技袁代表日本

传统文化遥 当代的日本武道也是在继承了日本古代

武术的基础上袁 形成了世界特有的一种东方传统文

化遥 虽然在日本袁柔道尧剑道尧合气道等武道项目发展

得很好袁 但当代日本武道是取代不了日本古代武术

的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日本武术联

络尧研究的相应组织袁负责日本古代武术各流派的交

流尧公开演武尧培养传承者等袁这促成了日本古武道

协议会的成立遥 如中国传统武术一样袁日本称之为古

武术遥 通过日本古武道协议会的推动袁日本全国古武

术流派有机联系在一起袁互相借鉴共同发展袁成为了

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力量袁截至 2020 年 10 月

15 日袁共认定日本古武术流派 77 种渊表 2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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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国都道府县立武道馆协议会加盟团体 [5]

都道府县 武道馆名渊所在地冤 都道府县 武道馆名渊所在地冤
北海道 北海道立综合体育中心渊札幌市冤
青森县 青森县武道馆渊弘前市冤
岩手县 岩手县营武道馆渊盛冈市冤
宫城县 宫城县第二综合运动场渊仙台市冤
秋田县 秋田县立武道馆渊秋田市冤
山形县 山形县武道馆渊山形市冤
福岛县 福岛县营综合体育馆渊福岛市冤
茨城县 茨城县武道馆渊水户市冤
栃木县 栃木县综合运动公园武道馆渊宇都宫市冤
群马县 群马县综合体育中心群马武道馆渊前桥市冤
埼玉县 埼玉县立武道馆渊上尾市冤

埼玉市大宫武道馆渊埼玉市冤
千叶县 千叶县综合体育中心渊千叶市冤
东京都 东京武道馆渊足立区冤

渊公财冤日本武道馆渊千代田区冤
神奈川县 神奈川县立武道馆渊横浜市冤
川崎县 石川纪念武道馆渊川崎市冤
山梨县 山梨县小濑体育公园武道馆渊甲府市冤
新泻县 谦信公武道馆渊上越市冤
富山县 县营富山武道馆渊富山市冤

县营高冈武道馆渊高冈市冤
石川县 石川县立武道馆渊金泽市冤
福井县 福井县立武道馆渊福井市冤
长野县 长野县立武道馆渊佐久市冤
静冈县 静冈县武道馆渊藤枝市冤
岐阜县 岐阜纪念中心渊岐阜市冤

爱知县 爱知县武道馆渊名古屋市冤
滋贺县 滋贺县立体育馆窑武道馆管理中心渊大津市冤
京都府 京都市武道中心 < 旧武德殿 >渊京都市冤
大阪府 大阪市立修道馆渊大阪市冤
兵库县 兵库县立武道馆渊姫路市冤
奈良县 奈良县立橿原公苑渊橿原市冤
和歌山县 和歌山县立武道馆渊和歌山市冤
鸟取县 鸟取县立武道馆渊米子市冤
岛根县 岛根县立武道馆渊松江市冤
冈山县 冈山武道馆渊冈山市冤
广岛县 广岛县立综合体育馆渊广岛市冤
山口县 山口县维新百年纪念公园体育文化中心渊山口市冤
德岛县 德岛县立中央武道馆渊鸣门市冤
香川县 香川县立武道馆渊高松市冤
爱媛县 爱媛县武道馆渊松山市冤
高知县 高知县立武道馆渊高知市冤
福冈县 福冈县立体育科学情报中心渊福冈市冤
佐贺县 佐贺县综合体育馆渊佐贺市冤
长崎县 长崎县立武道馆渊佐世保市冤
熊本县 熊本武道馆渊熊本市冤
大分县 大分县立综合体育馆渊大分市冤
宫崎县 宫崎县武道馆渊宫崎市冤
鹿儿岛县 鹿儿岛县综合体育中心渊鹿儿岛市冤
三重县 三重武道馆渊津市冤
冲绳县 冲绳县立武道馆渊那霸市冤

表 2 日本古武道协会主要加盟流派 [9]

古武术 加盟流派

柔术

剑术

居合术尧拔刀术

枪术

杖术尧棒术

薙刀术

空手尧琉球古武术

体术

炮术

其他古武术

诸赏流和尧为我流派胜新流柔术尧气乐流柔术尧天神真杨流柔术渊新座市冤尧天神真杨流柔术渊川越市冤尧大东流合气

柔术尧大东流合气柔术琢磨会尧涉川流柔术尧心月无想柳流柔术尧本体杨心流柔术尧高木流柔术窑九鬼神流棒术尧关
口新心流柔术尧竹内流柔术腰回小具足尧竹内流柔术日下捕手开山尧起倒流柔术尧涉川一流柔术尧长谷川流柔术

