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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术散打运动的概述

“散打”俗称“散手”，在现代的武术术语中是表达同

一个项目的两种称谓，在我国古代亦有诸多的称谓，如相搏、

手搏、白打、对拆等。这种运动方式最初形成于春秋时期，

宋元年间最为兴盛。历史上曾有过“春秋角试”与“露台争

交”的开展形式 [1]。2009 年由中国武术协会在河南郑州大学

体育学院联合举办的“武术散手 30 年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的研讨会上，绝大部分与会代表建议把“散打”这一称谓固

定下来，以免产生混淆。

1979年，经原国家体委组织进行武术散打项目的试验，

并在当年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上进行了汇报表演，武术散

打运动的帷幕由此拉开。从 1979 年至今，武术散打运动已

开展了 40 余个年头。40 余年以来，在相关领导的支持与国

家体育总局武馆中心的带领下，无数武术界的有识之士为之

鞠躬尽瘁，已经发展成为了具有良好国内国际影响的竞技体

育比赛项目，并且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喜爱，成

为我国向国外传播、推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途径。

通过回顾中国武术散打运动的 40 余年发展历程，并对

武术散打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审思，从而对于中国武术

散打的未来进行展望，加深武术工作者以及广泛爱好者对散打

运动的认识与理解，使散打运动的发展迈着更健康的步伐前进。

2. 武术散打运动的发展历程

2.1 武术散打运动的试验阶段（1979—1989 年）

2.1.1 试验初期挑战多

武术散打试验初始面临各种挑战。其中挑战最大的是人

们对于武术的固定思维。在我国历史长河中，武术运用一直

以套路形式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这一思维定势在我国人民

的头脑中以达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因此，武术散打的试验

之初是在与传统观念做挑战，不断进行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武术被作为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加以传

承和发扬，但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使其发展十分缓慢。例

如：西方敌对势力的封锁，导致国人对徒手格斗相关信息了

解不足，国内 10 年的动乱，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传统武术

被视为封建糟粕，更使武术散打的发展举步维艰。就是在这

样的历史背景下，老一辈的武术人还是经起了历史的考验，

扛起了这一伟大的重担，使武术散打迈出了艰难的步伐。

2.1.2 全国试点显成果

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委员会为全面继承和发

展武术这一古老的传统文化遗产，正式开始了武术散打项目

的试验。1980 年 10 月在昆明，原国家体委组织了当时散打

试点单位的相关专家开始制定散打的竞赛规则，拟定了《全

国散手竞赛规则》。1982 年原国家体委又组织了相关专家

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并且制定了《散手竞赛规则》（初稿）。

这标志着我国散打运动体系逐渐建立。1989 年，武术散打

正式成为比赛项目。从 1979 年到 1989 年，近 10 年间，原

国家体委充分调动各单位以及全国武术工作者、爱好者的积

极性，不断听取意见，从运动形式、使用护具、技术运用、

裁判判罚等多方面都进行了不同方案的试验比较 [2]。最后，

武术散打在利于人身安全，便于技术发挥与裁判操作的基本

原则上，以 1982 年制定的《散手竞赛规则》为行动准则，

逐步实施开展散打运动。

这一阶段，散打比赛被原国家体委归属到全国武术锦标

赛之列。1989 年，散打比赛又被纳入全国计划内的单项锦

标赛，并且正式冠名为“全国武术锦标赛散手团体赛、个人

赛”，试图与武术套路平分天下。同年，在江西宜春成功举

办了中国第一次正式的武术散打比赛——“全国武术散打锦

标赛”，并正式采用《武术散打竞赛规则》，这标志着武术

散打运动的发展步入了新的起点。

2.2 武术散打运动的蓬勃发展阶段（1990—1998 年）

2.2.1 颁布实施竞赛规则，构建武术散打竞赛体系

1990 年经原国家体委审定、颁布、执行，由人民体育

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铅印的《武术散手竞赛规则》[3]。随后，

正式颁布实施《武术散打技术等级标准》。同年 9月，原国

家体委武术处组织一大批权威的武术专家召开研讨会，并编

写了新中国第一部专著《中国散手》，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

版。《中国散手》一书的问世，标志着现代武术散打理论框

架体系初步形成，往后10年间这本专著被重印出版一共7次，

在国内外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91 年，国家体委武

术运动管理中心组织部分德高望重的专家编写了中国第一部

《散手裁判法》（草稿），为往后武术散打比赛的公平、公

正、公开，提供了有力保障。

2.2.2 扩大参赛队伍

从散打运动被确立为正式比赛项目起，受到了各部门单

位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支持，散打运动发展方兴未艾。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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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的单位除了各省、市和直属体育院校外，还有部分行业

