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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5月，“浑元形意太极掌门”马保国在短短

半分钟内连续 3次被自由搏击爱好者王庆民击败，随

后马保国依然扬言，自己的功夫是点到为止，发力的

话会伤害对手，此为“马保国事件”。事件一出，舆论

哗然。其中不乏认为马保国武功低下之人，他们多以

自由搏击为依据，忽视了中国武术与自由搏击间的本

质差异性。中国传统武术有其独特的生存空间，人们

习惯上称之为“江湖”，而一些未曾经历现代竞技体育

理念洗礼的武者始终荡漾着一身“江湖气”，他们不像

运动员，更像街头好斗者；不像正义的化身，更像神话

英雄的迷恋者；不像以身体搏命赛场的武士，更像以

文字、语言、动作宣告自身无敌形象的超级演员。马

保国即是如此，他自己制作的视频与文字资料均带有

自我宣传的特质，其在宣传视频中所展示的武技大多

属于随意性的动作表演，与体育并无关系，却与神话

传说、巫术作法以及民间想象有关，这也构建出马保

国的江湖武学人格的基石。

1 自媒体时代的新型江湖艺人

1.1 沉浮于市井的文、武兼备之人

马保国大专毕业，在 20世纪 50年代出生的一代

人中尚属于知识分子，因此，马保国更像是一位沉迷

于尚武情怀的文人。正因如此，较诸其他武者，马保

国也更为通晓现代媒介社会中的生存法则，他对自己

的武学的宣传带有高度的自我化迹象。

2008年，马保国《我在英国教功夫》一书出版，在此

之前还没有一位中国武者出版过在西方国家教授中国

武术的著作，马保国此书不仅超前性地将中国武术传

播的形态扩展到个人著述的高度，还体现出一种中国

武术钟情者特有的国际化视野与开放性的探索精神。

《我在英国教功夫》选题类型独特，甚至可以说填补了

某些空白，如果不是因为“马保国事件”，其武学人格可

以相对完整地保存。2017年马保国又出版了《尚济形

意拳练法打法实践》一书，尚济是他遇到的最具有专业

精神和文化素养的武者，马保国专门为尚济武学张目，

也可以看出他略具对中国武学的宏观把控力。

从《我在英国教功夫》一书可知，马保国自幼迷恋

中国武学，此后，马保国做过军人、工人、公职人员，走

访过一些城市，称得上是一位行走“江湖”多年的武术

钟情者。在笔者看来，马保国心在江湖，江湖也是其

信仰之核心。较之从事相对机械、枯燥的工作，马保

国更迷恋中国传统武学。马保国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关注现代传媒的传播效应，制作并发布了各种视频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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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试图将自己包装成一位学武不辍的勤奋武者，并