卜传流剑术尧当田流剑术尧沟口派一刀流剑术尧北辰一刀流剑术尧鹿岛新当流剑术尧甲源一刀流剑术尧天真正传香取

神道流剑术尧立身流兵法尧鹿岛神傅直心影流尧小野派一刀流剑术尧神道无念流剑术尧鞍马流剑术尧天然理心流剑

术尧柳生新阴流兵法剑术尧心形刀流剑术尧初宝剑理方一流剑术尧兵法泰拾流尧兵法二天一流剑术尧野田派二天一流

剑术尧云弘流剑术尧示现流兵法剑术尧野太刀自显流剑术

林崎梦想流居合术尧无双直傅英信流居合术尧田宫流居合术尧水鸥流居合剑法窑正木流锁镰术尧伯耆流居合术尧元心

流居合据物斩剑法尧贯心流居合术尧初宝剑理方一流甲胄拔刀术尧钟卷流拔刀术尧关口流拔刀术

尾张贯流枪术尧风传流枪术尧宝藏院流高田派枪术尧佐分利流枪术

无比无敌流杖术尧神道梦想流杖术尧竹生岛流棒术

户田派武甲流薙刀术尧天道流薙刀术尧直心影流薙刀术尧杨心流薙刀术尧肥后古流长刀

琉球古武术尧和道流柔术拳法尧系洲流空手尧琉球王家秘传本部御殿手尧金硬流唐手冲绳古武术尧冲绳刚柔流武术

柳生心眼流甲胄兵法尧柳生心眼流体术

森重流炮术尧阳流炮术

荒木流拳法尧荒木流军用小具足尧根岸流手裹剑术尧小笠原流弓马术尧二刀神影流锁镰术尧武田流合气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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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体育管理机构是日本文部科学省 渊相当于

中国的教育部冤袁而中国有两套体育管理机构袁分别

是教育部与国家体育总局遥 日本武道发展的主力是

以日本武道馆为基础袁以日本武道协议会为核心袁以
日本武道学会尧 全国都道府县立武道馆协议会为辅

助袁一套完整的尧受政府监管的民间武道组织曰同时袁
以日本古武道协会为核心袁 积极保持传统武术的发

展与活力 [10]遥 中国武术发展组织包括了国家体育总

局直属的武术运动管理中心袁 负责学校武术发展的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袁以及中国武术协会尧
中国武术研究院袁 中国学生体育协会民族传统体育

分会的民间组织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日本武道协议会与日本体育协

会是平行机构袁加盟日本武道协议会的社会团体为

渊公财冤全日本柔道联盟尧渊一财冤全日本剑道联盟尧
渊公财冤全日本弓道联盟尧渊公财冤日本相扑联盟尧渊公
财冤全日本空手道联盟尧渊公财冤合气会尧渊一财冤少林

寺拳法联盟尧渊公财冤 全日本薙刀联盟尧渊公财冤 全日

本铳剑道联盟尧渊公财冤日本武道馆 10 个武道组织[10]曰
加盟日本体育协会的武道团体为渊公财冤全日本柔

道联盟尧渊一财冤全日本剑道联盟尧渊公财冤全日本弓

道联盟尧渊公财冤全日本相扑联盟尧渊公财冤全日本空

手道联盟尧渊一财冤少林寺拳法联盟尧渊公财冤全日本

薙刀联盟尧渊公财冤 全日本铳剑道联盟 8 个武道组

织曰两者互有联系又相互独立袁各自发展袁其中各单

项联盟都有独立发展的实体袁而日本武道协议会无

实体袁负责联络尧组织尧团结各武道协会实体袁形成

合力遥 中国武术的主管组织为中国武术运动管理中

心尧中国武术协会尧中国武术研究院袁3 个机构属于

三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实体单位袁从属于国家体育总

局袁负责中国武术全面发展的工作 [1]袁自 1958 年中

国武术协会成立以来袁重点发展了竞技武术套路与

武术散打两个项目袁同时负责全国的传统武术与如

泰拳等国外武技曰另外教育部体育卫生和艺术教育

司主要负责学校武术的发展袁但其没有实体内容与

研究曰中国武术协会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关系是

目前日本武道相关组织包括日本武道馆尧 日本

武道学会尧日本武道协议会尧全国都道府县立武道馆

协议会尧日本古武道协会 5 个综合组织袁成立时间见

表 3遥
另外单项协会包括全日本柔道联盟尧 全日本剑

道联盟尧全日本弓道联盟尧日本相扑联盟尧全日本空

手道联盟尧合气会尧少林寺拳法联盟尧全日本薙刀联

盟尧全日本铳剑道联盟渊表 4冤遥 这些组织共同构成了

日本武道相关组织袁协力促进日本武道的发展遥

表 3 日本武道组织成立时间汇总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日本武道馆 1964 年 10 月 3 日

