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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明确提出：进入新时代，文化在振奋民

族精神、维系国家认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

面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充分凸显。审美文化作为文化

的一个重要分支和高级形式，其在上述诸方面的功

能价值尤为值得关注。审美文化是现当代美学研究

的新动向，它融合了社会学、人类学、审美学、文化

学等多学科知识体系并体现出“仿像社会”“视觉文

化”等时代特征。“审美文化”一词最早见于西方学

者席勒的《美育书简》一书。两个多世纪以来，学界

对其概念并未达成理论共识，但国内一些学者从不

同视角尝试性地进行了界说。譬如：复旦大学朱立

元教授认为，审美文化是具有一定审美特性和价值

的文化形态或产品［1］；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聂振斌研究员认为，审美文化为现代文化的主要、高

级形式，它把超功利性和愉悦性原则渗透到整个文

化领域，以丰富人的精神生活［2］；北京大学叶朗教授

认为，审美文化为人类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观念体

系和行为方式的总和［3］；南京大学周宪教授认为，审

美文化是有审美属性或审美价值的文化［4］；山东大

学周纪文教授从审美文化研究的时代性、民族性和

规律性视角指出，审美文化研究应该与历史紧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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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历史的进程中去发现和总结［5］。由上可见，我

国多数学者认为，无论在传统介质还是新媒质下，审

美文化一定要体现出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所表现出

的审美趣味、审美价值和审美方式。笔者综合各家

言论将武术审美文化表述为，武术审美主、客体之间

通过审美活动所形成的武术器物、制度和精神文化

的总和。它秉承超功利性和愉悦性的原则贯穿古

今，且武术器物、制度和精神等 3 个层面的审美文化

主要通过武术的审美趣味、审美价值和审美方式等

审美观念给予体现［6］。有鉴于此，对于武术审美文

化理论研究要充分考虑其历史特点和时代特征，将

武术“本体”放在社会大背景下进行具体解析。目

前，关于武术审美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武术审美

方式比较”［7］ “武术审美样式生成”［8］“武术审美价

值阐释”［9］等微观层面，且着重于“先秦武术审美意

蕴”［10］“明清武术审美风尚”［11］“民国武术审美理

想”［12］等“前现代”武术审美文化表现方面，尚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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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层面对武术传统审美文化现代转型、成因及

当代武术审美文化表现的相关研究。叶朗在讲到审

美文化的当代问题时曾指出：“社会的发展、科学技

术的进步，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向审美社会学提出

了一些新的课题。这些课题，在过去并不存在或并

不显著，而在当代却十分突出，应引起人们的普遍关

注。”［3］的确，在审美“界域”发生改变，审美主客体

缺少面对面情感交流的“视觉文化”时代，武术审美

文化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如审美更加“倾向娱乐

消遣”“崇尚外在形式”“追求快速浏览”，等等。对

此，时人“该如何看待”“又该如何回应”已成为当代

武术发展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新课题”。

1　从传统走向现代：武术审美文化转型的宏观

阐释

文化转型是指在社会物质生活领域和精神生活

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逐渐消退，另一种新

的文化形态逐渐形成而替代原有文化形态在社会

物质生活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过

程［13］。一般而言，文化转型表现为在大的历史变革

中所发生的主导性文化的根本转变。武术审美文化

转型亦即武术在农耕文明的传统景观社会所形成的

审美文化体系，如审美趣味、审美价值、审美方式等，

在工业文明的现代“仿像社会”、特别是“视觉文化”

时代发生了根本转变。

1.1　武术审美趣味变迁——由“注重内蕴”倾向

“张扬外显”

审美趣味是审美消费行为的动力［3］。当今年轻

一代的审美趣味已远离艺术精华，……日渐失去了

细致品味艺术原真韵味的兴趣［14］；只有具备强烈的

视觉效果、视觉冲击力，才有可能被人关注［15］。为

了适应当下大众的这种审美需求和审美趣味，武术

竞技场上出现了新编的“直落直起稳如钉的快太极

拳”［16］(1) 以及过分追求外在形似、忽视技击意蕴而

渐变花哨的现代版竞技螳螂拳 (2) 。即使“现代的”

