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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武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在文化多样性的冲击下，中国传

统武术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从文化多样性视角出发进行思考，探讨中国传统武术的历史价值，剖析其现代价值及

其实现途径，对促进中国传统武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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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武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逐渐沉淀而形成蕴含丰富文

化内涵和民族精神的文化载体。如何认识、弘扬和发展中国传统武术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本研究从

文化多样性视角出发进行思考，旨在进一步挖掘中国传统武术的作用和价值，促进中国传统武术的现代

化转型。

１　文化多样性视角下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化的共同基本特点。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信息交流和沟通越来越发达的

现实背景下，社会文化的更新和转型日益加快，各种传统文化的发展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

化现象和内涵不断冲击传统文化。２００５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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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公约》中指出：“文化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具有多样形式，这种多样性体现为人类各民族和各社会

文化特征和文化表现形式的独特性和多元性。”中国传统武术发源于中国，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和浸

润，因而也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

中国传统武术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及个体的内外兼修；在技术上则追

求形神兼备，是外在的形美和内在的神美的结合；在思维方式上，注重单个动作之间的衔接，使整套武术

演练气韵生动、气势恢宏，动作一气呵成。

文化多样性可以体现在两个层面。在国际上，世界是由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文化构成

的，要求世界文化的多元共存；在一个国家或民族内部，文化多样性表现为主要民族文化群体与各少数民

族或者族群文化的共同存在。中国传统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的武术文化瑰宝，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正面

临多元文化的挑战。国内，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文化等正发生巨大改变，中国

传统武术涌现了适应和满足各种要求的竞技武术、大众武术等现代武术形式，这一方面丰富了武术的类

型，推动了武术向更为多元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对传统武术构成了一定的挑战。现代武术的发展逐渐

脱离了传统武术文化本源，脱离本源的现代武术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核心地位，将可

能得不到认可和长久的发展。其次，中国传统武术在走向国际化发展中，在文化多样化的冲击下要始终保

持其文化的独立性。当今中国多元化的武术发展格局已经形成，中国传统武术开始从民族走向世界。中

国传统武术博大精深，体系庞大，经过２０余年的努力，将复杂的传统武术进行了整合和精炼，逐渐推向世
界，形成规范性的体育项目。中国传统武术在国际化发展中应保持文化的独立性，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现

代传承要避免“唯西方化”的误区，在与西方体育文化交流之中要始终坚持传统武术这一文化根基，从中汲

取优秀的文化源泉作为养料，发挥中国传统武术的现代价值。

２　中国传统武术的历史作用
２．１　中国传统武术推动了武术文化历史教育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武术是从中华民族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背景中产生和形成的，在其几千年发展历程中深

受中华文化的滋润与哺育，形成了独特的武术文化，它不仅得到本民族的认同，同时也逐渐融入到世界

体育文化之中。新形势下中国传统武术的传承与发展须加强传承教育，推动武术文化的本土化，并将其

作为国际化教育的切入点。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中蕴含的基本精神和锻炼价值对人们强身健体、塑造健

全人格有重要作用，极大地丰富了武术文化历史教育的传承内涵。

２．２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项目融合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提高社会底蕴
传统武术作为一种文化活动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被人们当作一种信仰进行

传播。传统武术文化充分汲取了儒家、道家、佛家等优秀文化，继承了儒家的重德行、道家的注重万物和

谐、佛家的行善积德等思想，这些优秀的历史文化在经历时间的沉淀和历史的交融后不断发展，对人们

待人接物、修身养性具有较强的影响力［１］。传统武术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载体具有培养民族精神、提

升人民品格和文化素质的重要作用，同时对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社会底蕴做了积极贡献。

２．３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项目有助于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世界文化是多样的，体育文化具有多样性，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亦是如此。中国传统武术植根于中国

的土壤，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是千百年来多种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中国传统武术的内涵

十分丰富，兼具人类体育运动强身健体的功能，同时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特个性，是古代人民智慧

