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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武术的逆向文化冲击与文化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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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竞技武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具有本土和西方双重文化身份,如何对抗逆向文化冲击

与适应新时代要求是其当代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从文化冲击、逆向文化冲击、文化适应、文化再适

应等概念出发,认为竞技武术当前处于原位逆向文化冲击状态。竞技武术体操化、舞蹈化、高难美新

飘的技术风格,西式化的教学训练和赛事规程,以及精神内涵、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都与传统武

术存在巨大差异,使其在面对逆向文化冲击时表现出种种 “不适”症状。这与文化主体错位、母文化

环境发生改变有关,竞技武术自身亦没有做好 “返乡”的文化准备。新时代竞技武术要坚守文化主

体,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讲好中国武术故事,强化文化身份认同;做好顶层

设计和发展方案,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武术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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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术是五千年华夏文明和民族智慧在身体上

的反映,是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是最能讲述中

国故事的身体语言之一。竞技武术是在传统武术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在继承过程中,竞技武

术明显偏离了传统文化的道路,以至于对传统文

化出现了诸多不适应,竞技武术自身也招致了文

化缺失的激烈批评。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之际,需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增强民族

文化的自信心,完成由 “西化”向 “本土化”的

深刻转变,只有深刻思考和积极探索竞技武术文

化再适应的可行路径,才能切实推动新时代中国

特色武术事业长远发展。

1 问题的提出:基于实现文化自信的新

时代背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复兴。近几

年,国家不断推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举

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体系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1],再到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的 “到2025
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的

总体目标,均表明国家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视。武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对 “如何担负起时代责任,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以及在 ‘一带一路’倡

议下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而发挥作

用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2]396 当前中国武术

的发展方向以竞技武术为主,竞技武术是在传统

武术基础上经西化改造的 “体育化武术”,在其

发展过程中,与传统文化渐行渐远。竞技武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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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人群并不多,对于以养生、健体、修身为目

的的大众来说并不合适,但竞技武术却日渐被视

作中国武术的全部,这需要我们警惕。
在国际方面,竞技武术作为中国武术走出国

门的 “先行者”,为了挺进奥运会、与世界接轨,
自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接受西方体育的改造。改

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 ‘全球化’时期的崛起,
为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领域中展开

国家间对话奠定了基础。”[3]12竞技武术代表中国

武术担负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重任,
不但要 “走出去”还要 “走进去”。21世纪以

来,“关于跨文化武术传播、武术国际传播的研

究呈现出逐年增长态势,特别是2004年首次出

现研究数量的井喷现象。”[4]这一切都呈现出一派

向好的发展趋势,但 “中华文化的发展必须坚守

自己的立场,过度的学习与模仿只会使中华文化

被异化、被限制和被消亡。”[5]在此背景下,竞技

武术更需坚守 “文化初心”,才能担起中国武术

“文化外交”的历史使命。

2 竞技武术的文化剖析:一种原位的逆

向文化

  所谓文化冲击,可理解为 “一个人从一地迁

移到另一地,原来自己熟悉的一套符号、习俗、
行为模式、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等被另一套新的

自己所不熟悉的符号、习俗、行为模式、社会关

系、价值观念所替代,因此心理焦虑,情绪不稳

定,甚至沮丧。”[6]逆向文化冲击是相对于文化冲

击而言的,又称逆向文化休克或返乡文化冲击,
最初反映在大量 “海归”人员身上,即 “出国人

员在离开本土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经历了异文化

的冲击、适应过程后,回到母国时对于曾经熟

悉、现在却可能是陌生的母文化环境产生的类似

于进入新文化后的不熟悉、误读等现象。”[7]

