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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竞技武术技术的异化、传统武术练法的遗失是武术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文化是现

今武术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武术具有的文化使命和“文化立国”战略的指引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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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中国武术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中国武术的

发展经历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技击功能、健身功能、

教育功能、文化功能。随着文化在当今社会的价值突

显，如何从文化的视角对武术发展的路径进行探索，

也就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1  武术发展的文化需求 
武术的名称在历史上各不相同，夏商周时期称为

“拳勇”、“手搏”、“角力”或“斗勇”；春秋战国时期

称为“技击”、“相搏”或“手战”；秦汉三国时期称为

“武艺”、“角抵”或“手格”等；两晋南北朝时期称

为“讲武”、“武艺”、“相扑”或“拳法”等；隋唐时

期除了上述名称以外，又出现了“拳捷”、“试扑”的

名称；宋元时期又出现了“摔跤”和“打套子”的名

称；明清时期又增加了“白打”、“使拳”、“使艺”、“拳

法”、“把式”、“对力”或“对拳”的名称；自近代以

来才称为“国术”、“武术”、“国技”、“把式”或“功

夫”。纵观不同时期的武术名称，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

共性就是人们十分重视武术的“使用价值”，充其量只

是将武术作为人们搏斗的工具，很难从中悟出武术内

在的文化意蕴，近代将这一独特的中华民族身体展演

方式命名为“武术”，显然与这一思想一脉相承，因为

“术”在《说文解字》中释为：“术，邑中道也”。 

“武术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1]，技击作为武

术的本质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但是技击显然不是

中国武术所特有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

特的技击表现方式，如巴西的柔术、日本的相扑、韩

国的跆拳道等。但蕴含在中国武术中的传统文化是特

有的，中国古代哲学和各种传统文化是武术各流派产

生、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传统武德与民族精神成为体

现中国武术文化属性的重要方面。随着时代发展和社

会进步，武术的技击功能总体上趋于弱化，随着文化

价值、软实力等概念话语的勃兴，武术文化研究已经

成为众多学者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尤其在非物

质文化遗产大行其道的当下。“一切文化的竞争，其胜

负主要决定于形式和规格的转换是否切合社会大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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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需求，决定于规格是否有利于其生存和发展”[2]。

“通过中国传统武术的学习体现了中国人对于‘道’

的追求……是习练者通过练习武术而获得的一种超越

性生命体验和人生价值，以及对天道自然、宇宙万物

生化之理的体悟和体验，是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

良好载体”[3]。由此看来，中国武术的发展应该需要具

有开拓的思维，只有大力开拓武术内在的文化属性，

为人类的武术消费活动贴上文化的内涵才能为武术的

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因为仅仅持有技击和健身这

一实用价值并不能使武术具有必选的价值，只有文化

的不可代替性才能使武术发展长盛不衰。 

 

2  武术发展的现实困境 

2.1  武术技术的异化 

近年来，我国竞技武术运动发展较快，并取得令

人瞩目的成绩，但是高速发展下的技术发展发生偏离。

武术是以攻防技击为主要技术内容、以套路演练和搏

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4]。

攻防技击性也就成为中国武术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

决定了武术动作规格的基本依据，武术的力法讲究刚

柔相济同样也是由其技击特点决定的[5]，但是不可否认

的是随着武术体育属性的增强，武术的攻防技击价值

有一定的淡化，但技击仍然将作为武术技术的基本特

点而长期存在[6]。现代竞技武术套路的发展，在攻防技

击上的特点日益淡化，表演化的倾向日益严重，许多

舞蹈、体操的动作时常出现在现代竞技武术套路中。

另外在一些套路中还出现门户大开的“直立大开步”

