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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武术的文化生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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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武术的文化生存力进行研究。从武术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的变迁、西方体

育文化主流地位的确立与冲击、武术自身传承方式的制约、武术与奥运会融合的艰巨性 4个方面深入剖析了

导致武术文化生存力削弱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坚持从客观的视角看待武术文化的生存状况；坚持从

文化遗产的高度定位武术的“文化性”；坚持从自身的项目特色继续革新武术的“技击性”等，是增强武术文化

生存力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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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studied the survivability of Chinese Wushu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profoundly analyzed the causes for the weakening of the survivability of Wushu culture in such 4 aspects as the 

change of social environment which Wushu depends on for survival,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act of the 

mainstream status of western sports culture, the restriction of Wushu inheritance mode, the tremendous difficulty in 

blending Wushu in Olympic Games. Based on his study, the author concluded that i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boosting the survivability of Wushu culture to treat the survival condition of Wushu culture from an objective 

perspective, to define the “cultural nature” of Wush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 continue to 

innovate in the “martial art nature” of Wushu based on the event features of Wushu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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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面对世界范围内休闲体

育的流行与发展，中华武术并未迎来理论上的繁荣，相反，

其被边缘化的趋势却一直在延续。当前，关注武术文化的生

存力问题，是理论研究、实践探讨的重要课题。 

 

1  关注武术文化生存力的必要性 

所谓“武术文化生存力”，是指武术文化形态在特定的

社会关系中保持其存在的能力。武术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

置身于全球化系统中，只有其内部价值体系与外部的社会环

境处于和谐的动态平衡时才能生存。倘若这种平衡状态被打

破，而又不能及时进行调整，并在新环境中寻求新的平衡，

那么，它就会处于生存的危机之中。当前，关注武术文化的

生存力问题非常必要。 

1.1  中华武术文化被边缘化问题不容回避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武术革新、发展、争论与批判

倍受国民的关注，然而，武术至今还没有找到解决困境的具

体办法。相应的，练习武术的人群的专注力度受到不同程度

的削弱；老一辈的拳师正在悄然离去；传统武术被遗忘仍然

在继续；武术的发展战略依然不够清晰⋯⋯不必讳言，武术

正面临着社会环境、发展理论、人才等多方面的问题。2005

年 4 月 1日《中国青年报》刊发的《失落中的中国传统武术：

武术被跆拳道踹出都市时尚》一文中指出：“人大武术协会

推出传统武术免费班，却无人问津。而在北京东二环沿线不

到两公里，租金极昂贵的区域，却聚集了超过 4家跆拳道馆，

且家家门庭若市⋯⋯”[1]可见中国武术生存问题已不容回避。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武术生存危机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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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林建华教授[2]指出：“目前，普通高等学校的武术教学情况

不容乐观，选修武术的学生人数日益减少，学校武术活动大

不如以前⋯⋯”丘丕相教授[3]指出：其一，竞技武术与传统

武术的分离；其二，精英武术与大众武术的混同。武术还具

有“入门很难，学好不易”的特点，这致使普通学校师资无

从解决，“教师不能教，学生不爱学”的怪现象也就相继出

现；其三，学科与项目发展的脱节；其四、对“传统”的认

识误区。从不同层面剖析了武术发展所存在的现实问题。郭

志禹教授[4]认为：1）武术的套路运动和对抗运动是两种模式

分离；2）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观念和需求

发生了很大变化；3）中小学武术难以开展。马明达先生[5]

强调：武术学科的内涵及外延的界限至今并没有得到明确。

卢元镇教授[6]也指出，至今还没有发展武术的好办法。 

1.2  中华武术文化的价值体系不容抛弃 

武术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直到今天也没有被历史淘

汰，说明武术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武术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其运动形式、技术特征、

