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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间传统武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部分，传播民间传统武术尤为重要。文化反哺作为一种传播方式，

拓宽了民间武术的传播渠道。本文对民间传统武术的文化反哺进行探析，提出以武术动画、武术电影或

电视为载体，以武术动画课程与武术文化鉴赏课程为途径，对小学与高校的学生进行武术文化反哺，达

到传播武术文化，在学校与社会中形成浓厚的武术文化氛围。武术影视课程不仅能和学校武术课结合，

传授技术同时推进文化反哺，还能促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与爱国情怀。各校以武

术影视课程对学生进行文化反哺同时还需重视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给予学生充分的创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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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folk martial arts are the main part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the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folk martial art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s a way of communication, cultural 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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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broadens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 of folk martial ar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ltural 
feedback of folk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and puts forward to take the martial arts animation, mar-
tial arts film or television as the carrier, to take martial arts animation course and martial arts 
cultural appreciation course as approach, making the students in primary schools and colleges be 
nurtured by Wushu Culture to spread Wushu Culture and form strong Wushu culture atmosphere 
in school and society. Martial arts film and television courses can not only combine with school 
martial arts classes, impart technology and promote cultural feedback, but also promote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students’ cultural awareness and patriotic feel-
ings. School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subjectivity and initiative, and give students enough 
creativ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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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间传统武术是中国武术文化整体结构中的主体部分，能集中体现我国各民族文化。2017 年 1 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文件，明确提出了弘扬和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价值、目标和要求。在这种历史的新时代背景下，传播民间传统武术也是刻不

容缓的使命和任务。文化反哺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可以促进某一事物的传播与发展，使事物的生命力更

为旺盛。目前影视，如动画、电影、电视等作为新时代蓬勃发展的产业，通过其可以了解各种文化，了

解世界各地不同事物。从众多武术发展路径与措施中发现，影视是文化反哺的载体，能引起广泛的社会

效益，带给武术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因此本文利用影视的文化反哺效应，以动画、电影、电视为载体，

反哺大众武术文化，对民间传统武术进行传播，使民间传统武术走出民间，走向大众，走进社会。 

2. 概念的界定 

2.1. 民间传统武术 

郭玉成教授[1]早在文中谈到“传统武术”是中国武术拳种流派的统称，在竞技武术的冲击下，其概

念的内涵和外延发生异化，已经不能代表“非竞技武术”。在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语境

中，“民间武术”的称谓更准确，更能代表具有民间特征的中国武术的传承发展状态，民间武术的传承

与发展是我国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点保护内容。传统武术缘起于民间并广泛的分布于民间，所以其

恰当的称谓应该是民间传统武术。民间传统武术是文化的武术，其技术也属于文化的范畴。笔者将民间

传统武术的文化分为硬文化(技术文化)，软文化(内涵与空间文化)。 

2.2. 文化反哺 

关于文化反哺，早在 1988 年，国内专家学者创用了“文化反哺”这一概念来指代这种由年轻一代将

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现象，将“文化反哺”定义为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

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2]。后有学者[3]在此基础上提出如果突破代际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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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束缚，将会发现同样发生在因为文明转型而社会变迁剧烈年代的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反哺的截然不同

的意义，将文化反哺理论用于分析民间文艺市场的经济学，发现精英——官媒精英成了民间文艺的供应

商，民间文艺来源的民众则成了消费者和使用者，得出这种反哺在一定意义上能促进民间文艺的传播，

但不能忘记民众的主观能动性。由此，笔者试着借鉴以上学者的研究观点探讨怎样在传播民间传统武术

技法同时推进传统武术文化反哺，更好的发扬民间传统武术的优秀文化。 

3. 文化反哺在体育领域及其它领域的相关研究 

学者[4]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对竞技体育“反哺”体育公共服务进行分析，认为竞技体

育具备一定的基础、功能和路径来“反哺”体育公共服务，并给出了反哺功效的主要表现。由此可以看

出，通过竞技体育的“反哺”，能进一步推动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从而实现竞技体育与体育公共服务

的联动发展。学者[5]通过分析欠发达地区农民体育存在的诸多障碍，给出了对欠发达地区农民“体育反

哺”相关的策略，为此，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通过家庭作业的形式，让学生把自己掌握的体育

健身方面的知识传播给家长。文化反哺能使文化传承、价值传承发生转变，也就是知识传承的主客角色

由相对固定变为频繁互换[6]。 
民间音乐中的“老歌翻唱”作为一种重要的音乐流传机制，在推动民间音乐流传，形成音乐文化反

哺中的作用重大，翻唱形式都会给歌词文本带来的新的诠释。原词与新词、原风格与新风格、原语境与

新语境之间的冲撞，会引发新的意义的可能性。老歌翻唱保证了音乐比许多其他艺术具有更长久的生命

力，这是实践文化传承与文化反哺的重要途径[7]。 
民间文艺的传播也得益于各学者、采风专家深入民间调查收集民间文艺的优良传统，将其整理然后

以新的形式反馈给大众[3]。暂且不去评论这种传承方式是不是忽略了民众的能动性，但这种文化反哺在

一定程度推动了民间文艺在大众中的传播，延续了民间文艺的生命力。 
根据文化反哺在体育及其它相关领域的研究结果看出，文化反哺可以促进某一事物的传播与发展，

使事物的生命力更为旺盛。文化反哺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可以拓宽民间传统武术的传播范围。因此研究