等与攻防技击原理相违背的技术动作；腾空摆莲单脚

起跳逐渐变化为双脚起跳；为了达到难度动作稳定性

的要求，许多运动员全然不顾太极拳中基本的“尾闾

中正”要求，“低头猫腰”动作时常出现在赛场。散打

技术动作也逐渐脱离了传统武术的本质，与西方搏击

类项目愈发接近，成为一项西方搏击与中国式摔跤相

结合的体育运动项目，其内在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则

很难有所体现，这些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审视竞技武术

技术发展的合理性。“体育技术化模式的发展使人类原

来建构的东西：体现人类不断进取的精神和超越自我

的理念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种破坏是以人们将体育

价值目标转向为超越人体运动极限，并 终转向为打

破量化的记录和获得优胜为基本内涵的价值目标，从

而使得体育越来越注重对功利性结果的追求，而忽视

或遗忘其原本承载的价值。所以，技术化的发展使得

体育价值体系与其本意产生了严重的背离现象，并

终使其自身陷入了种种的人文困境之中”[6]。竞技武术

的技术体系对“精神气力功”的追求演变为高度、角

度、速度等的追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化产物，如

果武术技术失去了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传统文化的

浸润，武术的攻防技击性本质将进一步褪化， 终将

使武术失去其存在的传统理论基石。 

2.2  传统武术练法的遗失 

中国武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体系

庞杂，其间形成了众多的门派与流派，区分各门各派

的依据除了外在的表现形式，还有内在的练习方法。

这些练习方法是伴随着中国武术逐渐“适应”和成长

而凝聚下来的精华。而现在这些传统的练习方法逐渐

无人问津，难寻踪影。习练大枪的人们逐渐将注意力

转向了外在的“形”，而忽略了内在的“功”，这是中

国武术发展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现在的武术教学和

训练中，往往过于注重外在的“形”的练习，而忽视

了内在的“法”的练习，造成的后果就是练习方法的

“大一统”，“南拳长练”将成为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概括了中国武术练

习的基本要求，而这看似简单的 10 个字，实则包含了

中国武术由外练到内练的质的转化，而这一转化也正

是其功力逐渐长进的变化过程，是感悟中国文化的渐

进的过程，是“得道”的必然阶段。外练主要是对现

代人体解剖学所说的骨骼、关节、肌肉的锻炼，而内

练常涉及到精、气、神的问题，传统武术中精、气、

神的体现正是中国武术的魅力之源。现今武术发展侧

重外练，旨在锻炼人体的速度、力量、耐力等身体素

质，并不断地把这些素质推向极至，而传统武术内练

的练习方法，如桩功、练气等方法在武术竞技化大潮

中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2.3  武术习练重“术”轻“文” 

武术技术动作蕴含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由“术”

及“道”是中国武术历来的追求，但是现代武术教学

与训练仅仅注重“术”的教导、感悟，习练者往往习

练多年，也不知其历史渊源与文化意蕴，仅仅是师父

教导“就这样练”。缺少传者主动积极的诱导，受传者

往往处于被动、消极甚至无助的局面，这一做法除了

会增加武术的神秘感，也会加重武术的工具性价值，

而忽视其文化内涵。 

2.4  武术消费环境的制约 

“拳打卧牛之地”用来形容习练武术不需要较高

的场地设施条件，随便找一个空地就可以舞刀弄枪，

如此的习练环境反映了武术的民间性、普遍性，但同

时也可能致使武术不能登“大雅之堂”。我们知道西方

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时尚文化离不开传媒与资本，

也离不开一定的消费环境，如马术需要良好的马匹和

外在的习练场所，高尔夫需要齐整的装备和漂亮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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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即使同为东方文化的印度瑜珈在流行全球后仍然

需要良好的瑜珈馆，瑜伽习练的环境较为幽雅、宁静、

舒适，为的是给予消费者以文化体验和身心修整，而

不是中国武术所宣称的“不限场地，适应性强”。瑜伽

远非只是一项来自印度的简单的健身项目，其对印度

文化的传播与输出显然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瑜伽

与武术的消费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因为“卧牛之

地”无法进行文化上的整体塑造，只能凭借习练者自

己的悟性从中体会、品味武术的文化属性，这种体验、

感悟往往是片段式的，难以逃脱“盲人摸象”的尴尬

境遇。 

 