价值理念、发展历史，无不折射出我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过程。

武术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以冷兵器

为主的兵器时代，武术的技击价值较为突出，而在当代社会，

随着休闲体育时代的到来，武术的价值更不容忽视。具体表

现在： 

(1）修心、健身价值。近年来，在相关太极拳运动与慢

跑、体操等常见健身项目的对比研究中，都得出太极拳运动

优于其他项目的结果。武术运动对场地、器材要求较低，较

少受气候与天气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武术运动追求的“尚武

崇德”、“刚柔并济”等除了可以健身强体外，还可以修心养

性调心。 

2）教育、观赏价值。武术文化内涵丰富，不仅可在练

习中培养吃苦耐劳、持之以恒等优良品质，而且可体验生活

哲理，提高个人修养，具有很强的教育价值；同时，武术运

动还是一项动作优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体育运动，

有着较强的观赏价值。 

(3）经济价值。一方面，武术文化的传播可以直接为传

播者带来经济收入；另一方面，武术运动的职业化、产业化

等可以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4）超越价值。武术运动一直被公认为“绿色运动”，

它以人体自身的和谐发展为目的，以达到“天人合一”的终

极目标为最高追求，突出以人为本的健身理念，体现出很强

的人文关怀。 

1.3  关注武术文化生存力是武术全面复兴的应有视角 

武术文化生存力的提出，表明武术文化生存方式的转

向，以及武术发展需要进行全面反思的现实。武术不是为了

竞争而生存，相反，竞争的目的是为了武术更好地生存，武

术生存的理由是因为它有存在的价值。 

在全球化趋势下，各种文化交融态势上升，针对武术近

十几年来的发展，笔者认为，武术当前最为需要的不是一味

地强调融入世界体育之中，而应该回过头来正视自身的发

展。中华武术应该有勇气、有信心按照自己的特点进行价值

判断，根据需要进行传承与革新。 

从价值角度看，生存力比竞争力更为根本，二者的价值

趋向并不总是一致。事实上，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历史潮流

下，武术文化与其它体育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的你死

我活的关系。这是当前国人更应该关注武术文化的“生存

力”，而不必一味强调其“竞争力”的根本原因。关注武术

文化生存力是武术文化复兴的应用视角。 

 

2  导致中华武术文化生存力减退的原因 

2.1  武术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的变迁 

尽管武术的起源问题还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观点，但有一

点可以肯定，秦汉以来，中华大地上所出现的北方草原的游

牧文化、中原定居的农耕文化、南方山地的游耕文化的大格

局，以及伴随着我国社会的漫长变迁，这三种主要文化不断

地交流融合，逐渐形成的以农耕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中原文明
[7]87，无疑是孕育武术不断成熟、发展的沃土，是促成中国武

术的技击性与文化性价值不断充实和完善的基础。因此，在

我国古代社会，武术用于军事上的技击价值以及用于民众日

常生活中的修身、健身、娱乐的文化价值是相当实际与突出

的。中华武术正是依托其在冷兵器时代的技击价值，以及我

国农耕文明相对较为稳定，休闲的社会背景而发展壮大。其

价值体系、传承方式都非常适合我国的古代社会背景，尽管

武术由于政治关系，在我国古代社会也会受到不断的制约，

但总体上来说，武术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是其它运动项

目所无可替代的。 

然而，明清两代，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巨变的重要时期，

当封建王朝封闭国门，陶醉于“十全武功”之时，远在西端

的欧洲诸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正悄然兴起。“产业

革命催化国际分工，资本以其魔力无穷的巨掌将全世界卷入

商品流通的大潮中，宗法农业社会的中国也在劫难逃。中西

方的冲突已成为不可避免之势。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

以血与火的形式把中国文化推入了一个蜕变与新生并存的

新的历史阶段”[7]85。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场冲突中，中国

很多文化遭到冲击。中国武术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进入现代社会。 

现代工业的发展，直接挑战武术用于军事的技击价值；

武术的那种言传身授、坐以论道等低效率的传承方式，以及

武术运动注重和谐、注重过程等的文化价值，加之近代以来

西方体育的强势侵入，我国武术发展战略的一再失误，使中

国武术的生存方式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生存的根基在

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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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西方体育文化主流地位的确立与冲击 