传统武术 (3) 受到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性的影响，

也开始追求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审美趣味偏于外

在技术动作的形式主义和表现主义。“最高的美是

目不可见的，须凭灵魂而不是感官去观照它”［17］。

应该说，“古代的”传统武术很好地保留了这方面的

审美趣味，如陈式太极拳老架一路歌诀所言：“一气

旋转自无停，乾坤正气运鸿蒙，学到有形归无迹，方

知玄妙在天工。”还如武术谚语云：“只求神意足，不

求形骸似”。以及《拳意述真》曰：“练拳不在形式，

只在神气圆满无亏而已”。见微知著，从中可知传

统武术审美趣味并不刻意追求外在形架的华丽，而

是追求内蕴于“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

的境界；而现代武术审美趣味似乎更在意形式“美”

本身，如竞技武术套路比赛中，不管是单练、对练还

是集体项目，运动员多从武术的动作、服饰、声效等

方面刻画，少从武术的神韵、意境、情志等范畴彰显。

欲望美学表明：“人的感官欲望在视觉文化的刺激

下被无限度地激发，并进一步刺激我们更大的感官

需求。”［18］继图像成为视觉文化最抢眼的表征（米歇

尔、阿莱斯·艾尔雅维茨等提出“图像转向”）之后，

声音也获得了重新启用（麦克卢汉称之为“声觉空

间”，韦尔施称之为“听觉文化转向”）。这从武术

表演中刻意强化器械的“发声”便知。竞技武术比

赛中，为了吸引观众，为了“好看”“刺激”，为了彰

显技击的声效（发力时器械会出声），剑的材质越来

越“软”、刀的材质越来越“薄”等，完全脱离了技击

的实效性而偏向了纯粹的听觉审美。武术对“形”

的凸显遮蔽了“意”的表达，“能指”与“所指”有所

疏离，使深受传统文化滋养的中国武术——审美内

涵指向丢失，人们竞相追逐的只是花哨的“审美外

衣”，武术传统审美崇尚的“不可见的”美学特征似

乎不见了。

1.2　武术审美价值重构——由“仁礼教化”偏重

“娱乐消遣”

审美价值是客体对人所具有的审美意义和心理

效能。凡能引起主体审美感受的事物和现象，都具

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其发生和发展取决于事物审美

特性同人的社会实践、审美需要的关系［19］。就社会

学角度而言，审美总是处于感官享受、娱情乐志和伦

理教化的动态变化之中［20］，只是根据具体行为指向

的不同，所得到的价值会各有偏重。诚如，古之习拳

术者，可修养道德之忍性，并逐渐养成自身高尚的

道德、博大的情怀，磊落的精神以及坚强的意志［21］。

再如，古代射礼并非把“射”当做真正的讲武之事，

而是一种仁礼教化的形式载体。“君子无所争，其争

也君子”，武之“射礼”教化是通过感性的身体形式

来达到理性的、德育的渗透。陈望衡先生说，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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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感是一种引人向上的振奋感，它给人以力量、以

