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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哲学研究的身体转向成为太极拳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基于中国身体哲学研究始于儒

家身体观，且中国古代宇宙论就是“身体论”的学理前提，试图在身体哲学视域下厘清太极拳对

儒家天人观的具身表达并阐释其学理意义。研究认为：(1)太极拳的身体图式和身体意象表达着儒

家天人观的基本思想和理念；(2)太极拳作为一种身体行为文化，塑造人类对“人道”与“天道”

和合共生的思想向度；(3)太极拳对“血气”的具身认知强化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态度；(4)太极

拳对“心性”的具身认知调节了人与天道安分循理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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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turn: The embodied cognition of Taijiquan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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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ody turn of philosophy research has becom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aijiquan culture research.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study of Chinese body philosophy began with the Confucian body view and that ancient Chinese 

cosmology was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of "body theo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concrete expression of 

Taijiquan on the Confucian view of heaven and man and explain its human 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dy philosoph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the body schema and body image of Taijiquan express the basic 

thought and idea of the Confucian view of heaven and man; (2) as a kind of physical behavior culture, Taijiquan 

shapes the human's ideological dimension of the harmony and coexistence of "humanity" and "heaven"; (3) 

Taijiquan's embodied cognition of "blood and qi" strengthens the attitude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4) Taijiquan's embodied cognition of "mind nature" regulates the emotion of dividing human 

beings and the way of 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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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向西方传统哲学发起了

挑战，从“意识哲学转向身体哲学”[1]2 成为中国古代

身体本体论哲学研究范式转型的契机，也必然引领太

极拳等身体文化[2]的学术研究走向身体哲学的领域境

地。中国身体哲学研究源自海外，杜维明[3]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重视儒家身体观的“体知”概念当发先声，

杨儒宾[4]《儒家身体观》揭开身体哲学研究的序幕。本

研究在身体哲学视域下，选取太极拳对儒家天人观思

想表达的理论视角，通过讨论“太极拳本体思维与儒

家天人观的逻辑关系”，旨在论证太极拳是通过身体图

式诠释儒家天人观的所向表达，并揭示太极拳对于“人

道”和“天道”的本体认知，表征太极拳由技艺之道

实现天人之道的内在超越，展现太极拳的人类生态智

慧和生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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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儒家天人观对身体认知的太极拳身

体图式问题厘定 
1.1  儒家天人观对身体认知的思想发展轨迹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宇宙论问题之一，也是中国

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儒家天人观在中国哲学和中国

思想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某种意义上，儒家的天人观

展现了人类发展的意识形态。 

先秦时期，孔子的天人观实现了“神人关系”的

人文主义突破。郑彝元[5]48-50 认为：“儒家的道德伦理思

想，是一种据天地之道以讲人道的天人合契思想。”儒

家对“神人关系”的解释上升到道德伦理的高度。荀

子[6]265 从天人相分的角度对“天人关系”进行全面论述，

荀子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从哲学角

度讲，将天人分离其实是朴素的生态伦理向人类道德理

论进化的必然。建立在人道思想基础之上，杜维明[7]认

为：“儒家所认识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是包括身体、

心知、灵觉和神明四层次的人，因此人能够以‘天地万

物为一体’，和自然乃至宇宙的生化大道结合起来。”从

身体哲学出发，先秦儒家天人观思想是以人道达及天道

的哲学认知，人的身体是儒家天人思想的原点。 

汉代，儒家天人观主要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思想为代表，其核心思想是天人相类。他把天与人进行

类比，运用五行学说将天与人建立起联系，形成天人感

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唯人

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8]473-474

认为无论在肉体或精神方面，人都是天的副本[9]。从身

体哲学来看，董仲舒以人比附天是从身体出发的，并

据此建立阴阳、五行的天人系统模式，认为阴阳、五

行以其各自内在的运行方式，成为人类与自然界沟通

的力量。如此，天与人之间形成形体、血气、情性的

相感相应关系，人的身体即为载体。该时期，儒家天

人观的身体认知呈现具象化。张再林称之为中国式的

“身体现象学”[1]4。 

宋明时期，儒家普遍从本体论视角阐述天人关系，

多以“天人合一”表达儒家的天人观。张岱年[10]288 说：

“道学家多讲天人合一，而张子开其端。”后来，二程、

朱子、陆、王等皆对天人合一有所解释，只是阐释的

角度不同。“明道论天人相同，较注重心；伊川论天人

相同，较注重性”[10]291。总体而言，宋儒否定“有意志

的天对人的主宰”之说，从心性或者自然属性的角度

理解天，是人类对天人关系认知的进步。从身体哲学

视角来看，宋明理学认为“心”“意”是人身体的主宰。

朱熹说：“心者，一身之主宰。”(《朱子语类》卷五)