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自身生活质量

的要求不断提高，人们参与体育锻炼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

加。所以，今天我们讨论武术文化的生存危机，在一定的程

度上是相比较西方体育快速发展而言。 

纵观近代西方体育史，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探索中，逐渐

形成的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竞技体育，不论是从运动形式、

产业形态还是文化理念上，都迅速地蔓延到世界各地，并为

世界各个民族所接受、所推崇。这种由体育经济全球化所带

来的体育文化全球化趋势，是我们所无法抵制和避免的，在

这种西方体育受到普遍认同的全球化环境下，我国的民族武

术文化何去何从，必然会成为困扰国人的严峻话题。 

2.3  武术自身传承方式的制约 

长期以来，“重文轻武”主导着我国“修身”的主要价

值趋向；悠闲、平静的农耕生活形成了武术“坐以论道”、

“言传身授”的师徒式的低效率的传播方式以及门派林立、

相对保守封闭的狭隘传承模式。所以，在我国古代社会里，

武术的传承方式较为保守和原始，从而导致了有文字功底的

人很难能得到“真传”，而得到“真传”的人又不一定有能

力和兴趣去记载的局面。而且，直到近代社会，这种传统仍

然没能得到根本的改变。 

所以，从整体上看，武术的传播方式极为不利于武术文

化的世代传承。以武术文字的记载为例，就是一个零散、动

荡、不稳定的历史。具体总结，在中国古代武术文献的记载

方面，大致经历了先秦和明清两个黄金发展期、秦汉至宋元

期间的低迷期，以及近代中华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动荡

期。纵观全局，仅仅是一个断断续续的过程[8]。 

我们都知道，在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古代文献

中，武术文献资料相当匮乏，正如马明达先生[5]指出：在素

称浩瀚的我国古代文献中，武术书籍寥若辰星，而零星材料

散藏在书海之中，研究者不胜翻检搜求之苦，所得总是很有

限。在有限的文献资料里，“当你比较系统地接触了武术文

献后，你一定会发现，属于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讹传、错乱、

缺漏、自相矛盾之类；属于观念性的问题，比如附会、夸大、

怪诞之类，比比皆是，随处可见。而且种种情形大有越往近

代越严重的趋势。” 

正是由于武术的这种自身传承方式的制约，武术在进入

近代社会，就显得多争议、缺支撑，特别是在全球化快速变

换的趋势面前，日益显现出自身的保守。 

2.4  武术与奥运会融合的艰巨性 

中国武术从20世纪90年代后为进入奥运会所做的一系

列努力，是应该肯定的。奥运会作为西方现代竞技体育的代

表，其发展机制相当成功，中国武术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世

界体育大家庭中的一员，渴望通过奥运会的平台展示自己，

加强自身的发展，其用意无可厚非。但当我们回过头来，面

对我国传统武术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统一的竞技化模

式所造成武术发展前景的扑朔迷离时，往往会有一种得不偿

失的感觉。当前，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武术与现代西方竞技体

育的交融，确实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一方面，中国传统武术以完整的运动技术系统、博大精

深的理论体系、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著称于世。中国武术追

求“和谐”，讲究人体各部位上下、前后、内外、表里的紧

密配合；讲究动作之间的对立制约、互相作用、消长平衡，

从而在“精、气、形、神”等方面达到高度的协调一致，达

到身心兼修的锻炼目的。而现代西方竞技体育则是以人体生

理学为基础，把复杂的生命活动简单归结为机械运动或物理

运动、化学的变化，追求量化、市场化和可操作化。这两种

不同体系的体育文化可以说是区别明显、各有所长，实现两

者的融合与对接，其可行性和必要性尚需商榷。 

另一方面，奥运会是现代西方工业化社会发展的产物，

在项目的形成过程中，其他民族体育参与的较少，有着非常

强烈的西方特色，而且现在正处于鼎盛的发展时期。中国武

术要想成功地融入奥运会，就必然对奥运会原有的游戏规则

提出挑战。而现实只能是中国武术大幅度的让步。 

所以，中国武术与奥运会运动项目之间，不论在运动技

术特点、文化理念，还是在最终的价值追求上，都存在着非

常明显的差异。中国武术与奥运会要想融合在一起，就必须

对奥运会的放大，需要两者都做出让步。这在目前来说，有

着相当大的难度。 

因此，中华武术想借助“奥运快车”实现自身跨越发展

愿望，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 

 