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其武者之外的身份信息。在马保

国之类的传统武术钟情者看来，拥有“武者”之外的身

份，会缺少信仰氛围，无以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

然而，马保国没有受过系统的武学训练，他的武功

水准只能达到极端底层化、业余化甚至玩笑化的水准，

其中还不乏一些自以为是的内容。《我在英国教功夫》

中有很多类似的描述：“在南阳师专的三年里，我每天

坚持练功三个多小时，早上一个小时，下午课外活动一

个半小时，晚上临睡前再练一会儿。那时，仍然在练铁

拳、铁脚、铁腿、铁胳膊。宿舍的墙上钉有千层纸，校园

外梅溪河边成排的大杨树是我练踢打的‘木桩’。到毕

业之前，我一拳就能把泡桐树树皮打飞，外家功夫有了

很大长进。”［1］马保国很看重类似的生活细节，这种描述

带有明显的业余武者的特有情趣。整体而言，《我在英

国教功夫》更像是一本带有纪实性与个人感悟性的简

约版文人武侠小说，早已脱离了职业体育人竞技生活

的基本范畴。

1.2 对自身武学品格深描

据《我在英国教功夫》所述，马保国有多次与武者

打交道的经历，其中不乏一些超现实的神奇事情。“师

父给我讲了郭云深大师‘好崩拳’的故事。郭云深大师

号称‘半步崩拳打天下’，很少遇见对手。说是当年有

一位武林高手外号叫‘鬼精八’，与郭云深大师比武，前

两次输了，回去练了几年，第三次又来了。这一次他在

右小臂上暗暗捆了三把镰刀，意思是，即使你用崩拳赢

了我，我也要在你接招时弄伤你的胳膊。哪知道这次

郭云深大师没从上面接手，而是从下面接手，用了一个

架崩将他腾空打起来飞出去几米高。”［1］马保国在书中

讲述的郭云深将人打得飞出“几米高”，几乎完全超越

了地球引力的定律，至于飞出几米高的效果是如何造

就出来的，马保国从未作出解释。这种传奇性的描述

还有很多，但并无一例发生在竞技场上，全部发生在毫

无公正性、公开性和公众性可言的私密空间。

马保国在其著作中所讲解的武术家神奇的武功

都是第三者告诉他的，带有他者转述意味，在这种语

境下的马保国更像是一位小说家或编剧，而非真实的

武者，马保国讲述的故事并无丝毫现代体育人所应有

的客观性、公正性与公平性理念。不仅如此，马保国

还特意讲述了一则自己不战而“胜”的故事，这则故事

很有街头斗殴的风味。“2001年 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

我按通知到总公司机关大院去参加一个会议。进入

南大门时，因有心事没太留意院内情形。进去后，才

发现总部办公楼四角各站了八九名手持短棍、砖块的

民工。……我刚入楼内，他们又吼叫着‘冲啊！冲

啊！’再次向大楼冲来，我又返身从楼内冲出，他们再

次迅速退回。正在这时，对面工地上出现了两位民

警，制止他们后，慢步向大楼走来。我迎过去说：‘谢

谢你们，谢谢你们！’其中一位 40多岁的老民警，十分

客气地问我：‘老同志，我看你有真功夫，为啥不还手，

我答道：‘敢还手吗？打伤人谁负责？’他听后笑了，连

声说：‘对，对！’”［1］马保国的自述文字及视频资料均缔

造出一种超现实的江湖语境，而不明就里者极有可能

会为马保国自言的“辉煌战绩”、玄妙理念以及貌似正

气凛然的神态所吸引，进而信服其所言、所演。

1.3 马保国对自己“勇敢”品质的描述与演示

69岁的马保国敢于挑战 50岁的王庆民，其行为可

谓勇敢，但也可以说是一种非理性的冒险。马保国本

人一直在各类宣传视频和《我在英国教功夫》一书中

阐释自己的“勇敢”精神。

《我在英国教功夫》一书中专列“我自幼勇敢好奇”

一节，其中写到一些自己的练胆之事。“外祖母天资聪

慧，秉性十分刚烈，颇有几分侠气。她教我儿歌，教我

数数，还常带我到山上玩，培养了我的胆气。”［1］从类似

的语气中可以看出，马保国的书，语言自然，平易近人。

由此可见，马保国善于利用故事来烘托自己的胆略过

人的品格。《我在英国教功夫》还讲述了三个关于幼年

马保国的胆大故事，并将自己塑造成一位正义者。

不仅如此，马保国还饱含深情地回忆过自己的童

年生活，并将自己讲述成一个性格顽劣却不屈不挠的

孩子。仅仅具有顽劣的心性尚不足以成为英雄，为

此，马保国还将自己描述为经常替他人出头的豪侠。

“我从来不先动手和小朋友打架，但当我看到霸道的

孩子欺负别人时，忍不住就会窜上去打抱不平。因为

这些欺人者理屈，也不敢去我家告状，所以父亲并不

知道我有时候坏了他的规矩。”［1］尚需指出，马保国能

在年近七旬的高龄参与自由搏击比赛，也足见其“勇

气”很大。然而，勇气与鲁莽、莽撞甚至愚昧之类的概

念紧密相连，有些时候就是一件事物的两个不同的表

述方法。英国思想家培根曾说：“有一点我们要注意：

大胆永远是盲目的，因为它看不到危险和困难。因

此，大胆在策划中是不好的，在执行中却能派上用

场。”［2］培根对勇敢者的评价十分精确。然而，在竞技

体育的场域中，任何一种文字描述都不及马保国被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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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民击败的直接后果更能说明问题，马保国被击倒

后，数分钟不起，还辗转反侧了好几个来回，虽然表情

淡然，却难掩内心痛苦。马保国一败成名的原因，或

许与其“勇敢”得近乎鲁莽的性格分不开。

2 执意打造一种全知全能的武师形象

2.1 对自我身世的再“塑造”