王阳明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11]

该时期，儒家天人观更注重心、性、意的“身体”本

体论，也可以说是一种根身的宇宙论[1]7。至此，人类

最终不仅成为自身的主宰，而且成为宇宙的主宰，彰

显了人类主体性[12]。 

1.2  儒家天人观视域下太极拳身体图式问题的厘定 

梅洛•庞蒂[13]的“身体主体”引领西方哲学走向身

体本体论，并将身体图式的概念引入哲学加以阐释，

认为“在感觉间的世界中对我的身体姿态的整体觉悟，

是格式塔心理学意义上的一种‘完形’”，对于研究身

体运动行为文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张再林[14]认

为：身体图式的交织互逆性使武者的身体与万物互感

互通，彻底消解了主客二分性而由技艺之道臻至天人

合一之道，实现武术“由技及道”的内在超越。从儒

家天人观的身体认知出发讨论太极拳身体图式问题，

是揭示太极拳对儒家天人观具身认知的重要途径。 

从先秦儒家把“身体”作为看待天人关系的逻辑

起点，到汉代儒家用“身体”具象类比天的存在，至

宋明儒家从心、性、意的“身体”本体阐发天人合一，

最终形成儒家天人观是以人类“身体”主体性认知为

逻辑归属的思想特征。站在儒家天人观“身体主体”

认知的理论基点，默识揣摩太极拳白鹅亮翅、金鸡独

立、猿猴献果等“身体图式”的体认表达，以及太极

拳随曲就伸、以意导形、心与意合等“拳理”的意向

表达，循着哲学研究的身体转向，探寻太极拳本体思

维与儒家天人观的逻辑关系。有 3 个问题需要厘定：

一是太极拳的本体话语是如何表达儒家天人关系的？

二是太极拳本体思维与儒家天人观的内在逻辑性是什

么？三是太极拳是如何把儒家天人观中关于身体的抽

象话语具身化的？ 

 

2  身体哲学视域下太极拳本体思维与儒家

天人观的逻辑关系 
2.1  太极拳本体话语对儒家天人观的表达 

从“拳势”的表征考察，白鹅(鹤)亮翅、野马分

鬃、猿猴献果、金鸡独立等拳势，是人对自然界动物

生灵的象形效仿，表征太极拳“道法自然”的仿生思

想；揽雀尾、倒撵猴、高探马等拳势，让我们联想到

了人与动物的嬉戏作乐，表征人与动物世界的和谐共

处；青龙出水、抱虎归山、双峰(风)贯耳、云手等拳

势名称中出现山、水、峰(风)、云等字词，升华出丛

林世界的存在与寄托，表征了人与丛林世界的和合共

生。另外，拳势名称中还多用龙、马二字，而中国古

代对“龙马”的认知是作为神兽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

从侧面寓意了人与神灵的对话，体现了太极拳本体敬

畏自然、尊重自然的本质特征。由此可见，太极拳是

用“拳势”的本体话语对话自然、效法自然、相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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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最终形成“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基本态度，

意象表达了儒家的天人思想。正如刘一民等[15]所讲：

古人习武练功通过“观物取象”“取象比类”“立象尽

意”的思维过程，在“物象”与“意象”的关联中把

握对象，体验感悟所欲通达的“意象”境界。 

2.2  太极拳本体思维与儒家天人观的内在逻辑性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在儒家身体观和太极拳拳谱