鼓舞，更多地显示出人格的伟大［22］。像武术大师蔡

龙云先生在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打败域外技击

家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在场的观众，这种人格

魅力对后人进行的审美价值教化作用远胜于直接的

道德说教。而当下视觉文化的仿像属性，打破了武

术传统审美教化的主导地位，并使其娱乐价值不断

凸显，成为满足人们物欲的一种手段。用“虚拟现

实”呈现所谓的“原汁原味”武术，给人们灌输着武

术的“真实”，洗脑后的年轻人陷入迷茫之中，分不

清现实与虚构（“学生喜欢武术不喜欢武术课”有其

部分原因）。德国学者韦尔施认为，审美价值虽多元，

但现今“一统天下的是最肤浅的审美价值：不计目

的的快感、娱乐和享受”［23］。视觉文化时代机械复

制、剪切拼凑的“虚拟现实”的“仿像技术”将武术传

统审美的“此时此地性”“独一无二性”（如宋代瓦舍

勾栏中的打套子、近代武术家的擂台比试）消弭，武

术传统的内在美、意象美被高科技手段人为地加以

抽离，炫目的武打影像华丽无比而又稍纵即逝，人们

无暇顾及动作背后的“内蕴价值”和场域宣扬的“思

想深度”，只能随着视觉快感表象进入娱乐至死的

“坟墓”。正所谓，“每一种媒介都会产生与之相适

应的文化艺术样式和审美接受方式”［24］。就新出现

的武术功夫舞台剧，尤其是武术艺术表演样式而言，

武术审美更加形式化、感性化，武术传统审美崇尚的

内在美、人文美被金钱至上、娱乐消遣的价值观念消

解，武术审美教化作用不复从前。

1.3　武术审美方式转换——由“慢慢品味”变成

“快速浏览” 

审美方式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把握或感知的

方式。美是人类社会所共同追求的目标，但不同的

地理环境以及人文理念却孕育了迥然有异的审美方

式［25］。美国学者杰姆逊言之：“距离感正是由于摄

影形象和电影的出现而逐渐消失的。”［26］面对当代

视觉文化的直观呈现，传统审美的心理距离被打破，

“静观、冥想等慢慢品味对象的审美方式从根本上发

生了改变”［20］。众所周知，受中国传统文化内倾性

的影响，武术向来提倡内敛，反对张扬；不求形式美，

但求内意足。武术的这种“内在美”是“非目视观感

所能求，而只有靠心领神会、慢慢品味才能得”［27］。

例如，古时人们在观赏武术那些“饶有趣味、引人遐

思无限”的动作时，必须要透过动作表象去有意地

寻求技击背后所隐含的意象，并能自觉地利用武术

美的会意及模糊色彩，将眼前肢体动作之美凝练为

抽象朦胧之美［28］，进而营造出充足的想象空间使自

己沉浸其中慢慢品味。然而，在以影像“意识流”为

主要特征、观众很少注目凝视的时代，“人们开始关

注‘眼球经济’，欣赏的方式变成了快速浏览与扫

描”［15］ 。武术网络剧、武侠影视剧等都是为了满足

当下人们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欲望而诞生的［29］。如

好莱坞制作的武术大片为了观众上座率、票房收入

率，编剧们不惜违背武术真实（违反艺术来源于生活

的创作原则），刻意追求新奇、刺激，将人们导向虚幻

的理想世界。而武术这种夸张和虚构的乌托邦动

作由于审美主体缺乏类似的审美体验，难以唤起审

美感兴，无法进入内心营造的审美空间咀嚼玩味，

只能采用“快速、浏览”的审美方式来完成。虽然武

术网络剧、武侠影视剧只是艺术化武术的表现形式

之一；“审美”也不仅是“大众娱乐”，还有“精英”和

“主流”之分，大众娱乐仅是审美的一个显性层面。

但是各类武剧中令人目不暇接、转瞬即逝的惊险刺

激的武打场面，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大众对“感性文

化”“快餐文化”的娱乐需求，这种将审美由慢慢品

味变成快速浏览的新武术样式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也是武术审美方式发生现代转换的标志。 

2　武术审美文化转型的历史成因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个时代的美学思

想和审美物态之间所以有着内在的联系，盖因为它

们共同受制于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30］就此角度

而言，武术审美文化作为一种介于“道”“器”之间的

文化形态、作为一个民族情感方式的内容之一，必

然受制于该民族特定的时代。易存国教授曾指出，

“审美文化”往往由一个乃至多个时代文化中的审

美现象构成，它包含大量现象层面的东西，显得多变

而又不稳定［31］。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打破了

传统武术的生存状态，也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

审美追求。本文试从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5 个层

面——思想转变、文化运动、政治变革、经济崛起、

科技进步等对武术审美文化转型作以解析。

2.1　思想转变催生武术审美趣味变迁

关于“现代”的界定，历史分期上有从 19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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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计起；也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计起（本文倾向于后者）。譬如，明清史学专家张海

鹏认为，1840—1949 为“中国近代史”［32］；历史学家

胡绳认为，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

为“中国现代史”［33］。何叙在研究近现代体育思想

时，明确将 1949 年以前界定为近代，而新中国成立

以后为现代［34］。周伟良亦认为，20 世纪 50 年代武术

霍然进入了现代武术的历史转型阶段［35］。这些研

究为“现代武术”的范围界定提供了参考。虽然美

学思想发展史的具体分期，不能机械地套用社会史、

政治史的分期，但其对研究武术审美文化的历史分

期与现代转型一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20 世纪 50 年代，党和政府对武术有了新的认