日本武道学会 1968 年 2 月 2 日

日本武道协议会 1977 年 4 月 23 日

日本古武道协会 1979 年 2 月 17 日

全国都道府县立武道馆协议会 1981 年 5 月 27 日

表 4 日本武道分组织成立情况汇总

项目组织 国内组织成立 认可为法人时间 国际组织成立 加入体育协会

全日本柔道联盟 1949 年 1989 年 8 月 7 日 1951 年 1951 年 1 月 29 日

全日本剑道联盟 1952 年 1972 年 2 月 1970 年 1955 年

全日本弓道联盟 1949 年 1953 年 9 月 15 日 2006 年 1950 年 8 月 2 日

日本相扑联盟 1946 年 1971 年 12 月 8 日 1992 年 1946 年 10 月 19 日

全日本空手道联盟 1964 年 1969 年 1970 年 1972 年

合气会 1940 年 1947 年 1976 年 要
少林寺拳法联盟 1947 年 1963 年 10 月 1974 年 1990 年 8 月

全日本薙刀联盟 1955 年 1968 年 4 月 1990 年 12 月 1978 年 6 月

全日本铳剑道联盟 1956 年 要 要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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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关系遥
这样看来袁 中国武术组织与日本武道组织有以

下区别院渊1冤日本武道组织属于实体化的民间组织袁
受日本文部科学省监管袁而中国武术组织三块牌子

一套人马袁属于政府直接管理组织曰渊2冤日本武道组

织与日本体育组织两者是平级关系袁 权利对等袁互
有交叉袁比如全日本柔道联盟即是日本武道协议会

加盟组织袁又是日本体育协会加盟组织袁但全日本

铳剑道联盟没有加盟日本体育协会袁 而中国武术

组织从属于中国大体育组织袁是一种上下级关系曰
渊3冤日本武道组织是自下而上形成的民间组织袁中
国武术组织是自上而下的政府组织曰渊4冤日本武道组

织实行单项目实体化尧多项目联盟化袁如日本武道

协议会是一个联盟组织袁 没有自己的实体项目袁而
日本武道九项联盟袁各有相应的实体项目袁中国武

术组织则是一个综合性组织袁 有其发展的实体项

目袁而且吸收发展如泰拳等外来武术项目曰渊5冤日本

武道设立了全国都道府县立武道馆协议会袁专门负

责联络全国武道场馆袁 奠定了武道发展的根据地袁
而中国武术没有专门负责场馆的相应组织袁同时也

对具有中国武术文化特色的武术道场建设的重要

性有些认识不足曰渊6冤日本武道设立了专门负责日本

古武术的日本古武道协议会袁专门负责制定尧筛选尧
联络日本民间各古武术流派袁而中国武术没有设立

专门负责中国传统武术拳种的相应组织袁虽然明确

了中国传统武术拳种的重要性袁但没有提升到一个

更高的高度遥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设武术套路试点袁到 70 年代

末开设搏斗运动试点袁 中国竞技武术套路与中国竞技

武术散打已经形成了成熟健全的技术尧 规则尧 竞赛体

系袁 而以中国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为核心的武术管理组

织袁由于其人员配置少袁管理项目多袁出现了资源配置

不均匀尧管理难度大尧未能适应项目专业化发展等系列

问题遥当前我国竞技武术的发展袁应该根据项目特点建

立健全组织机构袁保证项目更好的发展遥单项组织的建

立并不是分散力量袁 而应紧密团结在中国武术运动管

理中心尧中国武术协会尧中国武术研究院的周围袁共同

促进中国竞技武术向精细化尧 体系化尧 专业化方向发

展遥因而建议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袁设立中国竞技武术

套路协会尧中国武术散打协会遥

日本古武术协议会成立于 1979 年袁多年来认定

了 70 余种日本古武术流派袁促进了日本传统古武术

的大发展遥中国传统武术经过多年的发展与研究袁基
本形成了以中国传统武术 野拳种冶 为核心的发展模

式袁 但没有相应的机构或组织专门负责中国传统武

术拳种的认定尧研究尧制定发展策略等袁导致中国传

统武术乱象时有发生袁使得野本来世界公认的中华非

物质文化遗产遭到了质疑冶[11]遥 但同时袁随着中国对

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袁 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的中国传统武术袁 再一次面临前所未有的时代发展