体协运动队，最多的时候参赛队伍达 50 支，参赛总人数近

500 人。散打赛事如雨后春笋般增长，全国各地不同类型、

不同规模的散打比赛的举行为散打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可靠的

数据支撑，进而也为完善竞赛管理提供了检验平台，从而促

使了武术散打技术、训练、管理等全方位的提高。

2.2.3 进军全运会

武术散打历经 14 年的发展，通过不懈努力，1993 年第

七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武术散打被列为正式比赛

项目。由于第七届全运会只设一枚男子团体金牌，受到了很

多省市单位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一壮举，不仅是所有武术工

作者的骄傲，更是揭开了武术散打运动发展的历史新章。

2.3武术散打运动的深化改革与创新阶段（1999—2009年）

1999 年是人类告别旧时代踏入新世纪的一年，为了使

武术散打进一步规范化和突显民族特色，将原先“散手”正

式更名为“散打”，同年，全国比赛正式更名为“全国武术

锦标赛散打团体赛”，并且首次增设了“全国散打青年锦标

赛”等。武术散打运动的发展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

的去完善自己。从 1999 年到 2009 年，散打运动不断为大众

所熟悉和喜爱，武术散打的发展由此也进入到了改革深水区。

2.3.1 武术散打锦标赛穿戴护具规定的修改

为了提高武术散打的观赏性，增加比赛的激烈程度，

满足竞技市场的发展需要，更好的与国际搏击赛事接轨，在

1999 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中，武术管理中心决定保留参

赛运动员的护齿、护裆、拳套，取消参赛运动员原有应佩戴

的护头、护胸、护腿等 [5]。这一伟大的尝试与改革，使得武

术散打运动的观赏性大幅度提高。由于保护措施减少，在尝

试过程的比赛中出现的伤害事故也随之增加。经过 2~3 年的

试验和调整之后，散打运动员慢慢适应了这种赛制，运动员

的抗击打能力不断提高，比赛中出现伤害事故的情况也就减

少了许多。2003 年初，为了让国内散打的竞赛规则与国际

散打赛事中的规则保持一致，经过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的研究

决定，重新执行《国际武术散手（散打）竞赛规则》，武术

散打运动员除了不用佩戴护小腿，其余的护具都保持不变。

2.3.2 拓展散打市场空间，加强国际交流

2000 年 3 月，在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的高度支持下，经

过精心的策划与准备，一个具有时代里程碑的武术散打商业

赛——“中国武术散打王争霸赛”在北京正式开赛。这是一

个完全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的比赛，每周一场的赛程贯穿全

年。散打王争霸赛是武术散打运动史上划时代的赛事，比赛

跨度最长，民族特色最强、社会认知度、认同感最高，是散

打运动开展以来影响最大的赛事 [6]。继“散打王争霸赛”之

后，诸多国内外赛事相继举办，如“重庆国际武术搏击王争

霸赛”、“中法”、“中伊”、“中俄”对抗赛等，让武术

散打的竞赛市场空间不断得到拓展，为今后散打市场的开发

与散打项目的推广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2001 年，经过

国际武术联合会研究决定：武术散打运动项目被列为各洲际

锦标赛、世界锦标赛、世界运动会等重大国际赛事的正式比

赛项目。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武术散打与武术套路比

赛被国际奥委会批准为特设项目，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了

解了中国武术，对武术散打的兴趣日益渐增。

2.4 武术散打运动的成熟阶段（2010 至今）

2.4.1 首届武搏会，武术散打创佳绩

随着武术散打运动深化改革的不断进行，如今武术散

打运动的发展已然日渐成熟，国际视野不断拓宽，全球人民

对其的喜爱程度大幅度提高。2010 年轰动武术界的一件大

事——首届世界武搏会的成功举办。首届世界武搏会设武

