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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身体社会学视角下对太极拳相关内容简单阐释
赵一璇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江苏省苏州市，215006；

摘要：传统的社会学忽视了实践中身体体现在社会行为当中的作用，随着近现代女权主义及后现代哲学的兴起，

使社会学家开始关注理解身体的自然性是如何作为一个社会事实被社会建构起来的。太极拳作为中国传统武术的

一种，其在肢体上对人的身体有一个很好的展现。西方身体社会学所强调的是身体与心理经验在个体与社会生活

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身体社会学对于太极拳这一体育具象活动具有一定的解释性，本文通过秩序化、生命态身体

的行动导向和结构化三个角度对太极拳相关内容进行简单的阐释。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对主题进行梳理和阐释。

文章通过对西方身体社会学中的三个微观视角在太极拳运动中进行对应理解，这为我们今后运用身体社会学理论

分析其他体育现象提供了理论视角和实践指导，并为体育领域的一些现象提供了深层的社会理论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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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身体一直是宗教、哲学和医学等领域的关注重点，

但在社会学领域却长期被忽视。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

方面，西方古老的传统思想认为，人的身体和心灵是对

立的，身体被看作低贱、肮脏，而心灵则被认为高尚纯

净，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在

传统社会学的非生物主义实证主义基础上，身体被视为

价值和意义的主体，而不是单纯的生物存在，因此无法

成为研究的重点。然而，随着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盛

行，人们开始注重身材美和身体健康，对衰老的否定也

成为了潮流。这些变化促进了身体意识的全面觉醒，使

得当代社会学研究中的身体研究成为热门话题，反映了

社会变革的趋势，但并未改变社会学研究的范式
[1]
。太

极拳是一种古老的中华传统养生运动疗法，根植于太极

哲学和宋明理学，融合了道家养生思想和儒家伦理道德

观。在练习中，动作和意识相互融合，以心志活动带动

身体动作，精神意志对自我进行精细的控制，从而能够

提高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和对脑功能活动的调节能力
[2]
。

身体社会学的四个理论传统。第一个视角讨论身体

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建构。这一论点通常

被用来批评关于“本质主义”的假设——例如，解剖学

是男女划分的一个基本方面。第二个视角探讨了身体如

何成为社会权力关系的表征，在这一传统中，研究的重

点是将身体解读为代表社会权力关系的文本。在第三个

方向上，社会学考察了“活的身体”的现象学，也就是

说，在日常世界中体现的经验。最后，社会学，在这种

情况下受到人类学的很大影响，关注后天实践或技术的

身体表现。

太极拳对于人的思想以及肢体的锻炼都有很好的

功效，因此本文想要利用身体社会学理论的不同角度对

其进行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探究太极拳在于社会学当

中的价值和意义，为今后利用身体社会学理论解析其他

体育现象提供了理论视角和实践指导。

1 身体社会学理论对太极拳的简单阐释

身体社会学研究视角多样，包括建构论、反建构论、

女性主义视角等等。英国社会学家克里斯·希林将其概

括为三大主要立场：一、秩序化身体的社会建构视角；

二、生命态身体的行动导向和现象学思路视角；三、结

构化身体论视角。
[3]
本文将以此三大立场为理论视角，

展开对身体社会学的论述。

1.1 秩序化身体的社会建构视角

1.1.1社会对秩序化身体的建构

学界对身体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多元，其中一种有影

响力的分类是将其分为建构主义和反建构主义。建构主

义强调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对个人价值观念的塑造作用，

其认为身体并非单纯的生理实体，而是具有社会性的

“接收器”，不断被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塑造和建构。与

之相对，反建构主义则强调生理因素的影响，其代表人

物为福柯。鉴于体育以身体展演为核心，作为社会文化



科技创新发展 聚知刊出版社

2025 年 2 卷 3 期 JZK publishing

299

的一部分，它必然受到社会建构的影响。

运用建构主义视角，可以理解太极拳运动是如何被

社会建构的。太极拳虽以武术形式呈现，但其精髓在于

内在心、神、意、气的协调运作。它注重内外合一，通

过特定的运动方式引导内气在体内循环，以滋养五脏六

腑。在快速变化的技能和击打过程中，太极拳通过将这

些劲力训练至极致，身心意气协调一致的运用，使太极

拳在对抗中展现出独特的威力
[4]
。在练习的过程中身体

像一个“接收器”一样接收着通过太极拳练习中的神经

触感，呼吸节律，每时每刻都在感受着中国传统武术文

化对于身心的调节以及对于个人价值观的约束、塑造和

建构
[5]
。

1.1.2身体思想对体育社会地位的建构

西方思想深受古希腊哲学影响，其中对身体的认知

至今仍影响着世界。古希腊哲学家普遍轻视身体，柏拉

图将身体视为虚假的、无意义的存在，是心灵的牢笼，

阻碍其对智慧的追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延续了

这一理念，强调“我”是精神性的而非肉体性的。这种

身心二元论的传统及其对身体的贬低，深刻地影响了人

们的身体观
[6]
。

太极拳可视为老子健身养生思想的具体体现。太极

拳起源于道家，并在“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引导下发

展成为一种身心修炼的功法。太极认为“气”是宇宙万

物的本体，阴阳二气构成了“道”，是万物发展变化的

源泉和规律。“道”和“气”都体现了宇宙的根本规律

和生命活力，贯穿于天地万物之中，正如“道”的特点

“大包天地之外，细入毫芒之内”。太极拳正是通过对

“气”的修炼，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7]
。

西方传统文化对身体的否定态度与中国传统文化

的肯定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差异导致了当今社会

对体育运动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将体育

运动视为单纯的体力活动，缺乏思想和智慧，甚至因此

贬低从事体育运动的人；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体育运动

对强身健体、调节情绪、锻炼意志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1.2 生命态身体的行动导向和现象学思路视角—