机遇袁 中国传统武术只有对流传下来的传承体系进

行时代转换袁才能进一步激活其时代价值 [12]遥而实现

中国传统武术的时代转换袁 需要中国武术精英的研

究与努力袁更需要组织机制的保障袁因而在这个时代

背景下袁中国武术界应肩负中国文化战略责任袁亟需

建立认定尧联络传统武术的相应传武机构袁促进中国

传统武术野拳种冶的实质性发展袁同时促进优秀中国

传统武术文化传承体系的建设遥

通过研究袁 日本武道组织与日本体育组织属于

平级组织袁互相独立尧互有联系袁能够让日本武道按

照自身规律发展袁形成了今日日本武道袁如柔道尧剑
道尧相扑各项共同发展的态势遥中国武术同样是一个

综合性的统称袁其中包括竞技武术渊套路运动与搏斗

运动冤袁 以及大量的传统武术拳种袁20 世纪 80 年代

经挖掘与整理后袁认定了野源流有序尧拳理明晰尧风格

独特尧自成体系冶的 129 种野拳种冶遥 中国武术与西方

体育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3]袁中国武术发展需遵

循其特有规律袁 若完全按照西方体育的发展模式与

规律袁则不利于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遥因需适当提升

武术组织的地位袁 使其能够真正按照中国武术文化

自身发展规律进行遥

日本武道组织的总道馆建成于 1964 年袁并成为

了当年东京奥运会的柔道赛场遥日本于 1981 年成立

了负责联络日本全国武道类场馆的全国都道府县武

道馆协议会袁经过多年的发展袁如今日本武道类场馆

分布于日本各地袁 占到全国体育类场馆总数的十分

之一 [14]袁为日本武道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遥 2014

年由湖北省十堰市人民政府和武汉体育学院联合办

日本武道组织研究及其对中国武术组织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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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袁成立了武当山国际武术学院 [15]袁建造了具有中国

传统武术文化为特点的武术场馆建筑袁 开启了中国

传统武术文化特色场馆的建设袁 但中国武术的发展

需要有多个野根据地冶袁同时袁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袁应
成立专门的负责武术道场建设与联络相关场馆的相

应组织袁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武术道场的建设袁进而

真正地奠定中国武术发展的物质基础遥

事物的发展不能总是依靠外部力量的推动袁成
熟后需要依靠自身发展规律尧 自身吸引力推动其继

续发展袁 即需要依靠事物发展的内部动力促进其可

持续发展遥目前在单项体育协会实体化的推进方面袁
中国篮球协会尧中国排球协会尧中国柔道协会走在了

前面袁聘请了专业人员担任协会负责人袁旨在促使协

会发展更加专业化遥 中国武术协会应该在条件成熟

的情况下袁借鉴日本武道项目组织实体的经验袁进一

步推进中国武术协会实体化工作袁 为中国武术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遥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袁中国武术在野举国

体制冶国家力量的推动下袁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遥
然而生存于民间的中国传统武术的拳种基础非常坚

实袁而且基数庞大遥 如何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袁创造

适合民间传统武术野拳种冶的生长环境袁引导民间武

术从全民健身中脱颖而出袁 成为中国武术发展另一

有力支点袁也是壮大中国武术实力尧实现中国武术承

担的中国文化复兴责任的研究重点遥

[1] 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武术工作管理[EB/OL].[2020-10-15].

http://www.sport.gov.cn/wszx/n5395/c665604/content.

html.

[2] 徐伟军 .武术的嬗变与发展 [ J ]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

2006, (05):684-686+719.

[3] 周建新 .中国武术技术传承要树立野拳种意识冶[J].武
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47(04):68-72.

[4] 杨建营 .武术拳种的历史形成及体系化传承研究[J].

体育科学,2018,38(01):34-41.

[5] 日本武道馆.日本武道馆日本武道组织介绍[EB/OL].

[2020-10-15].https://www.nipponbudokan.or.jp/.

[6] 岡田守方.柔尧剣道瘴禁止及沼復活 杖战瘴背景[J]武

道学研究,1981,14(2):25-26.

[7] 日本武道馆 . 日本武道馆三十年 [M].厚德社 ,1994:

32-33.

[8] 前川峯雄.施設瘴充実対策账漳栅掌[J].武道学研究,

1970,3(1):62-64.

[9] 日本古武道协会 .日本古武道协会介绍 [ EB/OL ] .

[2020-10-15].http://www.nihonkobudokyoukai.org/.

[10] 郑旭旭 ,袁镇谰 .从术至道近现代日本武术发展轨迹

[M].厦门院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155-156.

[11] 魏博.中华传统武术与争斗乱象[J].中华武术,2018(5):

76-78.

[12] 解丽霞.制度化传承窑精英化传承窑民间化传承要要要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建构[J].

社会科学战线,2013 (10):1-6.

[13] 张立发,王维.武术与体育比较研究[J].湖北体育科技,

2008,27(06):645-646.

[14] 杜杰 .中国武术与日本武道比较研究[D].北京院北京

体育大学,2013:31-39.

[15] 陈赟,刘昱.武当山努力打造国际知名武术学院[J].武

当,2014,000(003):P.6-6.

渊责任编辑院晏慧冤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