识，正式将其列入体育范畴，赋予武术新的社会价

值追求。1954 年改国术为武术，当时主持武术工作

的毛伯浩认为：“‘国术’是继承了封建的组织形式

和封建的思想道德观念的衣钵。”［36］所以，不仅导致

武术对抗的技击形式取消，就连套路中的技击成分

也要减少；并在 1957 年的武术性质大讨论中，进一

步确立了武术以“竞技性、竞艺性”为主的论调，武

术“身体暴力”的技击功能渐渐隐退；“文革”期间，

研究甚或提到武术的技击功能即被扣上“唯技击

论”的帽子。20 世纪 80 年代后，武术发展呈现出了

新的气象：1987 年全运会、1990 年北京亚运会武术

分别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武术之主旨思想已转变

为“以为国争光、健康养生、娱乐身心”为主要目的。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中国武术协会原主席张耀庭在

一次武术训练工作会议上指出，凡是以评分为特征

的运动项目，无不以创新和难度为目标，从而确立了

武术“高、难、美、新”的发展方向。竞技武术套路为

博取高分逐渐增添“演”的成分，强调其本身的艺术

性。21 世纪伊始，随着申奥思想的不断深入、入奥

目标的不断接近，现代竞技武术从动作到规则更是

不断进行修枝剪叶、削足适履。为了方便评分，武术

套路动作不仅形式化——徒具肢体动作，缺少内在

技击意味和思想表达；而且单一化——受竞赛规则

影响，规定动作大同小异、缺乏新意，审美趣味改变

十分明显。

2.2　文化运动促使武术审美价值转向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再到新文化运动，渐次

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同时也奏响了20 世纪以

来旷日持久的“西学东渐”之序曲。面对千年未有

之变局，国人进行了带有民族情结的“国粹”保卫

战。其中，国术与西方竞技体育亦在学校教育中进

行了驰名中外的“土洋之争”。在此期间，随着“土

体育”的式微，对于武术的态度渐渐分化成水火不

容的两派：一派主张武术无用论，一派主张武术救

国论。“救国论”主要是强调武术的强国强种之精

神，最能体现这种民族精神的是霍元甲创建的精武

体育会。在民族危亡之际，号召国民自强不息，与

强敌进行对抗，扬我国威。“无用论”则是学者鲁迅

等针对武术在枪炮发明后已无作用，且多与装神弄

鬼的“神拳”混为一谈、蛊惑人心等而发表的言论。

总之，经过这一场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的革命，人们

心理和思想摇摆不定，渐渐缺乏文化认同，开始“怀

疑”传统、“否定”传统，武术被列入传统“四旧”名

录，批判武术界“孔孟之道”的声音甚嚣尘上，彼时

的“打倒孔家店”就是显例。武术新旧价值体系相

互博弈，武德文化之核心价值观的儒家教化作用受

到极大冲击，古时传统武术具有的“习武修身、自强

不息”［37］“尊师重道、宗派伦理”等精神教化功能被

现代竞技武术的“争第一、夺锦标”［38］ “重名利、拿

奖牌”等物质利益追求所掩盖，人们对武术的审美

心理悄然发生改变，价值重构已成必然。

2.3　政治变革导致武术审美样式更新

武术审美样式是武术审美文化的物化载体，亦

是武术审美趣味、审美价值和审美方式的集中体

现。以冷兵器为主的传统社会，武术“练为战，不为

看”。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既得艺，必试敌”（《纪

效新书·拳经捷要篇》）之宗旨引领武术传统审美范

式数百年。清末废除武举制，武术失去政治仕途进

阶之路，火器在战场的大规模应用使得以冷兵器见

长的中华武术之技击功用跌入谷底，但这并没有彻

底改变武术审美的技击实用性追求。在“乱世出英

雄”的年代，武术尚有用“武”之地；民国时期，是中

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总统”与“地方诸

侯”“走马灯”一样的换来换去，“你方唱罢我登场”