3  增强中国武术文化生存力的选择 

当前，该如何增强武术文化的生存力，提升中华武术文

化的综合竞争力。笔者认为，中华武术的文化性、技击性的

核心价值仍然没有改变。 

3.1  客观看待武术文化的生存状况 

20 世纪对中国而言，主要面临的是如何摆脱自身落后

贫困的处境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此而主要

视为一个需要扬弃改造甚至割断抛弃的负面遗产[9]。对于中

国民族传统体育来说，更是一方面承担着摆脱“东亚病夫”

的民族使命；另一方面面临着自身现代化改制的生存选择。

在这种背景下，近代以来中国武术文化处于被动状况难以逃

避，当前，国人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看待当前武术文化

生存力不强问题。 

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武术文化发展相对滞后、

发展理念相对保守，需要积极地借鉴西方体育的成功经验，

需要与西方体育展开全面的对话与比较；另一方面，我们更

应该重视武术文化自身的发展历史、项目特色、生存前景及

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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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从文化遗产的高度定位武术的“文化性” 

2004 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正式建立，2005 年 7 月，

中国政府宣布将在海外成立 100 所孔子学院，近期国内部分

高校又相继传出筹建国学院系⋯⋯这一系列信息，都表明了

新一轮的国学研究热潮正在悄然兴起和稳步发展。在这一时

代潮流中，中华武术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该如何充

实自身的文化性，进行全新的武术发展战略，备受关注。 

然而，在对武术文化性的研究（主要通过书刊查阅、期

刊查询和专家访谈）中，竟然很难找到较为明确的针对“武

术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是说，尽管中华武术的“文化性”

无人置疑，可我们平时所认识的“武术文化”概念极为宽泛

和模糊，对武术文化的范围、层次缺乏系统的研究论证。其

文化特质、文化价值体系的发掘和宣传较之日本的武士道

（当然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国春秋战国以前武士道精神也很

强盛）、印度的瑜珈等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从某种程度上

说，我们对于武术文化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技术层面。因此，

借助国学热，对中华武术的发展历史、生存的社会环境，以

及以“武德”为核心的武术精神层面进行研究，是解决武术

复兴的首要任务。 

(1）要确定武术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之一，弄清武术的

发展历史，从文化传承的高度来定位武术的发展。根据《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优秀的武术遗产完全符合该

《公约》的定义精神，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行动，尽快确

立武术属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 

(2）要主动寻求与“国学”研究领域相关研究人员的合

作，鼓励和呼吁更多的学者关注并参与到对中华武术“文化

性”的研究当中，发掘武术的文化性。 

3.3  从自身的项目特色继续革新武术的“技击性” 

当代社会，休闲体育开始越来越多进入人们的生活，并

成为世界流行体育之一。休闲娱乐展现着体育的趣味和魅力,

吸引人们广泛参与。而休闲体育重要特征是“个性化的多样

选择，满足人们的各种趣味。旧时期的那种自上而下强制性

整齐划一的运行机制将步履维艰”[10]。 

休闲体育的流行毫无疑问给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博

大精深为特色的中华武术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当然，这

种良好的机遇需要合理的引导和开发，对于以“技击性”为

核心的武术技术内涵，我们该如何用现代文明的方式将其表

达出来，以满足个体多样化的锻炼需要，仍然是摆在我们面

前十分艰巨的任务。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1）必须明确武术文化在当代的健身、修心的价值，明

确武术在服务我国全民健身、服务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中能够

发挥的作用，把我国内容丰富的传统武术运动形式发掘出

来。 

(2）继续进行现代竞技武术的革新与探讨，不停地开

发中华武术运动的新内容、新形式。关于这一点，笔者以为，

竞技武术在技术层面的创新必须以发扬武术的“技击性”为

基础，努力探讨武术“技击性”的文明表达方式。当然，表

达武术的技击性，不可能再是战场上的拼杀，也不能等同于

擂台上的比武、比赛、表演。我们应该努力创造出更多的、

更为休闲的“技击性”的表达方式。武术要借鉴拳击、射箭

类项目，当采取合理的措施，允许其攻击性得到合理的转化

时，就能够得到现代社会的认同。 

(3）我们要有勇气、有眼光对我国众多的武术内容进行

选择和提炼，在发扬优秀武术运动形式的同时，也要有勇气

对不科学、不合理的武术内容加以批判和抛弃。这样做的前

提，是我们充分地掌握并理解我国传统武术的基础上，千万

要避免良莠不分、鱼目混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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