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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入奥并非武术发展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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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武术和奥林匹克运动无论是从起源或发展轨迹、民族性格和哲学思维，或是从具体操作看，

都是两个难以相容的主体，北京申奥成功与武术入奥、武术发展并不能画上等号，为求进入奥运会而削足适履

的武术项目不利于中国武术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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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ing Wushu into the Olympic Games is not the best choice for Wushu development
WANG Yong，WEI Jing-wei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Luoyang Teachers Institute，Luoyang 471022，China）

Abstract：Chinese Wushu and the Olympic Games are two entities hard to be compatible no ma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rigin or development track，national character and philosophic thinking，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cific operation . Bei-

jing’s success in applying for becoming the host for the Olympic Games does not equal to introducing Wushu into the

Olympic Games or Wushu development . It is not conductive to the spreading of Chinese Wushu all over the world to modify

Wushu events for the purpose of being introduced into the Olympic Gam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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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我国政府及民众对武术入奥 充

满期待。“一旦我国 荣 获 承 办 奥 运 会 的 资 格，可 能 武 术 进 入

奥运会容易得多”［1］。有 研 究 者 拟 奥 运 会 为 天，拟 国 人 武 术

入奥的努力为人，言人定胜天［2］。2003 年五大太极拳流派名

家会聚郑州举办“太极拳支持武术进奥运万人签名活动”［3］。

2004 年全国政协体育组委员全体签名通过提案，希望党和政

府对武术申奥工作 继 续 给 予 关 怀 和 重 视，建 议 北 京 市 政 府、

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把武术申奥工作作为北京 2008 年奥运会

的一项重要工作，国务院各职能部门和各级政府配合武术申

奥给以大力支持和 做 好 宣 传。武 术 运 动 在 中 国 的 最 高 管 理

机构也因势利导，“促进武术成为奥运会项目，是我们向国际

推广武术所 要 完 成 的 一 次 飞 跃，是 竞 技 武 术 发 展 的 最 高 目

标”［4］，武术入奥俨然已成为一项国策。一时间，武术入奥似

利箭在弦，事在必行，势 在 必 得。更 有 研 究 者 绘 制 好 世 界 武

术比赛用的场馆蓝图，设想每个会员国都会有一座中国古建

筑式的练武或比赛馆，创造良好的竞技效益和社会效益［1］。

然而，北京申办第 29 届奥运会成功了，武术项目却不能

进入奥运会。据《广州日报》报道，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柏林

会议上，国际奥委会 只 审 查 了 高 尔 夫 球、轮 滑、橄 榄 球、空 手

道和壁球 5 个项目，武术连候补的资格也没有排上［5］。据新

华社 2005 年 7 月 8 日电，国际奥委会第 114 次全会在新加坡

召开，国际奥委会委员 对 28 个 夏 季 奥 运 会 项 目 逐 一 投 票 表

决，结果棒球和 垒 球 项 目 被 裁 减 出 2012 年 伦 敦 奥 运 会。在

橄榄球、高尔夫球、空手 道、壁 球、轮 滑 等 5 个 申 请 项 目 中 选

择递补时，没有一个项目获得通过［6］。

在罗格主席一贯坚持原则的作风下，在奥运瘦身的态度

越来越坚定的背景下，利用东道国在增设项目的默认无效情

况下，人们有必要好好对武术入奥的利弊进行思考。

1 中国武术和奥林匹克运动难以相容

“中国武术就它丰富的内容、多彩的形式、独特的风格和

深邃的意蕴，堪称一 个 东 方 的 体 育 大 系，可 以 与 西 方 崛 起 的

奥林匹克并肩媲美”［7］。但是中国武术与奥林匹克运动恰如

两股道上的快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体育系列。

就起源和发展来看，中 国 武 术 起 源 于 先 民 增 强 体 质、增

进健康、迎击强敌和延年益寿的需要，并经漫长的体育实践，

总结积累了丰富的 实 践 方 法 和 理 论，它 和 中 国 的 历 史、文 化

背景密切相关，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和特色。奥林匹克

运动则历经 古 希 腊 时 期、文 艺 复 兴 和 近 代 体 育 手 段 形 成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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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视体育为德智体 之 全 面 教 育 之 一 部 分，而 后 形 成 的 独 具