的军阀混战使得武术技击功能尤其在各种近身战中

还大有用处，强种保国之尚武精神亦是此时的精神

支柱——陈嘉庚先生曾为闽南国术社题写对联：“谁

号东亚病夫，此耻宜雪；且看中华国术，我武维扬”。

孙中山先生亦言，不知最后五分钟之决胜，常在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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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尺地，短兵相接者，为今次欧战所屡见者。则谓技

击术与枪炮飞机有同等作用亦奚不可，……。为此，

孙先生还亲笔为精武体育会题写了“尚武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武术被归于

体育领域，无形中限制了它的技击功用，加之和平年

代以及和谐社会的理念，极少需要武术的“武”动天

下。所以，武术审美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化，

原来的主要功能——“技击”也只局限在职业运动

员、武警、特种兵等很小的专业领域范围，现代武术

的主要价值集中于竞技武术之“竞艺”、大众武术之

“健身”、艺术武术之“娱乐”，尤其是新时代成长起

来的年轻人，对武术影视、武侠动漫和武术手游这些

娱乐性武术的独宠更加促进了“艺术武术”凸显，并

使其成为一种新的武术审美样式。

2.4　经济崛起倒逼武术审美急功近利

武术审美急功近利是武术审美文化发生现代

转型的表现之一（审美价值取向方面），它与传统社

会的武术审美价值偏重于超功利性有着显著区别。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市场经济的崛起令武术审美文

化再难以维持其“自律性”（审美自律性表现为审美

态度的无利害性、审美价值的超功利性等），举国体

制与市场经济的双重包夹，使得武术美学思想及审

美文化偏于竞艺化、商品化、消费化。自 1994 年第

一台功夫舞台剧《沙弥走进少林》诞生后，这种武术

新样式就在不断地探索与创新，众多少林武术品牌

剧，如《风中少林》《功夫诗·九卷》《功夫传奇》在香

港、澳大利亚、韩国等地均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

益；此后，还有武术职业联赛，武术表演类节目，武

术动漫剧、武术电竞等相继诞生，逐渐使得“武术产

业艺术化”“武术艺术产业化”。另外，受到“视觉

文化”“消费社会”“商品经济”等理念之影响，近年

来，传统武术与商业联姻现象明显。“武术搭台、经

贸唱戏”，武术文化变成商业产品，失去了传统审美

文化的超越性；急功近利、娱乐至死，武术教化作用

弱化、精神家园丧失，武术审美变得感官化、世俗化

乃至庸俗化，审美价值取向也从一元变成多元且更

倾向于娱乐消遣。于是，社会上旋即出现了“与金

钱挂钩的传统武术变味儿了，与竞技结盟的传统武

术变质了”的大声疾呼。

2.5　科技进步推动武术审美方式转换

在数字电视、电影、电脑及手机视频等新媒体构

成的高科技时代，农耕文明条件下形成的传统思维

模式开始解构。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们早已没有

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时的悠然心态。“中国当

前审美文化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变。传统审美文化的

类型和规则，以及许许多多的禁忌正在或已经瓦解，

新的游戏规则正在或已经取而代之”［4］。传统武术

审美失去了“此时此地性”和“独一无二性”，“文化

生态”已然改变，如若抱残守缺将成明日黄花。正

因为如此，武术传统审美文化逐渐发展，生发出了现

代审美文化维度：即不以传统的技击、内在教化等

为美的标准或唯一标准，开始追求与高科技时代相

应的艺术、外显、感性的美；传统“品味与体悟”的审

美方式开始趋向于科技信息时代的快速浏览。著名

国画大师石涛曾经说过，笔墨千古不变，形式应随当

代。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武术审美范式衍化出

了“技击与艺术”双向互补的新范式。如中国武术

博物馆里面的武术模拟实战，一方面，使得普通大众

通过虚拟现实“体验”武术，增加了自身的武术“体

验”；另一方面，则是借助高科技手段将“击打技术”