马保国一直自诩为“马家功夫”的守护者，同时还

打出了“浑元形意太极”的招牌。由此可见，中国的内

家三拳形意、太极、八卦，马保国本人就占了两席。

马保国对内家拳的诸多打击效果深信不疑，且在

很多场合都强调其内家拳的超级功法。他在宣传视

频中直言：“这个内功比较复杂，如果你练得不好，可

能走火入魔，所谓走火入魔，就是体内的经络乱行，不

按规律行走，这个人就废了。”镜头中先后出现了习武

者练习桩功的画面，以及一些年轻人练习摔跤的场

面。马保国显然知道，当今人士大都相信散打在擂台

式徒手格斗方面的强大实力，于是，马保国开始试图

瓦解散打的高尚性、权威性乃至合理性，借以显示其

自创的独门技法更为高超。马保国认为：“第一批全

国的国家散打队教练，全部来自民间，全部是传统功

夫的高手。散打教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他们都是

来自民间的。中国传统功夫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

国功夫是世界独一无二的。”视频以马保国抱拳礼结

束。但是，纵观马保国的视频，他给人印象最深的并

非其实战的能力，而是绝不服输的表情。整体而言，

马保国所演示武艺的表演性远大于实战性。

由此可见，马保国实施自我化的宣传有三重动机。

其一，马保国更倚重武术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内

功”之潜在威力，不愿意将格斗术置于一种纯技术游戏

的境地；其二，马保国在视频中一直采用“英雄般”气壮

山河式的说话方式，刻意安排大量说教内容，借以将自

己塑造成正气凛然的英雄式学者或学者式英雄的形

象；其三，强调散打的重要性，同时也暗示出自己的功

法高于散打技术。总体而言，马保国的自我人物画像

是武林高人、武术高师、道德嘉士，马保国操持此道的

主要目的是打造自身品牌，借以孵化更多的粉丝，追随

其行迹，膜拜其功夫，习练其技艺，而马保国的人设模

式大体上来自中国古已有之的拜师文化。“拜师礼是搭

建武术文化的重要一环，古已有之并延续至今，是中国

武术中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民俗行为。”［3］中国

民族传统体育领域的拜师行为有其独特的逻辑性，一

旦武林大师的高大全形象得以确立，拜师者群体便会

自动生成，师徒关系会变成一种准亲属式、裙带式、准

血缘式的相互依附关系。

马保国很看重自己所谓的武术世家“身世”，为

此，马保国努力将自己乃至自己的家族打造成一种富

有道德感和正义感的“英雄”。有学者阐释过中国式

道德与完人的学理关系：“完人不是神，不是宗教徒为

之崇拜而塑造的偶像，也不是‘左’氏之徒奉为模式而

塑造的‘高、大、全’形象。将理想偶像化，只能流于幻

想；推模式及于人，只能适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需

要。”［4］马保国本人很注重对自己身世的精心描述，其

描述的重点是武技的高超性与人品的高尚性。视频

《马保国个人宣传视频，看得我尴尬症都犯了》的镜头

切换到马保国的众多弟子一起习练马家功夫的画面。

马保国振振有词地说：“我们祖传的马家功夫和马家

内功，我们所有的功夫都是以马家功夫和马家内功为

核心的，马家功夫没有套路，我父亲参加抗日战争，和

日本鬼子进行过白刃战，杀他们易如反掌。”马保国在

宣传视频《马保国讲述自己打败省级散手冠军的录

像》还谈到了他使用内功的实例。镜头中的马保国坐

在沙发上，气定神闲地说：“河南省 75 kg冠军钱洪亮

（音）他上来左摆拳、右鞭腿，左摆拳出去了，右鞭腿打

我腿上了，他自己飞出去了。”其意义所指在于对方先

打他，却被他崩出身外。这种超现实的情节在很多武

侠小说都出现过，说的是中国武术中内功的威力。就

目前的情况而言，马保国的类似说教均无任何证据，

是一种独语性、自我式、孤证式阐释。

2.2 对自己业绩的虚饰性宣传

从马保国的各种宣传视频中可知，马保国还在竭

力塑造一种公众认可的好人形象。其实，制造极为理

想化人格的人是道德化国家民众的心理惯性。受到

儒教传统影响，中国素为道德之国，偏重用榜样昭示

天下。中国历史上的刘备、诸葛亮、宋江等人都有过

被人反复塑造的过程。“中国儒家在承认人身上客观

存在追求食、色这些天性同时，又强调要修身、节制欲

望，这样做的人也才是他们认可的圣贤。罗本《三国

演义》描写刘备身上还有不喜欢读书、喜好玩狗骑马、

听音乐、穿华美衣服等人性弱点未加以克服，显然并

没将刘备作为儒家所认可的完人塑造。”［5］其实，马保

国未尝不想让人重新设计自己，但是，他显然不具备

那样的内在和外在条件，在失去他者设计的前提下，

马保国便在宣传视频及文字作品中对自己实行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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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设计，包括对自己身世的全新描述。