民间传统武术的文化反哺形式与社会效益对于民间武术的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 

4. 民间传统武术的文化反哺 

学校是民间传统武术传播的主要阵地，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传统武术教予少年们民族精神的脊梁，

于青少年而言应当充分的认识和有效的继承它。本文提出以武术动画、武术电影或电视为载体，以武术

动画课程与武术文化鉴赏课程为途径，对小学与高校的学生进行武术文化反哺，传播民间传统武术。传

播的过程包括传播内容–载体–途径–受传者等，传播过程中的人物关系包含着不同群体之间的反哺行

为。如动画的形成与传播过程就是媒体精英者与专家学者到民间“采”民间传统武术不同拳术技法，武

术家们的生活故事，传统武术文化内涵等，这时他们的角色是受传者，武术家们是传授者。然后将其制

作成动画，以动画为民间武术文化的载体，通过学校武术动画课程“哺”给学生，这时他们的角色变成

了传授者。这样的角色变换体现了不同群体间的文化反哺构成。 

4.1. 武术动画反哺学生 

4.1.1. 武术动画的特点 
(1) 趣味性：动漫的分类概念来自日本，卡通人物统称为动漫。但是国内动画行业称之为国创动画，

它主要通过想象力的发挥进行创作，其元素的形态、结构或使用特点，都通过一种夸张的手法来表现。这

种对于事物形象的夸张呈现，不但强化人们对于某一种事物形象的情感，同时可以改变人们对其的感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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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定势[8]。动画所呈现的各种画面或者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切合观看者心理特点，引起观看者兴趣。 
(2) 情感性：一部成功的动画能很好的诠释所有人物所承载的情感，使观看者接受动画带来的文化洗

礼，让人产生愉快的情感[8]。经典的动画作品大多来源于神话或者民间故事，正是这些故事中包含了人

们强烈的梦想以及对于事物是非判断的强烈情感，将民间传统武术的文化内涵融入动画中，能培养观众

的文化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情怀。 
(3) 本土化：在不同区域、不同环境下，动画作品能反映的不同文化内涵。一个动画作品，表现的不

仅仅是一个故事，更是对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它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国家软实力发展的载体[8]。
我国民间传统武术种类繁多，不同拳种反映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因此为动画的制作提供大量的素材。 

4.1.2. 武术动画课程 
目前国内极度重视青少年的文化道德教育与爱国主题教育。动画行业将国学经典《三字经》、《弟

子规》制作成动画片，以小故事的形式呈现给观众。各地的小学也将动画引入了学生的思想教育课程中。

这说明动画课程早已在小学开展，武术动画教育课程在小学开展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此外，国内的动

画行业也早早的将传统武术制作成动画片，如《中华小子》、《少年黄飞鸿》等。它们都是以中国功夫

为切入点，以国际化的视角讲述一个具有浓郁中国风格的故事。它们也是一部以儿童为主题，符合儿童

心理，有益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优秀动画，并且国内具有很多优秀的动画技术人才，为武术课程提供

技术帮助与教材内容。 

4.1.3. 武术动画课程在小学开展的可行性 
武术动画的特点具有趣味性、情感性、本土化的特点，那么武术动画课程更能吸引学生的兴趣。小

学阶段的学生对外部事物充满了好奇，具有探求知识的渴望。一部好的动画更能符合儿童心理特点，引

导着儿童学习新东西。而视觉是思维的一种最基本的工具或媒介。视觉的优点，不仅在于它是一种高度

清晰的媒介，而且还在于这一媒介会提供关于外部世界中的各种物体和事件的无穷无尽的丰富性[9]。因

此将武术动画引入小学与武术课相结合，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武术课的兴趣，让学生在武术动画课程中

学习中华武术文化，提高学生的审美、判断等能力。 
国家提高对青少年道德思想教育的重视。2019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

教育实施纲要》，要求各地区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这样的政治背景为武术动画进入小学课程提

供了契机。武术动画主要弘扬追求真善美情怀，以通达人性的故事弘扬人文精神，弘扬传统文化，其中

塑造的一些机智、善良、英勇的动画人物形象和故事，体现出对人类普适价值的追寻，如对战争的厌恶，

对弱者的关怀，对友情、亲情的关爱等[10]。使学生在武术精神，如见义勇为、替天行道、言而有信、一

诺千金、快意恩仇、义薄云天、智勇双全、锄强扶弱、不畏艰险、勇于挑战等熏陶下成长为一名优秀的

中国公民。 
武术动画课程的教育潜力。小学年龄段的学生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想象与好奇，并且他们的专注力