变得炫目多彩、声效俱佳，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展现

方式。

总之，针对武术审美文化的现代转型应作如是

观：它是适应社会环境的结果，环境改变了武术的

生存状态，传统武术美的现代转换已成一种社会需

求和历史必然。

3　武术审美文化转型的当代启示

周宪教授曾说，文化转型的发生发展是新旧文

化形态之间的交错更替，而不是两种文化形态之间

发生的断裂。它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永无止境的

进化过程［39］，亦是文化自觉后文化演进的必由之

路［13］。理性认知和对待武术审美文化转型，对于当

代武术的创新发展以及文化生态建设均具有一定的

启示和推动作用。

3.1 武术审美文化现代转型是动态变化的过程，需构

建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

讨论审美文化的转型，特别是现代转型，必须

具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和历史智慧，必须把握从传统

向现代转型的基本历史脉络［4］。随着社会的巨大变

革，当代武术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

出现了审美心理结构中的“以新代旧、新旧共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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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表现出来就是武术审美文化的现代转型与武术

审美文化的传统回归交错更替、博弈不断。

当下中国武术面临选择回归传统还是继续现代

化等问题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域，应该得到关注和重

视［40］。诚然，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期，不乏

“传统武术”回归，回归“武术传统”事件——散打

运动被恢复，武术本质再讨论等。21 世纪伊始，人

们又开始呼唤武德重于武技、强调打练结合、增添功

法练习，等等。中国武术的“重和谐”“重教化”“重

技击”的思维理念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但

是，这种种努力都没有改变主流武术的艺术化发展

方向，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视觉文化”的

兴起和奥运计划的实施（主推竞技套路），更加加剧

了这种趋势。现代社会不断充实武术的内涵及扩

大武术的外延，武术与艺术交叉衍生出的艺术武术

就是一种时代新产物，它体现了武术的与时俱进

性。诚如前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高小军所说：“我

们应该用世界眼光，用大武术观去推动武术的国际

发展。”［41］“大武术观”即不仅仅将武术囿于体育范

畴，它还广泛涉猎艺术、审美等领域。“舞武同源论”，

古已有之［42］。新中国成立初期，蔡龙云先生亦提出

武术始终循着“击”与“舞”并行不悖的方向发展。

今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出二者的内在关联，武术向

艺术靠拢并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而是一种价值属

性的“重拾”。

由上可知，每个历史时期的武术都有不同的价

值取向，它会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不断调整，从技击价

值、健身价值、教育价值、娱乐价值、审美价值的变化

规律看，基本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相一致。这

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非人力所能左右。但时人

由于思维惯性，对新出现的事物总是在“适”与“不

适”的情怀中摇摆，所以，现当代武术审美文化才会

表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斥

责武术发展的不伦不类，倡导武术的传统回归；一

方面，又积极投身于武术艺术化、商业化、娱乐化的

造势之中。对此，我们要理性对待并正确引导，采

取“宜疏不宜堵”的发展策略以及“和谐共生”的发

展模式才是明智之举。譬如，作为武术本质属性的

技击，在当代法治社会仅局限在较小的专业范围内

使用，这时我们可以利用高科技手段，将其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像中国武术博物馆里面的各

个拳种门派展示一样，通过“文化与科技相融合”的

模式，艺术化地模拟技击，展示技击，将技击属性融

入习武者的日常习武实践中；另外，受到中国社会

审美现代性的影响，当代武术发展越来越感性化、

艺术化乃至神秘化。针对近些年武术出现的“假大

师”“伪武术”等现象，应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之“坚

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

原则；坚持武术的技击本质，树立新时代守正创新

的审美风尚，对那些违反科学、虚假宣传、有损武术

正面形象的污名化行为进行有力抨击。秉持开放包

容的大武术观态度，武术发展可以艺术化，但那也只

是“艺术化的武术”，而不能成为“武术艺术化”的借

口，陷入“为艺术而艺术”的彀中，丢了武之为“武”

