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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文化战略背景下太极拳美学价值的发展研究

谢子宵，张学政

沈阳体育学院，沈阳 110000

摘要：2020年 12月 17日，太极拳被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我国第

33项被列入非遗的项目，这对太极拳在世界的影响力和价值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增加民族

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有着重要意义，也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伫立在世界文化之巅生生

不息的活力。太极拳作为非遗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传统文

化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的高层次人体文化，其蕴含着中华民族辩证理论思维与武术、艺

术、引导术、中医的完美结合，集中国传统儒学、道家哲学中的太极、阴阳辩证理念的核

心思想，让人们在发展中修身养性强身健体。太极拳的美学价值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

面：传承价值、审美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交价值。目的：现如今，全球化进程快速发展，

世界各国文化缤纷多彩争相开放并把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在这种宏观的

布局下，太极拳的价值传播应得到更好的彰显。国内外提供了环境机遇，太极拳在国外的

得到较快的发展，尤其在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影响广泛。据不完全统计，国外

有超过 3亿多的人学习和练习中国太极拳，成为世界人数参与最多的运动项目。“一带一

路”战略的提出，成为中华优秀文化传播发展的纽带，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树立文化自信

的航船，太极拳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发挥更加积极的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作用，使太

极拳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耀眼的光彩。优秀文化经典名片其存在的根基是优秀文化价值体现

在发展与创新中升华，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将太极拳的美学价值进行传播与发展，促进

中国的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的交流。研究方法：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及归纳分析法

对“一带一路”战略背景带来的机遇进行阐述，查阅相关资料文献对太极拳文化在传承与

发展过程的的美学价值进行归纳与分析。结果：从太极拳美学价值四个方面的体现，依靠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展现中国优秀文化的艺术魅力。太极拳的传承价值：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发展依赖人的传承与发扬，明末清初太极拳开始发展，直至今日已有三百多年历

史。太极拳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人们的精神状态得到内外兼修的

洗礼，强身健体，修身养生等功效。太极拳的文化形态独特，是集古代中医、哲学、美学

等一体的武术文化，透过这些蕴含的传统文化折射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兼容并包，从

而使人们更加全方位了解太极拳的艺术魅力，鉴于当前的发展形势，传承的发展随国际文

化的交流要注重自我保护与认知，合作而非合体，借助经济与法律，制定相关公约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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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其传承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提高文化自信与文化软实力。太极拳的审美价值：外

在美、心灵美都需要有发现美的眼睛，需要参与其过程，激发参与者审美感的提升。在太

极拳中讲究的是在身心合一的基础上以匀、 柔、慢，这种舒缓的姿态太极拳要求在身心合

一的基础使参与者俱融于天地，融于自然，达到物我两忘，物我一体的境界，同时，也使

观看者受到自然之美的感染，得到美的享受。正所谓“形美感目，神美感心”。太极拳的

经济价值是以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表演风格来推动太极拳周边的经济效益，如：太极拳

文化旅游，太极拳服饰等，用美学的视角研究太极拳，展现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美感和体

育运动的魅力，从而推动太极拳的发展提高经济价值。太极拳的社交价值：文化具有多样

性的特点，文化也需要“求同存异”，多元文化的发展都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

织。太极拳经过长期的流传，演变出较多的门派，有陈式太极拳、杨式太极拳、武式太极

拳、吴式太极拳、孙式太极拳等五大派别，誉称为“五式太极拳”。各个派别相互借鉴,但

都有各有自己的特点,呈百花齐放之态。在社会诸多的比赛、健身和表演中，主要以这五式

为项目参考。通过这些一系列的交流活动，结合运动规则和运动呈现形式把各派的风格展

现出来，交流形式更为丰富，吸引更多的学习者，促进对外的交流，提高人们对民族文化

的认识以此来推动太极拳的传播。在社会发展时代的国内外环境的优势下，跨文化的交流

形式更多一条路。结论：基于中国优秀文化历史的坚实基础，将太极拳的美学价值四大体

现完善其理论的梳理，传承价值、审美价值、经济价值及社交价值且应紧紧抓住“一带一

路”的战略部署，将中华民族优秀体育文化－－太极拳，传播世界。太极拳的交流就是文

化软实力的交流，走出国门是时代的发展其发展研究在于价值的体现，以求通过理论与技

术的科学性发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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