面对当今世界各国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冲突

不断的新挑战,文化适应问题成为各国、各领域

研究的重点。“文化适应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

的个体进行不断地接触和交流,甚至是摩擦,一

个或者两个个体发生了变化,将其文化类型进行

了转变。”而对于逆向文化冲击下的主体重新适

应母文化的过程,则可以看作是文化再适应。
基于以上概念,笔者认为竞技武术目前处于

一种原位逆向文化冲击状态。所谓原位逆向文化

冲击,是指竞技武术并没有离开原来的地域,但

却被动适应了西方体育文化,而今又要重新适应

母文化所出现的不适状态,可以看作是逆向文化

冲击的一种特殊类型。文化的适应及再适应是基

于对两种不同文化的认识,是不断理解、融入和

接受的过程,由于陷入 “知识诅咒”的怪圈,竞

技武术对母文化的逆向冲击要比异文化的冲击更

难适应。但是,为更好实现国内外发展,竞技武

术必须直面逆向文化冲击,在文化上重返故土。

3 竞技武术面对逆向文化冲击的 “不适”
表现

3.1 外显方面:体操化、舞蹈化以及高难美新

飘的技术风格远离武术技击的实用性

当今,体操化、舞蹈化以及高难美新飘的技

术风格已经成为竞技武术的重要 “标签”。从狩

猎到战争武术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技击则是

中国武术赖以生存的基础,尤其是在冷兵器时

期,武术的技击实用性表现得更为显著。即便在

和平时代人们对武术技击性的渴望依然强烈,这

并非是人们更喜欢暴力和杀戮,而是可以看作人

们对中国武术的情怀与留恋。脱胎于传统武术的

竞技武术,在历史特定时期完成了 “西化”,形

成了符合西方体育 “更快、更高、更强”的价值

追求。在 “当前的竞技武术运动员演练的套路

中,传统的拳脚技术十分匮乏”[8],且这些高难

度、超负荷的运动训练只适合小众精英化培养,
内容上更是单调乏味、华而不实,这与传统武术

追求的技击实用性相去甚远。

3.2 体制方面:西化的教学训练、赛事规程与

传统武术的师徒传承体系存在巨大鸿沟

竞技武术的训练和教学一般采用现代西方教

育模式,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并辅以

多种科学技术手段以及生理、解剖等学科知识,
在集体训练这一模式下运动员被 “批量生产”出

来。另外,竞技武术遵循着奥运规程,评判也可

以最大限度地实行量化。竞技武术在举国体制下

承担着国家使命,如金牌数量、赛事任务、导向

引领等,除了学生升学和培训机构外,竞技武术

的影响力在普通大众心中日渐滑落。那些真正热

衷于传统武术的人们,则失去了原有的组织与环

境,其要走出去以武会友,既受制于高昂的参赛

费,又要接受体育化的武术评判标准。刘祖辉认

为,“当今武术的发展已偏离了其传统文化的土

壤,出现了传承异化、技术异化、评价异化、身

29



第1期 李建威:竞技武术的逆向文化冲击与文化再适应

体形态异化、心理异化现象。”[9]反观古代传统武

术,通过师徒制进行传承,遵循着约定俗成的武

德礼仪,在勾栏瓦舍中谋求生计。相比现代竞技

武术,传统武术更接地气,更被广泛接受与认

可。在师徒制下,通过口传身授、耳濡目染的学

习和长时间的共同生活,能够培养更好的师徒情

感和同门之谊。尽管传统武术的生存环境在现代

社会发生了颠覆,但是其中的 “营养”成分可以

加以提炼以补充竞技武术的 “营养不良”。

3.3 内隐方面:竞技武术的精神内涵、价值取

向、审美情趣等与传统武术发生分野

竞技武术在精神内涵、价值取向、审美情趣

等方面都与传统武术有着明显的冲突。比如关于

武术动作美的界定,是以高难美新飘等夸张外显

的技术动作为标准,还是以精神气力功等含蓄内

隐的体察感悟为标准,这种超出量变的界限形成

了两套完全不同的审美评价体系。在过去 “武术

先哲们深谙这个道理,穷尽一生,苦苦追求着武

术的高深境界。而这种境界又是不可言状的,所

以只能靠直觉体悟。”[10]此外,传统武术的拳种、
套路动作都是按照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思维方式来