的根本。

3.2　武术审美文化现代转型是文化自觉的表现，应

彰显独具特色的文化生态

当下，由于传播界域的变迁、意识形态的挤压、

大众娱乐的多元化、传统观众的被分流等诸多原因，

使得传统武术无奈地沦为一种边缘化的弱势文化形

态，更多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然而，今

天的武术并非无路可走。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武术

已经找到了它的出路——朝着表演性的方向发展，

并呈现出了潜在而巨大的生命力［43］。为此，可以尝

试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转型，以彰显出独具特色的

武术文化生态：

第一，秉承“交流融合，文化自觉”之思想不断

推进。卢元镇教授指出，（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它要

通过交流、融合来发展，通过选择、变异来适应［44］。

整体而言，武术审美文化的现代转型表现出了从一

元整合向多元交叉过渡、从政治文化向消费文化转

变、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变、从排他性文化向并

存性文化的转变，等等。比如，功夫舞台剧、武术动

漫剧等武术新样式的不断出现，打破了传统武术大

一统的发展格局；武术由原来的政治外交手段（20

世纪 70 年代）变成了全民消费的娱乐产物（20 世纪

90 年代）；从金字塔尖里面少数人自娱自乐的精英

文化转向了视觉文化为载体的全球共享的大众文

化；从土洋体育水火不容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向民

族与世界、东方与西方、传统与时尚并存一体、互相

融合的文化形式转变。“变”“常”有序，“万变不离

其宗”，要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着力培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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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

求，发挥武术的民族特色、利用武术的文化优势，在

各类武术样式中重新建构而被历史所认同、被人们

所接受且积极适用的“尚武崇德”文化精神，厘正日

益“离弦走板”的“尚武崇德”及其内涵的现实要求，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目标昭示。20 世纪中叶以来，武术审美文化正经

历着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转型期，在浮躁、功利

的快节奏社会背景下，部分习武者“舍本逐末”“急

功近利”，忽视对传统武德思想的修养体悟，出现了

像闫 F 隔空击人、徐 L 约架事件等武术“失范”、武德

“失序”现象，错误地将武术的审美价值定位在表面

的技击能力而非深层的精神教化。李守培等指出：

“武术基于中华文明伦理特色，秉承‘拳以德立，无

德无拳’的理想信念，始终推崇道德教化及伦理秩

序，积聚形成的丰富道德智慧理应在新时代为我国

公民道德建设乃至全球伦理发展贡献力量。”［45］由

此，要树立武术文化自信，形成武术文化自觉，站在

新时代的立场，从国家意志和武术发展实际出发，融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对传统武德思想进

行“去渣存精”，构建出重“礼德”守“诚敬”，崇“和

谐”尚“仁勇”的当代“尚武崇德”八字精神，服务于

各类武术习练者的日常生活实践。

第二，秉承“顺应潮流，适时而变”之思想给予

接纳。“时尚的流行使身处不同文化与国度的人表

现出审美习惯上的趋同性。今天我们面对的审美文

化不单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审美文化，而且是全球化

了的审美文化。”［46］一般而言，武术传承与发展的受

众群体多为青年人、推广与传播的受众群体多是外

国人，充分考虑这些人的审美需求，武术才有更好出

路；不能一味抱着传统观念和陈旧思想，狭隘地提

倡武术的民族性和传统性。传统是一条永不休止向

前流淌的河，经典的太极阴阳理论也开始与“快太

极”动作（郭志禹语）一道在世界各地深入人心，这

是中西美学共融的典型表现。一件事物要让人们接

受它，首先要让人们感受它；通过练习太极拳动作

技术开始接触到深奥的太极理论，对于深奥而富含

哲理的太极理论的感知，又进一步催生了不同肤色

的人们对于习练太极拳动作技术的浓厚兴趣。这就

犹如一针强心剂，既推动了武术文化的国际传播，也

排解了传统武术“常被冷落”的尴尬境遇。另外，舞

台表演形式的武术类节目，如春节联欢晚会武术表

演、大型文艺晚会功夫舞剧、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

幕式、2014 年南京青奥会开幕式等都是将武术动作

与现代媒体技术——灯光、音乐、背景、舞美、特效

等相结合，就审美角度而言，远远超过竞技武术套路

和武术大众健身项目的审美体验和感受并使其成为

新一轮的时尚，具有潜在的商业价值。再如，河南电

视台《武林风》节目自从 2004 年开办以来，举办了多

次中外交流对抗赛，为武术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市

场前景。武术走上电视这种视觉文化平台，展现了

娱乐、竞技相融合的巨大魅力和无限潜力，通过《武

林风》培养了大量懂武德、知门派的“武术迷”；它独

辟的女子擂台板块，更是刷新了人们认知，增添了时

代亮点，扩大了受众群体。

4　结语

自古以来，武术作为一种技击术，人们对其形成

了一定的审美范式，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武术的

技击美、实用美更是得以凸显并被赋予了至高无上

的地位；然而，时过境迁，随着武术从军事舞台的退

出以及近现代西方体育思想的强势介入，武术审美

逐渐偏离实用技击而偏向于体育竞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视觉文化”成为我国文化传播的主流方