术、拳击、柔道、空手道等共计 13 个比赛项目，吸引了来

自 106 个国家和地区共计 1279 名运动员的积极参与。中国

代表团一共派出 64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获得 15 金、3 银、

13 铜的佳绩。其中武术散打这一项，在张根学总教练的带

领下斩获 4金，再次捍卫了中国散打的王者地位。

2.4.2“大武术观”深入人心，助力武术散打事业新发展

2011 年，为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武术协

会在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下，以“大武术观”统一思想和行

动，大力推进武术标准化建设，在武术科研、武术段位制、

武术进学校、全民健身、武术申奥，以及武术的国际推广等

多方面均取得可喜成绩，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随着“大武

术观”这一观点的提出，就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高度关注。在武术界，“大武术观”正引领广大武术

工作者和武术爱好者，从武术发展的整体观和全局观出发，

思考武术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于未来武术如何发展作出

前瞻性展望。为武术能够健康稳定的发展，营造积极的大环

境，巩固各方面的力量，促进武术大发展。

2.4.3 成立国家武术散打队，培训武术散打裁判员

2012 年 2 月 25 日国家武术散打队正式成立，其性质上

从完成某项任务临时集训，变成了应对国际赛事的常规单位

训练单位，国家武术散打队的成立标志着武术散打运动的发

展进入了成熟的发展阶段。2012 年 8 月举办了全国武术散

打一级裁判员晋级考试班，并全年完成了国际级、国家级、

一级裁判上岗培训和为参赛单位培训一级裁判员骨干的任

务。不仅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武术散打一级裁判骨干，为武术

散打裁判员增添了新鲜血液，而且还提升了整体裁判员的业

务水平，锻炼了队伍。

2.4.4 再次完善散打竞赛规则

为进一步完善武术散打竞赛规则，更好地发挥武术散

打竞赛规则的导向作用，促进武术散打健康、可持续发展，

2015 年 11 月 6 日，在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张秋平等人的领导下，组织武馆中心各部门负责人、中国武术

协会教练员委员会和裁判员委员会相关专家，于北京召开全国

武术散打竞赛规则研讨会。研讨会上，领导及专家充分肯定了

规则的修改及武术散打发展的方向：武术散打运动员的技术水

平的发展更加全面、竞技表现更加稳定、比赛观赏更加精彩。

2.4.5 成为青奥会正式比赛项目

2020 年 1 月 8 日，武术散打被列为 2022 年第四届青奥

会正式比赛项目。这意味着武术开始被奥运大家庭所正是接

受，武术的国际影响力也在逐日提升，同时也将对武术正是

进入奥运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积累了宝贵经验。而这次武

术顺利进入青奥会，究其原因主要有 3个：其一，中国的国

际地位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高。长达40余年的改革开放，

早已让中国摆脱“贫弱”的帽子；“一带一路”倡议的广

泛响应与之取得的累累硕果，让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得到迅速

提升；中国在西方强国面前充分展示了东方大国与实力强国

形象，不遗余力地帮助需要帮助的国家，让绝大部分国家对

中国的认可度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其二，2022 年青奥会

的举办地点在亚洲，而武术现如今在亚洲的普及度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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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个会员国中亚洲就有近40个，因此武术散打进入青奥会，