的结晶。中国传统武术的传承不仅仅局限于体育形态上，而是将做人与学艺有机联系在一起。中国传

统武术的价值取向是对技艺的宏大化，是天人合一的体现。在文化多样性视角下，中国传统武术走向国

际化是对世界文化特别是世界武术文化多元化的包容和拓展。进入２０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
与发展，中国传统武术不断与西方体育进行对话和交流，促进了世界武术文化变革和发展。如日本的柔

道“以礼始以礼终”，柔道文化形成深受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影响；韩国跆拳道习者讲究的“天人合一”

和技术上的“内外兼修”文化，凸显了中国传统武术对跆拳道内涵的影响。但是在２０世纪末期，中国传
统武术的国际化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如过度模仿西方体育文化导致个性渐失，遭遇中国传统武

术发展的瓶颈［２］［３］。因而应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最为关键的是要保持自己本身的文化内

涵，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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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中国传统武术的现代价值
文化多样性为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现代化转换提供了机遇。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从古至今在潜移默

化中影响人们的文化心理和民族个性，特别是在中西文化日益交融的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武术也极大地

丰富了人们的人生价值观、审美情趣观、伦理道德观，从而提高人们的人文修养，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

３．１　中国传统武术的锻炼和养生价值得到发挥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身健体价值就体现在健身养生文化中。

中国传统的养生文化认为，“精、气、神”是生命活动之本，是生命存在的方式，“精”为元精，源于肾，是

生命的根本；“气”指元气，发于肾阴，其不滞不息，不乘不离，不偏不倚；“神”意为本性、真意，是精气

的外在显现，且“神”是游离不定的，为一身之主宰。“精、气、神”既是组成人体最基本的物质，又是人

体生理机能复杂的功能和表现。武术运动就是通过“练精化气，练气化神”以达到养生健身的目的。当

前社会人们把追求健康视为头等大事，传统医学指出“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４］，这也

是对传统武术内涵的阐述和解释，中国武术“内外兼修、强身健体”的养生理念也正好符合当代人们的

健康要求，体现了中国武术的历史作用和现代价值。

３．２　中国传统武术的人文价值不断丰富
文化的传承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传统武术可以作为一个载体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武术中

蕴含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民族精神，追求以武成人的价值目标，已经不仅仅是一项武术技艺的传承，

更多的是具有人文价值的丰富精神内涵，具有明显的中华文化气质。人们参与传统武术，在接受与认同

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武术的文化内涵，从而产生一种对民族文化的认可和依赖，传统武术对人们的影响是

潜移默化的，其作用的发挥正是凭借传统文化独具的优势和特长。在中西方文化的相互碰撞中，尤其是

国际竞技武术的发展对传统武术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使传统武术的人文价值被遮蔽，文化特性甚至被体

育特性所挤压。中国传统武术是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不能走入从“体”弃“魂”的文化

空洞之中，武术的人文价值应被深刻挖掘［５］。因而，我们要充分重视传统武术的人文价值，从文化传承

的角度发展传统武术文化，推进传统武术的复归。传统武术不是简单的体育休闲运动，更不是单纯的休

闲娱乐方式，需要我们用文化的眼光去审视它和呵护它，这是因为中华传统武术具有这样的资格，具备

弘扬民族文化形象的使命，肩负着传承与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担。

４　文化多样性视角下中国传统武术现代价值的实现
文化多样性发展背景下，传统文化发展面临复兴与回潮，中国传统武术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身体

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基因，关注传统武术的现代价值有利于回归武术的文化母体，重塑传统武术的文

化形象，以促进传统武术的传承与发展。

４．１　挖掘整理传统武术文化资源
对传统武术的挖掘和整理，让传统武术重放异彩是传承中国传统武术的重要环节。１９８２年 ，国家

体委提出“挖掘传统武术，抢救武术文化遗产，是当前的急迫任务”，不少武术专家、学者和武术练习者

和爱好者都潜心挖掘和整理传统武术。但我国传统武术内容十分丰富、拳种门派甚多、内涵博大精深，

蕴藏于民间的精湛武艺浩瀚似海。对传统武术的挖掘和整理是一项硕大的系统工程，目前公认的拳术

就有１２９种。在对传统武术进行挖掘整理的过程中，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筛选出一些优质的
武术项目，对于存在雷同的各门派武术进行取舍［６］。