中，存在并高频出现“阴阳”“五行”“内外”等共用

哲学词汇。另外，与太极拳家对话，他们会用手势比

划、动作示范、生活案例等，将这些晦涩的“身体味

道”表达出来。循着这种“身体味道”，对于“太极拳

本体思维与儒家天人观的内在逻辑性问题”形成两个

基本认知：一是太极拳对儒家阴阳五行理论的借鉴并

运用于其身体表达；二是太极拳内与外的修炼阐释了

儒家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首先，太极拳是对儒家阴阳五行思想的具身认知。

一般认为，太极拳之所以表现出阴阳等哲学理念，是

因为太极拳受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所致。其实，

中国传统哲学与太极拳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从具身

认知理论出发，习拳者身体的感觉和运动体验决定其

将用阴阳等天人观看待世界，认识宇宙万物的化生之

道，也就是太极拳身体活动塑造着人类对阴阳五行的

认知。从根源考察，太极是阴阳对立两极的中节运动，

是阴阳相分、互变、相合。五行是太极阴阳范畴的具

体化的形态，动静、刚柔、有无、体用范畴等皆是太

极、阴阳、五行思想的延续和具体化[16]。自汉代儒家

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学说阐释天人相感、相应、相类为

发轫，到宋明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周敦颐的《太极图》

《太极图说》，及朱熹的《太极图说解》，把儒家阴阳

五行思想推向巅峰，特别是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

以太极为体，以阴阳动静为用，注重太极的体用，注

重功夫界定[17]。太极拳重心的转换、呼吸的统一、动

作的开合、肢体的刚柔、拳势的动静既是对阴阳理论

的表达，又是在不断提升和丰富人类对哲学中阴阳思

想的认知，二者相互补充。太极拳对儒家阴阳五行理

论借鉴的痕迹还体现在陈鑫[18]的《太极拳图画讲义》。

陈鑫作为陈氏家族出身的一介儒生，始用易理讲拳理，

书名就仿自于儒家经典《太极图说》《太极图说解义》。

陈鑫在阐释太极拳理论基础上更多地借鉴和引用儒家

关于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而这些学说思想大多是儒

家关于天人关系的论断。由此，儒家的天人关系学说

被广泛运用到太极拳的本体思维。 

其次，太极拳体练注重内外兼修，强调人与自然

的和谐关系。从具身认知理论出发，这是人的行为调

适着人对自然的态度和情绪。太极拳理论认为，自然

界的万物是息息相关的，习练太极拳也要顺应自然并

按照自然的规律行事，顺应四时、顺时而动，做到内

外兼修。这与儒家哲学思想中关于“天人感应”“天人

相类”的论点高度相似，将天与人建立联系，把人看

成天的副本，其实是提升了人的主体地位。太极拳总

是在追求“和谐”中找到平衡点，人与天的和谐也是

其力求的文化原点。太极拳追求的天人和谐主要是指

人体自身与自然的合一、统一。一方面讲，人是自然

界的一部分，受自然界各种法则的约束，应该遵循自

然界的变化和规律，要顺时而动、顺势而行、随曲就

伸；另一方面，又主张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身心的

调节、内外的修炼，最终实现人道与天道的合而为一。

由此看来，太极拳的哲学思维相似于宋明儒学的天人

合一理念。同时，寄托太极拳阴阳的运动方式建立人

与自然沟通的方式，形成相感应的联系。 

2.3  太极拳对儒家天人观身体话语的具身化 

如上，从身体哲学出发，大抵可以说明太极拳本

体思维与儒家天人观确有内在逻辑性，并且表现出哲

学思想特征。太极拳用阴阳、虚实等抽象的哲学话语

表达着其本体思维，其中自然包含身体哲学的意义和

成分。另外，还可以从心、性等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

形成的儒家身体思想的话语体系中去寻踪觅味，从哲

学思想和身体思想的双重维度审视太极拳对儒家天人

观身体话语的具身化。 

习练太极拳要做到内外兼修，故此，太极拳的身

体表达可以分为“内与外”两个层面。据此，太极拳

对儒家天人观中身体话语的具身化则可分为“外显的

有形表达”和“内隐的无形表达”。具体而言，太极拳

用外显的“轻重缓急”“刚柔相济”“攻守进退”“上下

相合”“随曲就伸”等身体形态表达“阴阳、刚柔、往

复、阖辟、屈伸”[19]151 等儒家哲学思想的话语；同时，

太极拳也用内隐的“意到、气到、劲到”“用意不用力”