同时也能扩大青奥会的影响力。其三，符合青奥会创办之理

念，武术是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体育的代表，武术能够进入

青奥会有利于不同国家、民族、青少年之间的相互交流，可

以拓展东西方文化交流。

3. 武术散打运动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理论研究滞后于竞赛实践

理论研究是指对社会现象、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及其规

律的研究，且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是相对应的。在过去 40

余年的发展岁月里，有关于武术散打理论的研究成果少之又

少，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杯水车薪。一个领

域的理论研究成果是用来更好地指导这个领域从事实践活

动，而武术散打发展至今更多沿用的是老一辈或上一辈的经

验所得，缺乏运用多领域交叉学科的知识去解决武术散打在

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3.2 大众体育中普及程度较低

武术散打运动是中华民族一项优秀的传统体育运动，其

特征是：民族性、对抗性、体育性，同时也具备健身、防身

等多种功能，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载体 [7]。由于特定的历史原

因，武术散打运动发展的重心落在了专业领域，在广大群众

中的推广远不及跆拳道、太极拳、空手道等对抗项目的普及。

3.3 竞技武术散打技术标准仍需规范和统一

2011 年 3 月，随着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运动管

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三家单位共同吹响了“加强标准化

建设”的前进号角，并且把2011年定为“中国武术标准化年”

后，这为武术发展的研究工作揭开了崭新的一页。由于武术

散打技术结构主要由各种腿法、摔法和拳法组成，基本上涵

盖了跆拳道、摔跤、拳击、柔道等竞技项目的主要技术结构，

而武术散打又属于“综合性”技术结构较强的竞技项目，因

此，其技术结构的繁杂性，无形中加大了武术散打技术判罚

的难度系数 [8]。

3.4 竞技武术散打规则以及裁判法尚需完善

武术散打竞赛规则稳定性差，对武术散打技术的导向力

度也不够。虽然武术散打的竞赛规则在日趋完善，但其变化

的频率也比较快。随着国内武术散打竞赛规则的频繁变动，

导致国内与国际的竞赛规则不统一，严重影响了竞技武术散

打的发展和推广。由于竞赛规则的不稳定，从而也影响了散

打运动员的技术风格，很大程度上将会降低散打比赛的观赏

性，一旦比赛缺乏观赏性，其自身的魅力也将散去，也就意

味着失去了市场。

4. 对武术散打运动发展的建议与展望

4.1 对武术散打运动发展的建议

4.1.1 要坚持科学发展，传承优秀文化

当今时代的发展可谓日异月殊，各个竞技项目无不都乘

着科学训练理论与方法这趟高速列车迅猛发展。武术散打的

发展亦然也不能离开科学的训练理论与方法，但更不能缺少

武术散打发展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因

此武术散打的健康、高速发展，必须是在科学的训练理论与

方法的指导下，最大限度发挥传统武术文化的魅力，从而让

武术散打，走得更远，飞的越高。

4.1.2 推进武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武术散打大众

化发展

深化推进武术散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注重武术散打

横向整合，让武术散打从多元化、科学化、多层面、多角度

地壮大其自身。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金牌至上”的观念

逐渐淡化，这更加体现出竞技体育并非体育产业的“龙种独

苗”，随着全民健身热潮的掀起，武术散打将会向着更广阔、

更深邃的领域发展。

4.1.3 完善散打技术体系

中国传统武术中的踢、打、摔、拿，武术散打至今都只

继承发展了前三个技术体系，在“拿”这一方面始终没有进

行持续、有效的试验与发展。武术散打脱胎于中国传统武术，

是传统技击术的一部分，缺少了“拿”这一精彩环节，使得

武术散打很难彪炳出浓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更难体

现出武术散打特征中的“民族性”。

4.2 对武术散打运动发展的展望

武术散打运动项目的诞生是这个时代的召唤，武术散打

的发展就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去不断赋予其新的使命。武术

散打运动 40 余年的风雨兼程已经走过，四十载的光辉也已

绽放，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仍不平坦。所有武术工作者

以及爱好者必须抓紧新时代的改革步伐，不断地结合各领域、

各行业的科学知识与方法去揭示散打运动的发展规律，完善

散打运动的技术体系、竞赛规则、裁判法，提高散打运动员

的技术水平，加强散打教练员科学训练理论的培训，深化散

打运动与国际地交流与推广等。

这一系列的举措，其宗旨是为了使武术散打运动能站在

竞技体育的最高平台上展现自己的魅力，绽放自己的光彩。

让武术散打运动能够在各个领域发挥它应有的功能，能为“健

康中国”这一伟大理念，以及为人类的文化、生活、健身、

娱乐、赛事等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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