４．２　坚持武术传统，走民族本位发展之路
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要保持民族特色，坚持走民族本位发展的道路。

在与西方体育文化“求同”的路上，不能忘记“存异”，历史经验证明，如果一味地追求与西方体育文化相

融，那么必然会导致传统武术在文化话语体系中迷失自我，进而丧失文化自信。在推进中国传统武术发

展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褒扬的亮点和可借鉴的经验，如１９５３年天津举办的民族形式体育大会就是将民
族体育特色和西方现代性有机融合的典范，推进了传统武术的现代化改革［７］。由此可见，传统武术的

发展要避免在求同中忽略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中国传统武术的弘扬与发展要始终坚持这一原则，

树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同时这也是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的诉求。具体而言，一是要始终坚持传统武术

的本土化发展，肯定传统武术的历史作用和现代价值，重视和保护传统武术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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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将传统武术的推广上升到文化发展战略上来，将弘扬传统武术文化作为重大方针进行部署，树立

未来视野，坚持国学根基，逐渐推进传统武术的现代化转型；三是深入研究传统武术，争取实现“现代创

生”，扬长避短，对传统武术进行再造；四是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将传统武术的现代价值实现问题

提升到体育文化复兴的高度，探究与文化多样性背景相适应的发展对策。

４．３　丰富传统武术的现代价值，增强武术创意
文化多样性视角下，传统武术要想深入人心，得到广泛的推广和普及还需要不断丰富和创新。所谓

的武术创意是指将新的理念和方法运用在武术项目的实践中，增加传统武术的现代价值，促进传统武术

的再生与复兴。通过丰富传统武术的内容，提高人们对武术的认可度满足现代人的娱乐需求。当前，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娱乐方式也更加多元化，传统武术要迎合现代人的需要，关键是要

创新出与时代发展相符合的武术项目和武术产品。例如，对木兰拳的改造是在保留原有武术传统的基

础上，将太极拳、武术、体操等基本功与舞台造型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健身拳术。再如“张氏合气健身

操”是在继承传统武术技击方法和呼吸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动作较为简单，适合现代人学习，得到广

泛传播。

４．４　加强中国传统武术的推广和宣传
传统武术历史作用的体现和现代价值的实现离不开群众基础，可以借助媒体和娱乐等方式对传统

武术进行推广和宣传。可借鉴《功夫熊猫》等影片的成功经验，开发与传统武术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向

人们推广传统武术，让人们感受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得到熏陶。同时也要充分利用现

代科学技术，用高科技对传统武术进行包装，增强其表演的创意性。如利用电脑特技、３Ｄ技术等对影视
作品进行创作，像《卧虎藏龙》《十面埋伏》等作品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和享受，同时也彰显了传统武术

博大精深的内涵［９］。

学校武术教育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宣传和推广渠道。当前我国学校武术教育中存在教学内容单

一，教育理念传统，学生的兴趣不高等问题，能够供学生学习的传统武术较少，针对这些问题，学校武术

教育应丰富教学内容，探索与学生兴趣爱好和身心发展相适应的武术项目，增强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和系

统性，创新教学形式和方法，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１０］。如将传统武术内容的学习以游戏的形式开展，

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积极性，还能收获很好的学习效果，一举两得。还可以在教学中适当的配上音乐，

增强武术教学的美感，给学生一种全新的学习体验。总之，传统武术现代价值的实现需要大力宣传和推

广，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需要发挥学校教育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武术文化是中国武术的根与魂，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文化多元

化发展背景下，传统武术的发展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传统武术，为传统武术的

复归贡献积极力量。传统武术具有强身健体和陶冶情操的功能，对现代人而言具有积极的锻炼价值和

人文价值。中国传统武术现代价值的实现需要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要始终保持民族特色。走“民族

本位”的“文化回归”之路。面对文化多样化发展的现实，传统武术要在充满竞争和交融的环境下发展，

因而，我们更要始终站在民族发展的高度上去看待传统武术，进一步挖掘其文化内涵和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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