命名的,带有一定的意象性,诸如少林拳、太极

拳、八仙拳、峨眉拳、太祖拳等拳种,又如玉女

穿梭、霸王卸甲、白猿问路、采和献花等动作名

称,不胜枚举。相反,竞技武术的动作名称则显

得简单直白,大多改用弓步冲拳、马步架打等逻

辑性强的话语,套路命名则直接采用了亚运会、
青少年等名称。虽然这些名称更容易记忆,但是

蕴藏其中的故事却丢失了,那些支撑传统文化精

神的礼仪道德、教化育人、舍己从人、保家卫国

的品格教育,渐渐被竞技武术 “格式化”了,竞

技武术在西方体育精神的影响下,逐步养成了奥

运性格。这虽然更加适应现代西方主流价值观,
但是也丢掉了竞技武术的文化内涵。

4 竞技武术逆向文化冲击的原因分析

4.1 根本原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

的主客体错位

文化主体理论认为,“文化主体隐喻了文化

的权力归属于谁的问题,是文化的承载者。”[11]

中国武术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并长期扎根于

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在竞技武术形成之前,
中华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国武术的唯一文化主体。
然而,时过境迁,竞技武术携带着满身的西方文

化,逐渐占领了中国武术的大半江山。当前竞技

武术仍代表着中国武术的官方主流,其在文化上

出现了权力的移交和主体归属上的错位。“其一,
中国武术过于依赖西方体育的发展模式,致使主

体地位不断边缘化。其二,中国武术的主体性并

未很好地践行自己的身份。”[12]传统武术文化根

植于中华农耕文明,而竞技武术嫁接于西方海洋

文明,两者拥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性格。拥有华

夏文化身份的竞技武术,在自然科学理论的指导

下,追求个性、自由、公正法治、征服自然、量

化计算的文化性格;而本土的传统武术,在人文

主义经验理论框架下,养成内敛谦和、注重和谐

统一、中庸守德、遵循天道、整合分化的文化秉

性。竞技武术文化主体的错位,必将遭受逆向文

化带来的冲击。

4.2 自身原因:没有做好返乡的文化准备

新中国成立之初,竞技武术便定下了竞技体

育的发展方向。孟涛等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初

期,武 术 由 民 间 传 统 技 艺 向 体 育 化 发 展 转

变。”[2]392 此后竞技武术就沿着西方体育化思想

进行 “文化改造”,“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体育发

展加速向竞技体育倾斜”[13]1,竞技武术也逐步

加快了迈向奥运的步伐。从新中国成立初的增强

全民体质到改革开放后为国家荣誉而战,我国竞

技体育的定位和发展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开始反思竞技体育的目

标、定位和发展方向。刘健认为:“中国竞技体

育价值定位必须服从、服务于体育强国建设的总

体目标;中国竞技体育价值定位的基点是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中国竞技体育价值

定位的出发点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

展。”[13]8 在这种情况下,竞技武术应该认真思考

自身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如在追求国际化

时如何兼顾民族性,在追求现代时如何兼顾传统

性,在追求竞技水平时如何兼顾大众健身等等,
这些都是竞技武术 “返乡”时需要考虑的,但显

然现在的竞技武术尚未做好这些准备。

4.3 客观原因:竞技武术的母文化环境发生

改变

文化具有发展性、历史性,并随着政治、经

济的发展被赋予新的内涵。竞技武术的形成受近

代以来西方化体育理念的影响,这期间,中华传

统文化同样发生着历史性演变。近代,西方资本

经济迅速在全世界蔓延,追求经济效益的商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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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逐渐瓦解着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及宗法制的生

存环境。之后,全世界的交流不断增多,政治制

度和商业体系不断更迭,世界多元文化、共享经

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不断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原有的文化环境不断被打破,新的文化观念不断

形成,特别是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进行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对竞技武术返乡文化

再适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武术在历经了身份模糊、形象误读的

当下,其文化主体性告别了诸如传统、历史、连

续性而浮于表层,集体记忆可以说已经处在了一

种 ‘符号链条断裂’的状态。”[14]竞技武术在重

返本土文化时,出现了认知上的极大反差。历史

从来没有 “真空期”,竞技武术西化后,唯一弥

补传统身体文化空缺的就是散落在乡野市井中的

民间武术。随着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传
统武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同样面临着 ‘文化