式后，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又建立起了新的文

化品位，审美过分追求娱乐化、平面化，缺乏内蕴和

独立的个性，这使得一贯注重内蕴美，讲求神韵、意

境的中国武术又一次受到极大的冲击，在这种时代

背景下武术审美意识发生了显著变迁、武术审美文

化发生了现代转型。面对这种变迁与转型，我们要

清醒地认识到，一味取悦大众，放弃武术审美的传

统根基，是违背常理，也是站不住脚的；一味因循守

旧，拒绝武术审美的时尚元素，也是不合时宜，难以

为继的。在视觉文化为主流的今天，我们既要延续

武术审美的传统命脉，又要张扬武术审美的时尚个

性。有鉴于此，只有加强武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

性发展，构建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即通过当代艺术

化的表现形式将武术美的传统内质展示出来，并利

用“视觉文化”的优势将武术的文化内涵和技击思

想传播出去，形成良好的文化生态系统，才能使“武

术之美”常在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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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竞赛太极拳，即“快太极”，是在原有动作速度的基础上出
现了显著的变化，追求速度变化、动静对比、感官刺激等，迎合了当

下大众的审美趣味。有研究者指出，这是一种新的太极拳种的产生。

(2)　笔者在对青岛市太极梅花螳螂拳武术馆馆长张维福进行

访谈时，张先生表示，现代的竞技螳螂拳变得面目全非，一味强调摇

晃、摆动，华而不实，少有技击意味，更缺少螳螂那种“不畏死”的勇

往直前精神。

(3)　本文在研究审美趣味时，为了对比说明，特将传统武术做

了“现代的”和“古代的”之分，其余别处没有特殊说明的皆指“古代

的”传统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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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The Transformation，Causes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Wushu Aesthetic Culture

MA Wenyou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12，China）

Abstract： Deconstruct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Wushu aesthetic culture and its causes has important enlightening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Wushu and even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Wushu culture.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comparative analysis，and logical analysis，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auses 
of Wushu aesthetic culture.It is found that 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 culture formed by Wushu i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in aspects such as “changes in aesthetic taste，re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value，

and transformation of aesthetic methods” in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The cause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Wushu aesthetic culture is due to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era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ideology，politics，economy，and technology”.It is therefore suggested that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Wushu aesthetic 
culture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change and a manifestation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Wushu should not be stubborn in traditional concepts，but adept at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and build a harmonious and 
symbiotic development model.This means showcasing the essence of Wushu beauty through artistic forms of expression，and 
utilizing the advantages of visual culture to sprea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combat ideas of Wushu，in order to construct a 
good Wushu cultural ecology.
Key words： Wushu； aesthetic culture transformation； visual culture；aesthetic taste； aesthetic value； aesthetic styl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LIU Bing1，2， ZHENG Zhiqiang3

（1.Phys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of  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2.Physica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3.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Shanxi Normal University，Taiyuan 03003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ten years，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 have accelerated.
The research adopt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logical induction，field interviews and cases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challenging factor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 structure form and operation mode into the 
new，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tyle，people and complexity.The transformation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 
includes two forms： internal transformation and external transformation.At the present stage，the internal challeng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fuzzy organizational value，insufficient democracy and low professional 
service level.External challenges include lack of organizational credibility，resource bottleneck constraints，and limite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In the face of challenges，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should internally establish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strengthen the talent team system，and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service ability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externally boost resources access，strengthen social governance network relations，and build a governance 
community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with the help of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Besides，it is also suggested to make good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lease the new momentum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actively “go out”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mass sports；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digital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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