“以心行气”等练习法则，无形表达着儒家“心、性、

意、气”等身体思想的话语。 

身体思想话语的介入，有助于“揭示太极拳对于

‘人道’和‘天道’的本体认知”，进而论证太极拳意

义。太极拳作为一种身体运动，其表征是物象的，而

要揭示其物象之外的意象表达，就要从认识论出发去

解读太极拳，找出其对人的思维、行为、价值观等产

生的影响。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影响思维和行为，

行为会强化态度和左右情绪[20]。结合儒家天人观主张

的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价值理念，可以形成两个推论：

一是太极拳体练可以强化儒家所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态度；二是太极拳体练可以调节人对自然过激行为

的情绪。这两个推论也就是太极拳由“人道”达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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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本体性认知，展现太极拳的人类生态智慧和生命

智慧。以下，将选取“血气”[21]与“心性”[22]这两个儒

家的身体话语作为范例论证这两个推论。 

 

3  太极拳对儒家身体话语具身化表达的范

例与人类意义 
3.1  太极拳对“血气”的具身认知强化了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态度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气”是一个贯穿中国文化始

终的概念，被广泛运用于中医、养生、书法等各个领

域，被中国古代各种学术流派广泛眷顾。在中国武术，

王岗[23-24]认为：“气”表现为“劲”，最高指向是“天

人合一”。就武术拳种特性而言，太极拳尤为注重“气”

的体用和技用表达。 

从身体文化来讲，“气”指的是人身体与外界的气

体交换，即呼吸。在儒家的天人观看来，“阴阳之气”

多是指自然界之气，人体的阴阳平衡包括血气平衡和

肌体与自然界的平衡。因此，日本学者对其概括为：

“大致可分为称之为‘血气’的人身之气和称之为‘阴

阳’的自然界之气二类”[25]。在儒家思想中，关注人

身之“血气”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论语》：“君子有

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

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26]

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考察“血气”，应该将血与气分开而

言。“中国古代哲学和医学的‘血气’概念实则是从呼

吸之气和血液升华发展而来”[27]。血液属“阴”，自然

之气属“阳”，“血气”在人体内部又形成具有两面性

的物质。基于此，从身体文化的视角考察儒家天人合

一的思想理念也就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就太极拳而言，“血气”在其文化体系中是极其重

要的概念，拳谱关于血气的阐述非常多，且专有关于

“血气”的论述。如《太极血气根本解》：“血为营，

气为卫……气以血之盈虚，血以气之消长。消长盈虚，

周而复始，终身用之不能尽者矣！”[28]169-170 此外，还有

《太极力气解》等。这是太极拳对人体内部的血气调

理运行的阐释，其内容属中医理论的范畴。在传统中

医里，“气”是一种特殊的表现物质，通过它可以观察、

判断身体状况，也可以通过调理“气”达到防范与治

疗的效果，也恰恰印证了太极拳养生理论的身体实践。 

从太极拳技击实践而言，“气”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按照“气即呼吸”的认知，太极拳“技术规范”一般

为“开吸合呼”，一开一合即一呼一吸，一个技术动作

就完成了人与自然的一次能量置换。太极拳还要求心

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陈长兴《太极拳十大

要论•刚柔》：“夫拳术之为用，气与势而已矣。”《十三

势行功要解》：“气遍身躯不稍滞。”李亦畲《虚实图解》：

“以气运动”等[28]245。关于气在太极拳技用中的论述不

乏其说。练太极拳讲求“人在气中，气在人中”，“气”