空心化’ (王蒙)的问题。”[15]75不仅如此,民间

武术为了谋求生存也在迎合主流的竞技武术,功

法、拆招、喂手、套路、散手等原本为一体的武

术程式,被不同程度地肢解,这种做法显然带有

逐级分化、层层剥离的现代西方科学特点。同

时,在当前的民间武术活动中,文化性渐行渐

远,“一些民俗性的文化内涵流于形式,武术传

承中原有的严格规定和仪式禁忌则在慢慢松弛甚

至消失。”[15]75因此,竞技武术在文化返乡中完全

寻根于民间武术,显然已时过境迁,不合时宜。
传统武术留下的经典著作、古谱遗迹、生平事迹

以及实体器物,需要靠人来焕发出生命价值。面

对已经变化了的生存环境,竞技武术如何找回失

落的精神家园,在新时代重新适应逆向文化的冲

击是一个大问题。

5 路径与策略:竞技武术的文化再适应

5.1 坚守文化主体,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新时代,中国武术的发展必须要担负起传承

传统文化的重任,促进竞技武术回归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这一文化主体性上来,“坚定不移地走属

于自己的道路,才能够体现出其高度的 ‘文化自

信’与 ‘道路自信’,发挥其在构筑中国梦过程

中的价值,承担时代赋予的责任。”[3]67 中华民族

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要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对

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

文化主体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更为自信、更为持久

的力量。“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两个轮子,缺

一不可,亦不可偏废。”[16]这也是践行习近平总

书记在新时期对传统文化发展提出的要求。
竞技武术在继承传统武术发展时,不妨采纳

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通过对传统武术留下

来的拳谱古籍、图文器物、人物传记等进行深入

解读,进行抽象性继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

地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

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17],比如在传统武

术中还存在着门派之间相互诋毁、恶意攻击,以

及鼓吹神功秘籍和江湖行规等问题。对此,要勇

于打破旧思想,摒弃糟粕。而对那些仍具有意义

和价值的东西,要加以改造和转化,以新的形式

加以继承弘扬[18]。比如传统武术中的一些训练

手段和方式、武德礼仪、故事典籍等可以通过现

代化媒介和手段进行改造,以现代人喜闻乐见的

形式广泛传播。总而言之,通过彰显竞技武术文

化的主体性,“活化”优秀传统武术文化,满足

现代人的文化需要,更好地服务新时代。

5.2 讲好中国武术故事,强化文化身份认同

尤瓦尔·赫拉利在 《人类简史》中认为,认

知革命后,人类的发展开始脱离生物学进而转向

故事的叙述,“就像如果要理解为何儒家或共产

主义能在中国传播,光知道基因、荷尔蒙和有机

体这些还不够,另外也得考虑到各种想法、图像

和幻想的互动才行。”[19]35 通过编织故事,各个

国家和民族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类型。中国是

礼仪之邦,宗法制促使中国逐渐成为以家庭伦理

道德为行为规范的国度,儒家的 “仁义礼智信”、
道家的 “道法自然、无为自化”以及其他各家思

想等共同构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固根基。只有

讲述共同的故事,建立起身份认同,才使得我们

的历史和文化延续不断,所以,竞技武术在文化

返乡途中,要解决身份迷失问题,就必须重拾共

同的文化信仰,在新时代下讲好大家都能听得懂

的中国武术故事。比如:人物方面,可讲述手战

之道的越女、义薄云天的关羽、精忠报国的岳飞

等;还可以讲述武术器械,如十八般兵器的来源

及轶事;以及其他更多的等待挖掘和加工的素

材。这些足可以使中国武术走进每个中华儿女的

内心,进一步强化民族认同,凝聚民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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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中的身份认同理论为竞技武术逆向文