3  文化语境下的武术发展路径 

3.1  中国武术的文化使命 

“文化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表现，更是民族的精神

价值、心灵依托的所在。文化要走出去，固然要紧紧

伴随政治、经济的强大力量，更重要的是依靠这种文

化自身的内在品格、内在活力、内在积累”[7]。20 世

纪 90 年代，国人在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时深切地感受

到了文化“失语”给中国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迫切

希望中国文化能够走出去，与西方文化实现平等对话。

到了 21 世纪初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进

一步增强，人们认识到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不仅要“引

进来”，而且要“走出去”。中国当代文化不能总是依

赖别人，靠知识输血过日子，也要有自己的东西作为

自己的文化精神生长点，藉此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巨大

逆差中走出来，走向中西文化平等对话和文化输出[8]。 

如果说中国体育文化要想向外输出的话，那中国

武术便是一个 佳的选择，因为武术是中国的国粹，

是中华民族身体文化的突出表现，作为一种文化活动

和文化现象而言，它依赖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而作

为一个文化符号和技术模型来说，它又集中体现了中

国文化的整体特征，“不懂武术，无以知中国人”。或

者说“不懂中国人，无以知武术”[9]。中国武术在中国

文化的滋养下逐渐生根、生长，在中国儒、释、道家

的浸染下，武术文化逐渐具备了“内敛”的价值意识形

态：一方面是以儒家和道家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为指

导思想，另一方面，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造就了武术文

化的超稳定形态，“中庸为本”、“点到为止”、“温良恭

俭让”的谦谦君子人格是武术精神的主旋律[10]，这反映

出中国武术文化顺应自然的价值意识形态，以及和谐

统一、中庸守常、内向含蓄的文化特质，突出地表达

了中国武术不只是身体的训练更是灵魂的涤荡。当西

方体育面对兴奋剂、裁判不公等问题的困扰时，中国武

术这朵蕴含中国文化的奇葩，应该在新的历史阶段展示

自身非同寻常的文化魅力，以高度的文化责任感去平衡

中西文化的价值张力，并在未来的文化运作中进行有效

合作，形成互补，建立平衡、和谐而又富于创造力的文

化生态系统，这也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文化环保”的基本精神[11]。 

3.2  “文化立国”战略的指引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

指出：“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

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

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

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在新

经济时代，文化与互联网的结合，解决了工业经济时

代以传统方式无法处理的诸多问题，文化工作者适应

了数字时代的创作方式，更是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产业

在全球的发展。诸多国家对传统文化遗产的鼎力扶持

和对新兴文化产业的就业政策导向，使文化产业与就

业及其相关政策已经演化为一项国家策略和城市战

略，其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文化立国”战

略与“文化城市”建设，即增强国家、区域和地方竞

争力的基本策略。日本和韩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先后明确了“文化立国”战略，以此促进本国经济的

振兴。事实证明，“文化立国”战略的制定为日本和韩

国的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奠定了在亚洲乃至全球

的地位，这也为我国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表率。 

一个民族的 高战略，不是直接提高人们物质生

产能力及生活水平的经济战略，不是改变社会权力结

构的政治战略，也不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外交战略及

军事战略，而是影响和改变人们的内心世界，实现内

在崛起的文化战略。“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它

的根本。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天然纽带，它以

血缘与地缘为依托，将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与性格凝

聚在一起”[12]。中国武术作为中国文化在身体文化中

的重要载体之一，应该是中国经典文化的代表。我们

需要的是浓缩的民族文化精髓，需要的是能够表达民

族文化方法的身体文化，而不是“它族”的文化，而

中国武术正是这一民族身体文化的杰出代表。中国武

术未来的文化之路，需要我们对中国武术文化持有一

种民族情怀，将之作为民族精神予以承载；需要从文

化继承的视角出发，寻找它的文化根基；需要从文化

传播的路径出发，探究它的历史走向和逻辑路径；需

要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密切结合，成为中国文化重

振的“风向标”。 

国家对文化的高度重视，使得武术界积极向文化

靠拢，而不仅仅是单靠体育这条腿来走路，其突出表

现便是众多传统武术门类纷纷申请“非遗”，目前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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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功夫、武当武术、回族重刀、沧州武术、太极拳(杨

式、陈式太极)、邢台梅花拳等 6 项列为第 1 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红拳、八卦掌、形意拳、

鹰爪翻子拳、八极拳、心意拳、心意六合拳、五祖拳、

查拳、螳螂拳、苌家拳、岳家拳、蔡李佛拳等 14 项传

统武术门类列为第 2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非

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态势来看，必将会有更多的传统

武术门类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此外，众多以

武术为载体的纪念馆先后投入使用，如 2001 年 1 月在

广东佛山落成的黄飞鸿纪念馆、2008 年 11 月在广东

顺德落成的李小龙纪念馆以及在广东佛山罗村兴建的

叶问纪念馆等，除了供人瞻仰、凭吊古人以外，其更

为深远的意义应在其文化内涵上，如展示古人的武学

精神，发扬光大中华武术，传承弘扬勇于开拓、求实

创新、敢为人先、永不言败的民族精神，塑造新的“文

化风景线”，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可以预见的是，

传统武术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在“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的指引下必将迎来新的春天。 