—身体图式与体育运动中身体的控制

当代身体研究主要有三大立场，其中，从行动和现

象学的角度理解生命态身体的立场，对深入理解体育运

动的意义至关重要。这一立场基于核心预设：自我、社

会以及符号秩序皆由身体实践建构而成。

梅洛-庞蒂认为，身体并非仅仅承载主体性和自我

意识，更是我们感知世界、赋予世界意义的根基，身体

图式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体育运动能力发展的理

解。起初，身体图式被理解为对身体体验的概括，它为

我们当下内感受和本体感受提供了一个理解和解释的

框架，身体通过本体感觉感知自身各部位的位置，这构

成了身体图式。在运动中，身体图式能提供身体各部位

位置变化的信息，它实际上是对大量感觉信息的整合
[8]
。

太极拳的身体变化强调“立身须中正安舒”，其中

“中正”指的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达到自然的平衡

状态。其在形式上表现出行云流水的动作，美得让人感

叹，太极拳不但通过动作将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式展现

出来，还通过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结合将身体与美学

展现的淋漓尽致
[9]
。

儒家天人观的发展，经历了从先秦以身体为天人关

系逻辑起点，到汉代以身体类比天，再到宋明时期以心

性意为身体本体阐释天人合一的演变过程，并将对人类

身体主体性的认知确立为核心思想。从儒家天人观的

“身体主体”认知角度来看，太极拳中的“白鹅亮翅”

展现了动作的舒展与大气，既有风格和气势，又蕴含着

深刻的情感导向。太极拳中的“随曲就伸”，“心与意

合”等“拳理”，则是将思想和身体动作巧妙结合的体

现
[10]
。这些动作不仅反映了儒家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的思

想，还通过对身体的精细调控，使得太极拳成为了一种

集哲学、思想与身体实践为一体的深刻表达，身心功能

协调统一是促进健康的有力保证。

1.3 结构化身体论视角

结构化理论认为，身体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受社

会环境塑造。布迪厄在其代表作《区隔》中，以“惯习”

和“社会场域”为核心概念阐释了这一观点。他认为，

惯习是根植于社会阶层的认知和动机结构系统，它预设

了人们理解和应对各种情境的方式。由于社会条件的差

异，不同社会地位的个体对同一事件会形成不同的看法，

从而形成各自独特的惯习。而社会场域则指由特定社会

群体维护的动态组织原则，它界定了特定社会空间内的

实践范围并规范其运行秩序。
[11]

习练太极拳要做到内外兼修，一些练习者在开始的

时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练习目的，拥有不同练习目的的

人对于太极拳的感知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太极拳将身语

意结合为一体，在运用和练习之间形成了一套属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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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规范，使练习者在练习的过程中，无时无刻都在

感受着太极拳的魅力。

2 结语

身体社会学强调，任何关于结构与个体行动困境的

解决方案都应深入考虑反思性自我在其中的体现，反对

将身体简单化地还原为纯粹的物质存在，认为身体本身

具有能动性。尽管身体存在客观限制，但人们可以通过

身体的表现和活动，展现出特定的身体管理方式，并进

行各种社会实践。身体不仅是存在的载体，也是个体行

为的表达方式。

在太极拳中，身体的表现形式通过“神、形、息”

三方面有机结合，体现了一种有序的躯体管理。太极拳

将传统的思想文化与拳法套路之间的关系紧密连接，将

身体的各种动作和意图秩序化并形成规律，这一过程赋

予了身体更深的意义和能动性。太极拳的每一个动作背

后都融入了哲学与文化的智慧，使身体不仅是技术的执

行者，也是思想的承载体。

我们祖先对于用一套拳法将系统化，变成一种实践

性强的身体展演方式，当人处于该系统之中对自我的感

知也会大大增强。因此在习练太极拳时，不仅可以感受

中国武术的魅力，还可以通过理论学习感受到中国传统

思想文化的魅力。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太极拳不止是老年

人用来养生健体，更多的年轻人对其的关注也大大增强，

在国外也有一群太极迷，他们被太极拳对身体的整合所

吸引，享受在身体活动的同时还可以调节呼吸以及养神

集气。

本文从身体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太极拳文化

与其背后的体育现象，并论证了身体社会学理论对理解

体育运动行为和思想的有效性。通过分析太极拳，以及

身体在体育运动中的能动性和社会对身体的建构作用，

为理解具体体育现象背后的深层社会背景提供了新的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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