化冲突与再适应提供了理论支持。“身份认同是

一个人对自己归属哪个群体的认知,这是自我概

念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20]因此可以说,文

化身份是个体对自身属于哪一个文化的界定,竞

技武术源于中国传统武术,经西方体育文化变

迁,具有了两种文化身份,在逆向文化中极容易

造成文化身份 “混乱”。如同 “一些在美国的日

本人常常会被看作 ‘非常日本’,而回国后又被

其他日本人认为 ‘非常美国’”[21]一样,竞技武

术被国人视为 “非常体育”,也被他国视为 “非
常武术”。面对母文化和异文化采取何种态度,

Sussman总结有四:即对待母文化和异文化都

采取否定态度,与异文化保持积极关系,对母文

化保持认同意识,以及在保持母文化的归属意识

的同时,对于异文化也给予积极的认同[22]。对

于返乡文化的再适应,竞技武术可采取第四种态

度,但是必须是基于文化国情,建立强烈的文化

自信,否则极容易被同化或被边缘化。

5.3 做好顶层设计和发展方案,开辟具有中国

特色的武术发展之路

竞技武术的政策制定关系着中国武术未来的

发展,要做好武术的顶层设计,要从中国武术发

展的全局出发,聚焦竞技武术逆向文化冲突这一

关键性问题,对现有框架的各方面、各层次、各

要素进行统筹规划,优化部署,解决当前过度

“去技击、去文化”导致的竞技武术严重 “营养

不良”问题,达到推动武术文化对外交流和助力

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目标。
要进一步完善中国武术的概念与分类。竞技

武术不等同于中国武术,中国武术也不是只有竞

技武术一种表现形式,目前的武术概念与分类

中,大多是以竞技武术为中心来设定的,“武术

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格斗、功法

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

目。”[23]此概念虽然为学界所公认,但运动、体

育等词语更多地凸显了竞技武术的立场,应考虑

更合理的表述方式以突出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
目前武术的分类也较为混乱,有套路和搏斗之

分、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之分,以及学校武术、
社会武术、民间武术、专业武术、军警武术、大

众武术、现代武术等。为此,杨建营曾提出按照

形式逻辑的要求,“将武术按运动方式分为徒手

和持械两大类,再逐步细分。”[24]可作为借鉴,

形成标准统一的分类方法。竞技武术的发展方案

要跳出西化的思维框架,立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立场去设计和优化,比如尝试成立独立于

体育院校的武术学院,体系化地加强武德等精神

文化内容的教育等。总之,用中国思维、中国方

案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武术发展模式与内容。
“历史和现实证明,任何民族文化的断裂,

必然导致这个民族的衰退。”[25]中国特色的武术

应该有自身的民族特性和 “文化主权”,前者是

中国武术的种姓问题,后者是有效行使文化权利

的先决条件,一旦出现文化主权移交,武术将失

去自身的民族性。竞技武术作为中国武术的一个

发展方向,应避免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标准

去衡量传统武术、学校武术等其他武术形式。在

国际交流方面,竞技武术要把文化培养放在首

位,着重打造一支 “文武兼备”的对外传播队

伍,通过他们的话语、行为、心理及与受众的交

流沟通,实现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国家间的

深度传播[2]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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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special
 

cultural
 

phenomenon,competitive
 

martial
 

arts
 

has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both
 

local
 

and
 

western.
 

How
 

to
 

resist
 

the
 

impact
 

of
 

reverse
 

culture
 

shock
 

and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s
 

of
 

cultural
 

impact,
 

reverse
 

cultural
 

shock,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cultural
 

re-adapta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competitive
 

martial
 

arts
 

is
 

currently
 

in
 

the
 

original
 

state
 

of
 

reverse
 

cultural
 

shock.
 

The
 

new
 

technical
 

style
 

has
 

the
 

gymnastic
 

tendency,
 

dancing
 

tendency,
 

and
 

become
 

highly
 

difficult,
 

more
 

beautiful,
 

creative
 

and
 

elegant.
 

West-
ern-style

 

teaching
 

and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rules,
 

spiritual
 

connotation,
 

value
 

orientation,
 

aes-
thetic

 

taste,
 

etc.,
 

are
 

greatl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which
 

makes
 

it
 

shows
 

all
 

kinds
 

of
 

“discomfort”
 

symptoms
 

in
 

the
 

face
 

of
 

reverse
 

cultural
 

shock.
 

This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dislocation
 

of
 

cultural
 

subjects,
 

the
 

change
 

of
 

the
 

mother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competitive
 

martial
 

arts
 

itself
 

is
 

not
 

well-prepared
 

for
 

the
 

returning.
 

In
 

the
 

new
 

era,
 

competitive
 

martial
 

arts
 

should
 

adhere
 

to
 

the
 

cultural
 

subject,
 

realiz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
ture;

 

tell
 

the
 

story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well,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identity;
 

do
 

the
 

top-level
 

de-
sign

 

and
 

development
 

plan,
 

and
 

open
 

up
 

the
 

development
 

road
 

of
 

martial
 

ar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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