视频《马保国讲述自己打败省级散手冠军的录

像》传递出三重意义。其一，马保国一直在追求自我

传播、自我宣传、自我塑造的极限效应，也试图展现出

自我包装后的新形象；其二，马保国更愿意将自己打

造成一位祖传武功的继承人，同时也很在意将自己塑

造成一位英雄世家、传奇家族的重要成员；其三，马保

国偏爱将自己的历史与抗日英雄联系在一起，借以打

造成与传统的抗日英雄相似的“英雄”形象。从网络

视频的评语中可以看出，马保国的自我化宣传并未遇

到真正的挑战，人们对其制作的视频资料的真实性尚

未产生追责之念，暂时未见有人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来

质疑其真实性。然而，随着“马保国事件”的曝光，马

保国的抗日“英雄”后代的真伪问题就此浮出水面，并

有可能成为传播学领域中的后续性论题。

马保国十分珍惜自己的形象，他在《我在英国教

功夫》中将自己设定为正角，写了英国人来砸场子的

事情。马保国讲述的“剧情”十分老旧，带有原型性、

母题性与仪式性。在其自我陈述的世界里，代表正角

形象的马保国大获全胜，而其使用的技法还是十分正

统的内家拳法，如形意五行中排行第一的“劈拳”。最

后，失败者在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与羞辱后，承认自己

的失败命运。这里不妨作出一种预判，马保国的著述

以及宣传视频都刻意将自己塑造成一位行为极为高

尚的武者，然而，败给王庆民使他备受争议，理由很简

单，竞技体育中一向有成王败寇之传统，而败者几乎

没有赢回荣誉的任何空间。马保国直到此时才受到

舆论的制约，而这种舆论约束力甚至超过了法律对他

的约束。

2.3 对古典完人形象的再度扮演

对许多受到过传统思想熏陶的中国人来说，成为

一名读书人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然而，由于时代的

大趋势使然，马保国无以成为传统意义上一心以书斋

为轴心的读书人，于是，他竭力将自己打造成一位兼具

文韬武略之人，在传播其所理解的武术的同时，还不失

时机地扮演起了读书人的角色。马保国对著书立说充

满兴趣，他借著书立说将自己打造成一位有文化的武

者形象，进而使其武者身份品牌化，正因如此，马保国

在自制的视频中不失时机地展示出自己的读书人形

象。宣传视频中出现过马保国“藏经阁”的特写镜头，

这里的意义指向十分明确：马保国家有经书，是一位饱

学之士，至少在形式上具备了诗礼传家的外在条件，这

也强化了马保国树立独家武术门派的合理性。

中国历史上的武术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来自江

湖。如《水浒传》中的晁盖、武松、鲁智深、阮氏三兄弟

等，天生厌倦读书，终生以武为伴，为纯然的习武之

人；另一类则为文韬武略兼备者，如《三国演义》中的

关公，《水浒传》中的宋江以及传说中的周侗、岳飞等。

在文人的笔下，地位最高的一定为文武双全之士。且

以岳飞为例：“据说心意拳为宋代名将民族英雄岳飞

所创，岳飞刚毅多谋，勇冠三军。自幼随名师周侗习

文练武，随陈广习刀术、枪术，尤精大枪术。在长期抗

金战斗中，化枪为拳，训练将士。”［6］马保国还试图效仿

关云长夜读《春秋》，模拟周侗、岳武穆的文武全才，将

自己树立为文武双全的智勇之士。马保国宣传视频

中除了有其讲述在英国教功夫的体会，视频中使用

“punch”“follow me”“show me”之类简单的英文单词或

短句；还有马保国着中式对襟装，一案一椅，案为中式

条桌，上置笔墨，抑扬顿挫地讲解浑元理念，颇有古典

书斋的书香味。马保国如此操作，看中的是儒教文化

的正统性、强大性与本然的统治力，然而，却摒弃了现

代体育文化的合理性，这也导致后来的观众因无法看

到马保国真实的精神本体而心生疑虑，进而产生抨击

之念。因为，当所有体育本位的攻击者都将马保国看

作是体育斗士的时候，马保国完全可以用一种羽扇纶

巾的文士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从而否定其“武术”

表演。

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有培育与自己的文化精神

相匹配的“完人”传统，“完人”的中国化版本是达到

文、武、德三者皆备的境界。“培养‘完人’是 1972年国

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一份

报告中提出的一种‘新人’形象。此处的‘完’为‘完

善’或者‘完整’，而‘完人’被界定为：要排除令人苦恼

的矛盾；不能容忍过度的紧张；努力追求理智上的融

贯性；所寻求的快乐不是机械地满足欲望，而是具体

地实现他的潜能和认为和 1他的命运是协调一致的想

法。”［7］仅从年龄而言，时年 69岁的马保国已经到了需

要完善与固化其在公共空间中形象的阶段，其对“完

人”形象的渴望可能要超过对其他目标的追求。当

然，马保国的文字和视频资料也在客观上带有反抗体

育污名化的倾向。其实，传统武术人遭受的污名化对

待的现象是一个带有谐谑性的文化习俗，类似的行为

极易将传统武术本体置于肤浅化境地。就本质而言，

传统武术人被污名化的现象背后是中国从汉代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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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隐性的等级制度，那时的等级制度背后则是科

