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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太极申遗成功，就是一场好雨

编者按：

“撑开一片天，划出一道云。欲求阴阳理，入我太极门。”形成于 17 世纪中叶的太极拳，
以中国传统儒、道哲学中的太极、阴阳辩证理念为核心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独特的瑰
宝，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于中国人而言，它不仅是一种拳术，更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如今，太极拳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让太极拳从“中国拳”
变成“世界风”，也意味着太极拳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它所承载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和价值观念之美，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广泛传播，从而对我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有所助力，
也更坚定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太极申遗成功，就是一场好雨
标题运用比喻，形象
生动，意蕴丰富。

①媒体报道，太极拳申遗获得成功。恰好昨日笔者在金昌讲中
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主题，前后与好多朋友一直在讨论《易经》、阴
阳五行、天干地支的科学基础，其中也讨论到了太极拳。所以，看
到这一消息时，随喜转发，心想，在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时，
这真是应了那句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开篇由太极拳申遗获
得成功事件引出复兴
中国传统文化的话
题。

②在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大多数都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
面临着被抢救和创造性转化的问题，但唯有太极拳不仅欣欣向荣，
而且以难以形容的魅力向世界传播。在每一个清晨，在每一个角落，
我们都能看到人们稳健地打着太极，形容自然，性情恬淡。那些舒
缓、优雅的动作使人立刻觉得天地间有一种大自由在，有大安静在。
在这个飞奔的时代里，这是多么难得的风景与自由。

阐述在众多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中，太极以
难以形容的魅力向世
界传播。

③简单地说，太极拳就是中国人按照道法自然的方式，以北宋
时期流行的太极图的模式上创立的一种修身方法。它以天地人三才
合一的方式，将人置于自然界中，吸纳天地之真气，促进人的气血
循环、新陈代谢，以此强身健体，与此同时，中国人的阴阳之道、
五行思想也蕴含在其中，一招一式中，体现着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阴阳和合、生生不息的哲学观念。这是中国文化在人身上和生活中
的具体运用。它既是道，又是器，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细细
品味，妙不可言。可以说，太极拳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说明
在近几十年的世界文化交流中它已经被世界广泛接受。从另一个角
度来说，世界也在逐渐认识并认可中国传统文化。

现实性分析。太极申
遗成功，不仅说明它
被世界广泛接受，也
说明世界在逐渐认识
并认可中国传统文
化。

④中国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化。中国人最早就有天圆地方的观
念。古人在生活和劳作中既仰观天象，又俯察大地，既观察自然界
的轮回变化、生死流转，又深切地体会作为人的微观世界的运动，
于是总结了一系列非常朴素的科学观念。比如阴阳之道，相生相克
的五行思想。人们依循着自然的法则有条不紊地生活、约束自己，
这就叫道法自然。这一系列的思想都被运用在太极拳中。

太极中蕴含着丰富的
传统文化内涵。

⑤太极拳一经产生，就成为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自然选择
的运动方式，数百年来已经发展为很多流派。在众多表现中国传统
文化思想的方式中，只有太极拳经久不息，且有燎原于世界之势。
在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太极拳似乎毫无异议，大概是它
不但强壮了人们的身子骨，还在浑然不觉中医好了人们的心情，如
此便无人怀疑它、否定它。所以，太极拳申遗成功对于复兴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功莫大焉。

重要性分析。太极拳
申遗成功对于复兴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
重要意义。

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在进行太极拳这样一种“科学”的
运动中，人们可以重新去体会《易易》的科学性和运动之妙。《易
经—系辞》中曰：“易与天地准”。古人以为，《周易》表达了天
地的意志和运动的规律，是中国人古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从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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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天文学和地理学中得出的心法，属于朴素的自然科学观念。《系
辞》还说，它不仅可以“远取诸物”解释宏观世界，还可以“近取
诸身”解释微观世界。儒家的六经、五经、十三经中的首经都是《周
易》，强调一切规律都是道法自然的结果，人道是从天道的基础上
建立的。这是中国人的理性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传统
文化是最讲究科学性的。所以说，从太极拳入手，不仅可以复兴和
创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可以通过它向世界更好地传播中国文
化。