是内练的对象，也是一种感觉、一种状态。太极拳要

求以意导气，以气运力。可见，太极拳所求之力显然

不是先天的拙力、蛮力，而是融入“气”的元素，在

中国武术叫做“劲”，这个“劲”显然不是简单意义上

的力。还有一种生活体验，用“憋气”增强抗击打能

力，在武术的气功表演中多为常见，太极拳拳论称之

为“气亦鼓荡”。虽然我们无法科学解释“气”的物质

性，但不能否认通过对“气”的调理实现太极拳技击

功用。概括而言，太极拳之“气”不是具体的实物，

却是可以感知的状态，甚至是通过身体运动“化无行

为有形”，最终通过“劲”的能量释放表现出来。另外，

太极拳之“气”还表现在通过身体动作配合呼吸实现

人与自然界的能量交换，以达到维持人体阴阳平衡的

目的，最终指向是“天人合一”。 

上述是太极拳从人自身内部阐述血气，这与儒家

所讲的天人关系很是相近，都主张从人类自身发展看

待天人关系。同时，太极拳注重人与自然界的联系，

尤其是关于“气”的理论学说，能凸显太极拳与儒家

天人关系的内在逻辑性。陈鑫[18]《太极拳著解》：何谓

气，即天行健，一个行字，天体至健而所以行此健者，

气也。不滞不息，不乖不离，不偏不倚即是中气，加

以直养，无害工夫，即是乾坤之正气亦即孟子所谓浩

然之气。陈鑫用儒家学说中的中气、浩然之气、血气

表述太极拳对“气”的修炼。中气居首、浩然之气居

中、血气居末，也体现太极拳习练不同阶段的层次水

准，同时也对应太极拳由招熟而渐悟懂劲，由懂劲而

阶及神明的体练过程。 

按照陈鑫的观点，中气是太极拳修炼的最高目标。

而中气则是先秦时期儒家学说认为的化育万物的阴阳

之气。由此可见，太极拳对天人关系的追求和儒家早

期学说对天人关系的追求相一致。儒家学说到后期更

加注重人的重要性，注重从人的血气、性情讨论天人

关系，但始终没有否定天人合一的重要意义。太极拳

所追求的天人关系从某种意义而言是一种对自然的崇

拜，具有敬畏自然的心理表现。太极拳对“血气”的

体练是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过程，其体认是“只有和

谐才能共生”。从具身认知出发，太极拳的身体修炼影

响着人的思维和行为，强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态度，

用身体的内外兼修具身化表达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 

3.2  太极拳对“心性”的具身认知调节人与天道安分

循理的情绪 

“‘性与天道’的问题，概括了孔孟之学从内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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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内容。孔孟既讲知性，又讲知天。孟子将心性