举制度，科举制度的背后又是儒教文化特有的信仰式

排他能量。既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接受了儒教文化，

就无法对其实行全然清空式的否定，传统武术人的污

名化现象并非现代体育人可以彻底澄清之事，其中的

主要原因在于文化、风俗、道德、伦理乃至信仰层面。

马保国看到了体育人在大传播领域中的弱势状态，从

而对此实行了风险规避。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

高”的儒教哲学的环境中，马保国不会仅仅满足于将

自己打造成一位武术家或体育人。

3 走向社会表演的非尚武类“武者”

3.1 占领道德高地

除了文武双全的个体形象塑造，马保国还十分注

重抢占道德高地，试图构建以德服人的武者人格，一

直都在强调根红苗正的道德正确性。“1995年冬，父亲

去世了。母亲特意把父亲生前穿了近 40年的一件羔

羊皮大衣送给我这个长子作纪念。当我问起父亲的

几枚军功奖章时，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让我看她

手腕上带的一只银镯。我虽然感到有点可惜了，但还

是能理解父亲的心意。因为这些有形的东西并不怎

么重要，父亲是要把心留给我们。”［1］不仅如此，马保国

还试图将自己讲述为一种生活中的尚德者的角色。

马保国在《我在英国教功夫》一书中讲述过他在求学

时的侠义之举：“我便于 1978年 3月进了南阳师范专

科学院。入学后，同班同学相处融洽，新生班与班之

间也十分友好。但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制度后通过考

试人学的新生，却引起了一些原来靠‘推荐’进校的老

生们的嫉妒。每到开饭时间，餐厅里因排队‘加塞儿’

一类的事情，老生们总仗着人多势众，找茬生事，进而

大打出手。一开始，我耐住性子好言相劝，拉拉架。

没想到有几个刺儿头盯上了我，竟对我下手。我忍无

可忍，只好稍做自卫。”［1］马保国显示出了对待此类学

生摩擦事件的预判力。“因他们只是‘群胆’并无功夫，

两次下来，便制服了他们。尔后我又劝大家相互忍

让，新、老生之间的磨合期终于过去了，我也在广大同

学中间树立起了‘处事公道、是非分明’的威信，加之

我各项体育成绩优秀，在校学生会改选中，我当选为

军体部部长。”［1］这里可以看到马保国另一种“江湖

气”，他以暴制暴，以武制武，最终获得了道德上的优

越感，这样的处事模式完全符合中国式的江湖原则。

需要说明的是，受到儒教伦理的浸润，中国是道

德至上的国度，在汉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皆以礼俗

代宗教，中国的道德教化的力量较诸其他宗教化或完

全世俗化国家都要更为强大，这种道德律在中国正统

的儒教世界和江湖世界都十分流行，且一直延续到当

下。尽管马保国捍卫的是江湖道德的理想，但在道德

通用的语境中，马保国的道德化自我宣传也为自己赢

得了更多的文化认同感。

短视频《马保国老师领衔主演，话语功夫片救市

之作！》更是将“以德服人”的主题做到了极高的水准。

视频一开始就以“马问”为标题，“我是个练武之人，遇

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会站出来，这就是我们学武

术的初心。”马保国在另一视频中曾说：“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实践是金，真

金不怕火炼，传统功夫越练越深。”马保国始终未曾放

弃将自己塑造成道德高人，并试图将武术高人与道德

高人合二为一，又将江湖道德与儒教道德统摄在个体

性的语境之内。不管马保国是否实现了这个目标，马

保国的确在追求一种带有崇高感的道德律。从各种

视频资料中可以看出，马保国显然更倾向于在道德上

实现“完人”化突破。2020年 8月 18日，马保国再度出

现在公共空间，他在为自己辩解时一直强调，不可以

将人打骨折了，因为骨折了就等于残疾了。言外之

意，马保国不将对方打骨折，完全是出于一种仁爱之

心。马保国已然在暗示他与王庆民之间的较量是对

方失去了道德，而马保国本人则是为了道德而放弃了

胜利，他之所以败给对手，是因为道德高尚，而非技能

不足。马保国在自媒体的世界里将自己打造成了一

个技、智、德合一的全才形象。

3.2 演绎“成功海归武师 ”的角色

抛开事实真伪之类难以辨明的问题，马保国《我在

英国教功夫》一书尚有特色。文采虽算不上一流，但也

充满戏剧冲突的张力。笔者认为，马保国所写的在英国

教拳的故事，充满了仪式感和戏剧性，除此以外，也保留

了一些自我化的感悟。书中讲述的与英国人斗智斗勇

的故事充满了趣味性，也浸润着诙谐式的中国智慧。

不仅如此，马保国在宣传视频中也多次讲述其在

英国教拳的历史。马保国还有一则极富宣传性的视频

节目，他身着中式对襟短袖，有着武者的英武形象，而

他的弟子对马保国充满了信赖感。马保国像一位成功

的长者在讲述往事般陈述自己的故事。“回国以后，国

家什么散打队，打不过泰拳的。什么在日本随便拉了

个选手过来，说是什么日本拳王，在中国的拳台上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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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得也是几十秒打败他，有本事出去打，不要在国