特色的竞技文化。

从地理环境和民族性格以及哲学思维基础来看，中国属

于内陆型国家，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

境，孕育了华夏民族 以 农 耕 经 济 为 主 体 的 经 济 生 产 形 态，生

活环境稳定，人民性格清静淡泊、自然调和、神形统一。武术

产生于这样传统的农业文化氛围中，深受农耕经济孕育的和

平大一统文化的影 响，受 太 极、阴 阳 五 行、八 卦、天 人 合 一 等

浸染颇深，整体直观的思维特点明显。奥林匹克运动诞生地

古希腊地处亚、欧、非交界处，土地贫瘠，大多不宜农耕，且三

面环海，内部回旋余地小。海上贸易和对外殖民成为他们谋

生的必不可少的活动，其民思变好动，勇于竞争冒险，其运动

深受偏重分析、注重还原分解的哲学思维影响。

就其体育具体操作 来 看，中 国 武 术 强 调 整 体 兼 顾，奥 林

匹克运动偏重还原 分 解；中 国 武 术 重 在 健 神 练 意，奥 林 匹 克

运动重在健形练体；中 国 武 术 以 自 然 而 然 为 原 则，奥 林 匹 克

运动以主观超越为 原 则；中 国 武 术 在 于 整 体 调 节，奥 林 匹 克

运动在于局部调节；中 国 武 术 依 赖 内 省 体 悟，奥 林 匹 克 运 动

依靠量化指标［8］。

可见，无论是从起源 或 发 展 轨 迹，从 民 族 性 格 和 哲 学 思

维，或是从具体操作 来 看，中 国 武 术 和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都 是 两

个系列的主体。

透过对东道主热情的客气，国际奥委会其实用平平淡淡

的行动表达了对武术入奥的态度，奥运会并非如我们所想所

愿的那样像武术需 要 奥 运 会 那 样 热 切 地 需 要 武 术。国 际 奥

委会固守其奥运设项的标准，除了在全球的普及度和代表性

等硬性指标外，其项 目 的 固 有 特 点 具 备 西 方 化 竞 技 性 质，如

强烈的外在表现、局 部 技 能 鲜 明、超 越 竞 争 和 训 练 的 具 体 性

等，中国武术偏重自 我 修 养、整 体 和 谐 以 及 抽 象 的 武 德 武 道

的追求。当然，按照中 国 武 术 改 造 的 力 度 和 速 度，弥 合 差 距

的一天应该不远，只是不知道到那时中国武术还称为中国武

术是否合适。“穿着 唐 装 的 拿 着 刀 枪 棍 剑 的 西 方 体 育”、“四

不象”、“东方的体 操”、“不 伦 不 类”、“武 术 舞 蹈 化”等 批 评 之

声并非毫无道理。

假若认可中国武术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认可中国武

术是内容丰富、形式 多 样、风 格 独 特 和 意 蕴 深 邃 的 东 方 体 育

大系，就不能单与柔 道、跆 拳 道 等 东 方 体 育 项 目 早 先 的 进 入

奥运会相提并论。中 国 武 术 和 奥 运 会 的 关 系 是 东 西 方 两 种

典型文化之间的关系，尽管奥林匹克文化是当今主流的强势

的体育文化，但不影响两种文化同时存在的事实。文化可以

冲突，其结果有时是 一 种 文 化 完 全 消 灭 了 另 一 种 文 化，有 时

是一种文化为另一种文化所同化或吸收，有时是多种文化并

存，乃至在它们相互刺激、相互借鉴、相互交流中创造出另一

种新的文化［9］。那么武 术 入 奥 从 文 化 冲 突 的 视 角 来 看 又 属

于上述哪一类呢？是消灭、是同化还是并存？若讲中国文化

对世界的贡献，中国 传 统 武 术 存 在 本 身 就 是 贡 献，而 不 是 将

自己摇身变作对方，将自己全盘捐献出去。

中西方文化的撞击 并 不 独 体 育 所 有，中 西 方 音 乐、中 西

方绘画、中医和西医就是现成的例子，其相互借鉴明显可见，

可从未有一方入驻对方的举动。

2 武术入奥弊大利小

2 .1 武术入奥之利

奥运会是当今世界 规 模 最 大、项 目 最 多、层 次 最 高 的 国

际竞技体育运动会，是融合全世界体育之精华的社会体育运

动。世界是全世界的 世 界、多 元 化 的 世 界，文 明 是 全 人 类 共

同创造的，各 民 族 都 为 此 做 出 了 贡 献。 东 方 文 化 和 西 方 文

化，同为先进发达的人类文化，是无所谓优劣的，不应该厚此

薄彼，只有相互借鉴，取 长 补 短，才 能 共 同 繁 荣，任 何 偏 重 都

是不完善的，不利于 人 类 文 明 的 前 进。奥 林 匹 克 要 完 善，势

必要让出本应该属于东方体育的位置，让中国武术走进奥运

会，在 全 世 界 体 育 占 有 一 席 之 地，符 合 奥 运 会 发 展 的 要

求［9 ～ 10］。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一 个 体 育 项 目 一 旦 进 入

奥运会，成为奥运会 的 正 式 比 赛 项 目，那 对 于 它 所 代 表 的 国

家及国家的文化所带来的全球性的宣传效果，是任何广告和

传播媒介所不及的，它 在 传 播 本 国 文 化 的 过 程 中，将 成 为 促

进国家经济 增 长 的 催 化 剂，最 终 受 益 的 将 是 整 个 国 家 的 人

民。

研究者认为，中国武术文化和奥林匹克文化有许多吻合

的地方，最普遍的研究结果认为，对社会及人的作用相吻合，

奥林匹克“人的和谐发展”和武术对人的发展作用相一致，奥

林匹克榜样的力量 与 武 术 发 展 过 程 中“侠 士”的 社 会 作 用 相

同；奥林匹克运动与 武 术 发 展 过 程 中 产 生 的 社 会、民 族 凝 聚

力相一致；现 代 武 术 发 展 与 奥 林 匹 克 未 来 发 展 方 向 相 一 致

等［11］。此外，中华武 术 近 年 来 依 照 规 范 化、科 学 化、社 会 化

和国际化发展，产生 了 一 些 突 出 的 成 果，如 竞 技 武 术 的 形 成

和规范化，就是武术 与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相 融 合 的 产 物，是 武 术