与天人关系联系起来，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

其性，则知天矣”[29]257。搭建了心性与天道的桥梁，建

立人的精神层面与自然界由内而外的联系，心性与自

然(宇宙)的问题成为儒家天人观的核心问题，并形成

了“人之心性与天相通”[10]286“天之本性亦即人之本

性”[10]289“由人之心性即可以知天”[10]290 等基本哲学观

点。儒家对“心性”的体证蕴含了人的主观精神与客

观世界的统一性，并显示出“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

论精神[30]。对于人性本质的看法，孔子所说的话极概

括、极含浑。后来偏到两个极端，是孟子与荀子。孟

子主张人本善，荀子主张人本恶[19]85。但在冯友兰[31]看

来，“荀子的人性论虽然与孟子的刚好相反，可是他也

同意：人人能够成为圣人。”也就是说，孟子和荀子在

人性的最终价值目标上是一致的，均指向“性善”。 

基于儒家人之心性与天相通、天之本性即人之本

性、人性本质指向“性善”，并且“人在天地间实有卓

越的位置”[11]278 等基本哲学观点，探讨太极拳心性修

炼的具身表达与儒家天人观的内在逻辑性也就有了抓

手。查阅太极拳古谱，可以管窥太极拳对于人之心性

修炼的一般观点。武禹襄《十三势行功要解》：心为令，

气为旗，神为主帅。《太极拳论要解》：先在心，后在

身。《十三势行功心解》：以心行气，务令沉着，乃能

收敛入骨[28]40-57。显见，太极拳内修的就是“心性”。

要求做到心静，心静则专，然后以心统领身体，心是

太极拳运动的指令者，所有动作都是由心而发。实际

上，心的修炼还体现在中国兵法运用上。在混乱和运

动的战争中，统帅必须做到心如止水，心神不定就会

失去判断力。从太极拳技击思维看，“心性”的修炼是

实现技击战术运用的先决条件。 

在太极拳谱里将心与天联系起来，出现在清代杨

氏传抄老谱《太极体用解》。拳谱言：“理为精、气、

神之体。精、气、神为身之体。身为心之用，劲力为

身之用。心、身有一定之主宰者，理也。精、气、神

有一定之主宰者，意诚也。诚者，天道；诚之者，人

道。”[28]131-132“诚者，天道；诚之者，人道。”这句话

显然是移植孟子的“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

人之道也”[29]138。孟子表达：人要追求天道的真实，遵

循自然的规律，人道本于天道。体现了儒家对天人观

的一般性认识。考察《太极体用解》这句话，太极拳

身体的表达是心之用，心之修炼要遵循天道，即自然

规律。充分表达了太极拳心性修炼实则是儒家天人观

遵循天道的逻辑思维。《太极体用解》还言：“要知天

人同体之理，自得日月流行之气。”[28]131-132 明确太极拳

修炼必须懂得天人合一的道理，知晓自然更迭的规律，

方可自得源于自然界的能量。太极拳把招熟、懂劲、

神明作为修炼的三层境界，神明是其追求的最高修为

阶层，而心主神明实则是精神境界的升华。按照儒家

天人合一理论，心性要适应天性，即遵循自然规律，

合乎自然、顺其自然。而太极拳要阶及神明，心性的

修炼绝不可僭越自然之道。 

从太极拳养生角度考察，心性的修炼似乎更为重

要。太极拳家李正[32]说：太极拳集养生文化之大成，

通过独特的练习方法，外练形体——对身体形态进行

锻炼；内练心性——对精神心理进行修炼。既强调载

体“命”的重要性，又确立精神境界对“性”在养生

健身过程中的主导性，形成了完整的太极拳养生文化

体系。中医理论有“心主神明”论，《素问•灵兰秘典

论》记载：“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33]86《素

问•调经论》说：“心藏神。”[33]484 太极拳论认为练拳的

终极阶段也是“阶及神明”，可见心性的修炼在太极拳

中的意义。若要达到太极拳修炼的终极阶段，关键是

对心性的修炼，这一点与中医理论是相同的。 

如果说太极拳“血气”的体练是人与自然物质交

换以获取能量，那么太极拳“心性”的体练则是按照

自然秩序对人情绪的自我约束与调节。只有安分循理

受制于这种约束，才能由人道达及天道，而最终回归

人的主体。太极拳本体话语也在表达对情绪的调节。

如：虚含、内敛，化而不发、发而不放等等，都是对

人“心性”欲望的控制。结合太极拳对“心性”的体

练是人道遵循天道的价值取向，可以认为太极拳的身

体图式和身体意象双向约束了人的过激情绪，从具身

认知出发即为：太极拳对“心性”的具身认知调节了

人与天道安分循理的情绪。 

  

成功的文化认同必然通过具体的行为实践将符号

系统所承载的价值形态内化到无意识的身体里去[34]。

而人类又创造性将某些观念通过巫舞、武术、仪式等

将自然物象进行身体的拟态表达，形成体认的身体图

式形象。这些运动行为不是身体感官或者器官在体验

过程中的简单协作，而是在感知世界中对本我身体姿

态的整体觉悟，这就是运动行为的“弦外之音”或称

之为“意向表达”。因此，运动行为也就有了人学的意

义，成为区别人与动物的文化标志。至于武术，少林

拳架虽然来自菩萨、天王姿态的模仿，但内功的姿势

与呼吸方式却来自道经中的导引图，这些现象反映了

当时三教合一的思想风气[35]。基于此，研究认为从身

体哲学出发研究太极拳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基调，

那就是太极拳作为人类“身体主体”的基本认知。这

与当前太极拳突出“野性”(技击与竞技)思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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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路相抵牾，也是对太极拳研究困于唯体质论的驳斥。

从身体哲学理论出发，运用“运动行为意向分析”法

开展太极拳研究，或许会引领太极拳学术研究走向成

功的文化认同。从身体哲学视角讨论太极拳与儒家天

人观的问题，论证太极拳是通过身体图式诠释儒家“天

人合一乃在于天道与人道之统一”[10]292 的思想观点，

证明太极拳由技艺之道实现天人之道的内在超越，展

现中国哲学对于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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