来源： 2020-12-19《光明日报》客户端

【时代警语】
它以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方式，将人置于自然界中，吸纳天地之真气，促进人的气血循环、

新陈代谢，以此强身健体，与此同时，中国人的阴阳之道、五行思想也蕴含在其中，一招一式

中，体现着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和合、生生不息的哲学观念。它既是道，又是器，既是

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从太极拳入手，不仅可以复兴和创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可以通过

它向世界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根据语段内容，依次填入横线处的成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在众多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方式中，只有太极拳 ，且有燎原于世界之势。
在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太极拳似乎 ，大概是它不但强壮了人们的身子
骨，还在 中医好了人们的心情，如此便无人怀疑它、否定它。所以，太极拳申遗成
功对于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功莫大焉。
A.经久不衰 毫无异议 不知不觉
B.经久不息 毫无疑义 浑然不觉
C.经久不衰 毫无疑义 不知不觉
D.经久不息 毫无异议 浑然不觉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有人说：“太极拳不仅是一种武功，更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请从本文出发，结

合自己的读书体验和个人经历，谈谈你对太极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和理解。（300 字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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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解析老师：浙江省天台平桥中学 吴桂华）

【相关链接】

太极拳申遗成功，不忘对文化遗产保持敬畏

媒体报道，12 月 17 日晚，我国申报的“太极拳”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引发世界关注。

入选世界非遗名录，即为全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太极拳申遗成功，意味着太极拳受到的

关注度会更高，获得支持将更大，国内外的太极拳爱好者会更多。对于太极拳发源地河南焦作，

对于太极拳各门派传承人、研习者而言，这是一个欢欣鼓舞的重大利好。对一个国家而言，一

项文化遗产走向世界视野，则需承担更多的保护传承责任。其前提是正本清源，让世人看到此

项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本真面貌，看到它与世界、与人类产生更密切关联的可能性。

以中国传统儒、道哲学中的太极、阴阳辩证理念为核心思想的太极拳，既是一门“刚柔疾

缓、内外一统”传统拳术，更是一项“颐养性情、强身健体”的大众运动、一种“中正圆活、

天人合一”的文化载体。武学上的门派传承、武术上的搏斗竞技、学术上的研究阐释只是它“专

业”的一面。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在几乎没有门槛、场地的限制，在宽松的氛围下，可以随时

随地练习是它最具魅力之处。

不论是公园里众多打拳健身的身影，还是一些中小学校的太极拳特色课程，不论是一些重

大体育赛事上的太极拳元素，还是街头巷尾人们自发的练拳热，都佐证着太极拳在我国的广泛

群众根基。太极拳爱好者的大众性是它与很多“濒危”的非遗项目最显著的不同之处。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太极拳在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有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太极拳

组织。随着申遗成功，太极拳爱好者会更多。然而，申遗成功不是太极拳越来越“高大上”、

越来越“窄化”的标志，而是它以“雅俗共赏”姿态，以更符合大众审美的方式赢得更多人喜

爱的一个契机。

为太极拳申遗成功喝彩的同时，我们也应对太极拳文化保持敬畏。太极拳爱好者中，中老

年人占据较大比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此项运动属于“中老年运动”。相反，它“内外兼修、舒

缓有度”的特性适合不同年龄群体，颇具中国魅力。太极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人发生

着密切交集。任何借太极拳哗众取宠、混淆视听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对非遗的践踏，对此我们应

该保持警惕、坚决反对。

截至目前，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共计 42 项，总数位居世

界第一，这是好事。看待好事、喜事，中国文化素有一种“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辩证态度。

“喜”是欣慰、“惧”是敬畏，面对申遗后的太极拳，我们更要保持一种对文化遗产的敬畏之

心、忧患之感，坚决避免文化遗产被一些人“玩坏”。

申遗成功不是“无以复加的荣誉”，而是在保护中传承推广的新起点。以大众的、运动的、

文化的审美“祛魅”，以可亲可近的面貌争取更多人的了解、认同、热爱，太极拳所承载的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之美，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广泛传播，惠及全人类。

（来源：2020-12-21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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