内吹牛皮造假，为什么？我纳闷，我一个学生某某某，

体重 120～125 kg，他是教自由搏击和泰拳的。在英国

他跟我学了5年，一次也没打着过我，我就纳闷了，怎么

这个泰拳到中国就这么厉害了！啊？”从马保国的口气

中可以感受到，他在扮演一位忧国忧民的武者、智者，

同是也在扮演一位武术界的先知先觉者。

马保国还在有意无意间透露出其与欧洲自由搏

击冠军 Peter Irving拍电影的细节。“再一个，我是拍电

影，和欧洲自由搏击冠军Peter Irving打，他们说假。假

是我没有真打他，他没有假。为什么，我把他封死

了。”这里同样展示出马保国的真实意图：其一，马保

国十分高调地强调了其“海归”的身份，信心满满地批

评当前中国武术界的乱象，扮演的是一位对武术有高

屋建瓴观念的世界级武术大家的形象；其二，马保国

再度强调了其在英国的对抗表演是实战，当别人质疑

其实战性时，马保国使用了诡辩术，表示自己是表演，

而对方是在实战，从而证明两人比武的真实性；其三，

马保国十分看重在海外“弘扬”中华武术的“业绩”，还

成功地将太极拳的防守绝技凸显出来 ，用“如封似闭”

的方法完成后发制人的太极功夫，借以凸显自己作为

世界级中国武师的至高地位。利用国人对海归人士

的敬意，马保国不失时机地扮演起了成功海归者的角

色，并在新媒体的世界里获得了一定的粉丝量。

不难看出，马保国对其“海归”身份十分在意。“海

归”的受宠与中国的开放性有关，当下，已经有人看到

一味崇拜海归的局限性。“在对人才选用的问题上，我

们确实存在着诸多误区。一是学历崇拜、职称崇拜、名

校崇拜、‘海归’崇拜。如果一个地方、一个单位要‘引

进人才’，常常首先考虑的是博士、硕士学历，是教授、

高级工程师职称，院士头衔，是北大清华出身，是留学

国外背景，好像有了这些，那就一定是人才了。”［9］但是，

“海归”崇拜思想依然广有市场，很多认为他们是中国

跨入现代国家的栋梁之才，因此，尽管有人反对唯海归

论，而大多数仍旧高看、迷恋乃至崇拜海归。

马保国也一样，他在《我在英国教功夫》一书中倾

注了很大的心力，主要就在于将自己塑造成一位成功

的传统武术传授者形象，而其宣传视频则成功利用了

视觉媒介的强大传输力，再度强化了其成功的中国武

者形象，马保国在此展示出了与时俱进的自我设计诉

求。在马保国看来，在英国的教拳经历足以让他成为

一位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武者，马保国也更想成为中国

海归成功人士的代表。

3.3 对成功的武林高人角色的扮演

马保国还在视频中强调了其高人一等的武术悟

性。马保国使用了带有攻击性、批判性、否定性的语

言全面低估中国武术界，这样的冒昧之举，除却其“勇

敢”的品格外，还和他从未进入中国武林核心圈有关。

中国的武林正在经受现代文化洗礼，但是，由于惯性

使然，中国武林保留了较多的江湖气，这便意味着其

中有一些背离现代体育体系的现象依旧存在。按照

江湖惯性，一些不入流的传统武者未必不会在社会上

获得认可，理由很简单，中国的江湖本身就是非主流，

其用于对抗“庙堂”的工具有平均主义的道德律、杀富

济贫的崇高性以及忠孝节义的伦理秩序，但也有一些

为鸡鸣狗盗者所利用的坑蒙拐骗之道。

由于从未进入中国武林主流，马保国养成了一种

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业余武术观，他认为大多数中国武

术界的人士都看不懂他的武功绝学。“能看懂这个录

像的，我感到可悲可叹的是这么大一个中国武林界，

这么多所谓的‘大师’，竟然没有 10个人可以看懂，看

懂的连 10个人都不到。”从马保国的简单的几句话中

可以看出很多问题，其中的关键点便是武术的体育化

与艺术化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一名传统武术钟情

者，使马保国对扮演大师之类的事很感兴趣。“扮演大

师的角色，人们请教和信任，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

这让我们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毕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