吸收奥运竞赛模式，提炼出的一种既能充分体现传统武术特

色，又利于充分发挥个人体能和技能并适于竞赛的竞技武术

体系。

2 .2 武术入奥之弊

“武术的内容丰富 多 彩。但 要 进 入 奥 运 会，就 不 能 全 部

进入，只能是武术的一部分———竞技武术进入奥运会。即使

是竞技武术，也只能 是 其 中 一、二 个 项 目 进 入 奥 运 会”［1］，第

七任中国武术协会主席李杰先生的意见当然只是其中之一，

其实无论是以竞技武 术 之 散 手 形 式 或 套 路 形 式 或 两 者 相 结

合的形式进入奥运会，其对中国武术乃至中国文化的代表性

都非常有限，何以能 体 现 武 术 集 中 国 哲 学、美 学、心 理 学、中

医学、伦理学、兵法于 一 体 的 丰 富 内 涵。最 能 代 表 中 华 文 化

的部分无以进入，可 能 进 入 的 又 未 能 代 表 中 华 文 化，这 样 的

尴尬举措何以能起到推广武术及文化之作用呢？

武术入奥的利益人们最能设想，武术入奥的害处人们却

不大认可，但它却不依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存在。为适应入奥

的要求对传统武术的改造和设想林林总总，有时几乎令武术

面目全非。如用“奥 卡 姆 剃 刀”对 传 统 武 术 进 行 现 代 化 文 化

手术，太 极 拳 练 习 者 单 练“十 三 式 ”，形 意 拳 习 者 专 练“ 五

行”［13］。如以套路和散手相结合的形式步入奥运 会，使 武 术

运动员做到 既 体 会 到 内 外 双 修、形 神 兼 备，又 尽 量 做 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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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更高、更强”［2］。若将 各 种 拳 术 如 长 拳、南 拳 乃 至 各 种 其

他拳术综合成一个项目———拳术，将刀术和剑术合并成一个

新的短器械项目［14］。这为入奥而作的种种改造已经 使 武 术

的发展方向变得混乱，对传统武术的影响显而易见。且不论

这样改造之后传统 还 能 保 留 多 少，即 使 传 统 武 术 得 以 保 留，

也必然会因人力、物力的分散而受到伤害。

3 武术发展要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

遗产，武术就是其中一部分，武术承载着历史，武术承载着中

华文明，所以作为国 技，武 术 当 之 无 愧。武 术 作 为 中 华 传 统

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华文明积淀的结果，当然，传统不是固化

的，“传统是一个发 展 的 范 畴，它 具 有 由 过 去 出 发，穿 过 现 在

并指向未来的变动性。随着社会历史的演变，传统的内涵也

在不断地丰富和变化，它原生文明因素由于吸收了其他文化

的次生文明因素，永无止境地产生着新的组合、渗透和裂变。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可塑的东西，

它就在我们面前，就在作为过去延续的现在”［15］。在 中 国 武

术发展历程中，变革 和 创 新 一 直 是 它 的 主 题 之 一，中 国 武 术

正是在继承传统的 基 础 上 创 新 变 革 而 走 至 今 天。新 中 国 成

立后，中国武术也有 过 繁 荣 期，但 随 着 西 方 竞 技 运 动 特 别 是

奥运会在全 球 的 昌 盛，传 统 体 育 包 括 中 国 武 术 受 到 极 大 冲

击，有边缘化的倾向和危险，这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也是

全球体育文化发展的必然。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奥 运 会 获 得 巨 大 的 成 功。在 其 推

动下，许多单项运动 获 得 长 足 的 发 展。在 此 背 景 下，把 武 术

入奥寄托于申奥成功，把武术发展寄托于武术入奥成功的逻

辑链就此形成，但缺 乏 冷 静 的 思 考 论 证。须 知，北 京 申 奥 成

功≠武术入奥成功，武 术 入 奥≠武 术 发 展，武 术 发 展≠武 术

走向世界，武术的推 广 发 展 是 一 个 系 统 工 程，走 向 奥 运 显 然

不是唯一的途径，更不是最佳的途径。

武术发展寄托于武术入奥这种毕其功于一役式的定位，

对武术发展有害，对内可造成武术界思维混乱和一定程度的

分裂，对外易形成敌 对 态 势。所 以，对 武 术 的 发 展 应 有 更 加

系统更加审慎的考察和规划，把它放在世界文化的范畴去考

察，抛却大国虚荣心的干扰，抛却急功近利赌博式的思维，这

样，中国武术必将获 得 更 大 更 长 远 的 发 展，拥 有 更 辉 煌 的 明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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