3.3  产业化是中国武术未来的发展方向 

全球化的强大冲击力与信息社会的迅猛降临，经

济与文化的互动日益增加，使得文化产业在全球展现

出巨大的威力和无限的商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

化的发展”中指出，发展文化产业可以促进创造性的

工作，可以使传统文化机制现代化，可以加强民族文

化生产，可以保护国家的文化出口。面对西方文化产

业的大肆入侵，我们切实感受到了文化“化人”于无

形之境的真实与迸发的无限潜能，因此，加快文化体

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就成为我国文化领域迫切

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使文化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2009 年 7 月国务院讨论通过

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更是强调了文化产业在调整

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武术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之一，历来受到国

内外产业界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开发，目前在武术领域

已经形成了健身与教育培训、武打影视、表演等产业

链。2008 年 6 月 20 日在大陆正式上映的好莱坞梦工

厂制作的《功夫熊猫》，全片以太极、庙会、书法、针

灸、龙图腾等中国元素为素材，以中国儒、释、道的

传统哲学理念和西方夸张搞笑的风格为主线，上映 3

个星期后即以累计总票房超过 1.35 亿人民币而成为内

地第 1 部票房过亿的动画片。《功夫熊猫》的成功显示

了文化资源、文化资本、文化产业间的“无缝对接”，

指明了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发展的现实走向与逻辑路

径，为中国武术的当代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产

业化道路。 

文化的抽象性使得我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往往局限

于意识形态层面，实质上文化的世俗性也使得文化充

斥在现实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对于文化的理解不

能仅仅将之视为“阳春白雪”，坚守文化的高贵固然可

以维护其纯洁，但是与世隔绝的文化也不会引起人们

的认同而逐渐走向消亡，这当然不是文化发展所愿意

面对的。文化也具有商品和产业的性质，因为它能够

供给他人消费，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理论界

在为文化产品是否是商品论争不休时，文化产业的实

践已做出了肯定的回答”[13]，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具

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但是我们缺少将这些文化资

源转变为文化资本和文化产业的信心和能力，而国外

的文化产业部门也正在抓紧时间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文

化产业。日本世嘉公司游戏软件部长铃木裕为了制造

世界上 好 真实的模拟真人格斗游戏，经常到中国

的河南少林寺、河北沧州等很多地方考察记录拳法，

中国武术中的八极拳、截拳道、虎燕拳、燕青拳、醉

拳、少林罗汉拳等拳种在其游戏制作中均有体现。其

次，我们的武术文化产业较多地表现为个别人的个体

行为，如李连杰、成龙等功夫明星进军海外影视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对于宣扬中国武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进而掀起全球武术热和功夫片的兴起，但是并不能从

总体上改变中国武术的发展路径。这些显然不是体育

职能部门所能解决的事情，也非体育或武术人能简单

予以推动的，而是需要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努力。因此，

如何将优秀、丰富的武术资源成功地为文化产业所利

用，将是武术文化产业发展值得深思的现实问题。 

 

“民族文化的丧失就是民族精神与民族品格的丧

失。一个民族没有了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就会不打

自垮，既不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更不能

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世界文化做出贡献”[14]。

回望世界文化发展，文化争夺的发展图景依然存在，

而且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这一现象将会愈演

愈烈，同时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

富，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应该拿出足够的

勇气和充分的信心去面对这场关于全球化的文化之

争，绝对不能够丧失自己的文化特色，树立武术发展

的文化先行原则。这需要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之上，既

要反对狂妄自大和乌托邦式的狂热，又要冷静地面对

文化的弊端，通过唤醒人们对武术文化自觉精神，站

在文化自尊的立场上，树立文化自信，确立对中国武

术的文化认同，才能够使我们的武术在文化争夺的今

天具备自主生存的能力和持久发展的动力，并对中华

民族文化的全面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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