以给别人忠告。”［9］由此可见，马保国仅在扮演大师，

其演艺论的成分大于实体论的成色。

浸润了浓重江湖意识的马保国，是心理上的弱

者，却是叙事领域的强者。《我在英国教功夫》一书中

描述，马保国“制服”对手之后，弟子陈佩新试图问询

马保国使用的招法，而马保国则在向陈佩新讲述此故

事时便增添了不少神秘主义的元素。“有意吊他的胃

口，慢悠悠地说：‘当时我没在意，正想着你在和他说

啥话，突然感觉有风，就赶紧应付，没时间想用啥招，

这叫本能反应。现在回想起来，他用的是，脚踏中门，

进步双劈拳，应该是形意的打法。我的反应是左前闪

身上步，左手内拨下压，右掌按劈。从形意角度讲，也

是个劈拳，不过，是个闪身右单劈。只是没有真劈他，

改用了拿法。从太极角度讲，这招叫‘高探马’。”［1］马

保国讲述的仿佛是一则神秘故事，但是，对照一下他

的宣传视频资料即可知道，对手仅仅在配合马保国的

动作，其所展示的是一种探秘、请教甚至膜拜之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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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征服、对抗、击溃之意。马保国的外宣材料或许并

非全然造假，但他在讲述其尚武故事时自觉或不自觉

地落到了一种戏剧性套路中去了。这或许算不上中

国民间武者的悲哀，因为绝大多数的传统武术的从业

者都带有一些江湖气，马保国也将这种江湖气延续到

了他的各种外宣材料中，马保国的如此情怀在《我在

英国教功夫》一书得到了集约化展示。

由此可见，马保国一直在十分努力地营造属于他

自己的江湖世界，其中以仪式化为核心，又以诗意化

为审美动能。从《我在英国教功夫》一书中可知，马保

国欲登庙堂而无门，而其蹈入江湖之心始终未泯，因

此，他一直都在试图回到他所理解的江湖世界，如果

无望实现，他想到了在自己的语境中再造江湖，至少

在言语化、文字化、表演化的世界里找回自己的江湖，

借以在江湖的世界中找回自我，而其再造江湖化自我

的方法便是极为原始的社会表演之道。从各方面的

资料可以看出，马保国是一位天然的本色演员，他始

终都在扮演一位很像武术高人的中国武者。

只要考察一下当下传统武术人士的生存环境便

可得知，扮演大师现象在此领域内一直存在。从传播

学的角度看，历史上很多传统武术大师都是武艺钟情

者扮演出来的虚拟性角色，而非从竞技场上打出一片

天来的真实人物。霍元甲从未与西洋人交过手，但在

电影中却成为了以完美方式击败西方格斗高人的大

英雄，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尽管尚有一些关注武术

的学者不认同中国传统武术并非体育的观点，但是，

只要拨开传统武术世界的表象，人们会很直观地看到

其中有别于现代体育的特质。纵观武术历史可知，中

国的武学高人都是单传。师傅带进门，修行在个人，

“修行”二字本身就是一种微言大义式的表述方式，它

表象上承载的是一种道德或宗教价值，而其更为深

远、潜在的内容才是一种身体动作的传承。由此可

见，中国武术的身体运动过程带有很强的文化禁忌

性，传统武术中涉及格斗的技术更是处于秘而不宣的

状态。而任何一种现代体育运动项目都不存在身体

禁忌，但武术则维持着一定的身体禁忌成分，传统武

术的与现代体育的差别由此可见一斑。

传统武术高度的非公开的戒律性为其营造出一

种神秘特质。这里需要列举出香港武术动作片的价

值探索路径。武术发展到电影阐释时代后，大量从业

者开始探索其内在的价值边界。香港导演恰是看到

了大众对武术习练过程的好奇心，才在影视剧里展示

出了类似的情节。1978年，袁和平编武、成龙执导并

主演的《醉拳》《蛇形刁手》就安插了大量的习武过程。

1982年，张鑫琰执导、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中也出

现了大量的少林和尚习武的细节，而在此之前的许多

武侠影视剧中主要表现的是习武者除暴安良的情节，

而不展示习武者在学徒阶段的习武过程。由此可知，

港产武术动作影片恰是将武术推向体育领域的一种

尝试。然而，传统武术习练者仍旧保留着将习武过程

视为禁忌的传统，进而对习武过程实行严格的保密之

道。马保国的思考重心还停留在武打影视剧的层面，

而非自由搏击类的竞技场。传统武术一直有充足的

诗意，这诗意恰好遮蔽了其中的科学化链环，而失去

了科学性环节，人们就无以看到其习练过程的诸多细

节。换言之，不展示习练过程就等于废掉了武术的体

育性，因为，任何一种现代身体教育语境的体育运动

一定包括完整而成熟、稳定而精确的动作示范过程。

在失去了体育性之后，传统武术的江湖性就必现

无疑。马保国还在宣传视频资料里高调强调别人看

不懂自己的武功，且将自己看成是中国武术界排名前

10的高人，将比武的不可知性与宣传的可知性之间的

错位感再度激活，给观众制造出他属于中国武林界顶

尖人士的形象，而为了提供足够的证据让人信服其在

中国武术界的崇高地位，马保国巧妙地利用了其阅历

中的诸多元素。如自称是当今中国武术界的排位前

10的人物，依据的可能是综合的素养，其中包括理论、

功力、阅历、传播能量之类的指标。但是，这些元素很

难进入现代体育的序列，而只能成为一种江湖评判的

元素。然而，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人来说，武术既

然是体育项目，就应该绝对服从以竞技决胜负的价值

观。于是，人们看到马保国迅速被击败的场景后，立

即萌生了极大的失望之情。在竞技体育的领域内，胜

利本身就是加冕仪式，而失败则是废黜仪式，马保国

既然已经遭受现场废黜，其遭到大众嘲讽就不足为

怪。于是，当人们将技击本位的思想搁置到“马保国

事件”之后，得出的结论一定的负面的，人们完全可以

将其演示、标榜、推崇的“浑元形意太极”视作一种伪

劣武术、小丑体操、“混蛋”功法，但在想象力开拓、自

信力维持以及国学本位的立场上看，马保国所捍卫的

武学江湖传统尚有合理性。但是，当绝对化的竞技结

果出现后，传统武术的一切江湖习性顿时灰飞烟灭，

裹挟着现代大陆法系与英美近代法系的现代体育铁

律已然给怀揣巫术般思绪的中国传统武术梦想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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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头一击。

马保国的著述以及视频资料中所营造的近乎完

人般的武者形象与其在比武场域溃败之细节形成了

强烈的反差，其中的闹剧性元素十分丰富。他试图用

著书立说、视频展示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成功的中国武

者形象，他或许激活了自身的江湖气，却未能激活传

统武术中的现代性元素。“马保国事件”与马保国的著

述以及视频作品足以构建出一种草根武者的真人秀

演出体系。透过“马保国事件”可以看出，民间武者不

仅存在生存危机，习武者还有一定的心理危机、学养

危机、现代性知识匮乏的危机。由此可见，传统武术

现代化之路的艰难远超人们的想象。

4 结语

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武术有其独特性，其中包括

传统武术人在中国文化中身份的特殊性。中国传统

武术一度遭受过竞技武术的压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

之名又将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传统武术人因此

找到了尊严，然而，尊严不等于市场，于是，传统武术

人开始开拓市场，马保国的习武以及参赛行为都体现

出这样的一种象征。然而，马保国对现代体育的认知

度有限，于是，他只能竭力地为自己塑造出道德完人

的形象，借以实现道德自救。为了实现道德自救、财

政自由以及人格完善，马保国不惜冒险出击，将自己

的武技阐释为一种高度戏剧性的行为，从而彻底解构

了传统武术的体育属性。当人们看到他倒地不起、精

神失落的影像之时，仿佛置身于一种里程碑式的屈辱

仪式。马保国显然无法应对现代格斗术的全面压制，

而马保国的江湖武学人格也因此而曝光于世。中国

传统武术自有其高尚的价值、优美的风范与稳定的品

格，而“马保国事件”为中国传统武术世界提供了一种

积极的元素，类似的元素可能会成为中国传统武术的

革命性动能，既然中国传统武术之机体已然裂变，其

重构与再造工程也已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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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enomenon of MA Baoguo：：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racter Setting in th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Legend

LU Yunting

（School of Media and Arts，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sociological theory is used to analyze the phenomenon of Ma Baoguo. In fact，Ma Baoguo is a new type

of artist in the era of we media. He has always portrayed himself as a man，living around common people，of both literature and

martial arts in his works and video materials and made a deep description of his martial arts character to create an omniscient mar-

tial master image. In addition to making pretentious propaganda of his martial arts achievements，he also tried to occupy the mor-

al commanding height and play the role of classical perfect man again.His role as a returnee martial arts teacher is more like a non-

martial warrior who performs in the society. Ma Baoguo has not really approached Chines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nor is he a

martial arts master，but he tries his best to play the role of a martial arts expert in various occasions，and is finally beaten in actu-

al combat. The Ma Baoguo incident may further promote the internal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artial arts and become

an opportunity to reexamine it.

Key words：：the phenomenon of MA Baoguo；wandering performer；social role；traditional Wushu；modern sports

·· 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