很低，小学大多数课时都用于学习语数外，这些课本上较为枯燥难懂的知识不能完全使学生专注学习。

而武术动画课程将课本知识与现实场景结合以动画形式呈现，在课前可以提前布置任务，例如找出动画

中提到的武术动作等思考，提高学生的兴趣与专注。民间传统武术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其中武术动画

中可将师徒之间的情感生动的展现，让学生在观看的同时学习尊敬老师，有助于培养和睦的师生关系以

及团结友爱的同学情谊，对学生的进行道德教育。动画制作应用了目前人类最前端的影视技术，并广泛

采用了简化、夸张、拟人、象征等艺术手法，有助于儿童理解和创造力的培养。人类阅读行为在发生转

向：由基于印刷文本的阅读逐渐转变为基于视觉图像的解读。由此引发阅读对象、阅读方式、阅读性质

以及阅读心理和功能价值多方面的重大嬗变，“看”不再是个简单的问题，事关人们的文化素养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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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等，这是个很深刻的问题[11]。因此，通过武术动画课程的学习，本身便是对学生知识的一种积累。 
武术动画课程校本教材具有很大挖掘潜力。校本课程作为文化反哺的“媒介”，开发武术校本课程

尤为重要。民间传统武术种类繁多，共有一百多个拳种。每个拳种之间动作风格迥异，有以模仿动物姿

态著称的象形拳，有刚劲勇猛而不乏柔和的少林拳等。武术素有“南拳”“北腿”之说，为武术动画的

制作提供大量素材。将武术动画课程与学校的武术课相结合，促进民间传统武术在学校的开展。 
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假如将西北地区的传统武术反哺传播至东北地区的过程即面临文化“不适”

的困境，武术动画校本课程开发则成为跨域传播而来的传统武术文化适应不同地区文化的最佳途径与方

式，武术动画校本课程则成为跨域传播的“媒介”。媒体界精英与专家学者可深入民间“采”各地区的

传统武术文化，取其精华。例如选择当地某一拳种，围绕某一具有武术文化精神的拳师为核心，用人物，

剧情所表达出的文化及思想感情教育学生。将传统武术文化，包括空间文化等融入动画，向学生传达，

并且强调“武以德立”“德为艺先”，反映民族以“仁”为核心，注重人际关系和谐理念[12]。经过多重

的筛选与制作，最后将武术动画以课程的形式“哺”给同区域或者不同地域的学生，以这样的反哺形式

推进武术文化的传播，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 

4.1.4. 武术动画鉴赏文化节及社会效益 
学校除了开展武术动画课程，还可以举办武术动画鉴赏文化节，要求全校参与，邀请家长融入，引

导学生创作。目的在于阶段性检验课程开展的效果，扩大武术文化反哺范围，照顾地区经济的差异。经

济较差的地方学校可能没有能力以视频观看的形式开设课程，那么学校通过这样的形式在校内创造浓厚

的武术文化氛围。这样也可以发挥学生的创作能力，重视学生的能动性。 
武术课与动画课结合，课前或课后布置与课程相关的武术家庭作业，让学生回去给家人展示学校学

习的武术，并要求学生与家长利用网络书籍搜索相关武术文化知识。学生与家长共同学习，以这样的方

式促进武术文化反哺。如果某部武术动画在学生群体中很火，那么，片中主题歌会受到追捧，剧中人物

和道具就会做成各种各样的衍生产品，还可以拍成电影，电视，做成游戏等，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商业

市场。通过武术动画反哺社会，在社会中形成浓厚的武术文化氛围，这是所有武术人所一直努力的目标，

也是武术发展最终目的之一。除此之外，武术动画在小学开展也能促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大部分动画

作品在弘扬追求的真善美情怀，以具有教育性质的故事宣传社会道德知识，弘扬传统文化。因此武术动

画课程可以侧面的激励学生积极向上追求人生理想，可以缓解学生心理压力等。 

4.2. 武术电影、电视反哺学生 

4.2.1. 武术文化鉴赏课程 
谈到武术电影，我们一定能想起《少林寺》，谈到武术电视，我们一定能想到金庸武侠小说。武术

电影或电视承载了多少人的武侠情怀，它们作为武术文化的载体，具有严肃的文化反哺效应。某一部电

影或者电视的火热除了自身的质量高外，还少不了外界的宣传。中国拍了很多部电影、电视，但是有的

由于宣传不够而不了了之，没有在群众间激起浪花，例如，纪录片《中华武术家宝典》、《中华武术探

秘》等。笔者认为多媒体平台的增加，内容越来越广，增加了人们可选择的内容，加之人们具有很强的

主观选择意识。因此，武术影视作品也时常被众多的娱乐新闻淹没。学校是传播武术文化的主要阵地，

受众者很多，将武术影视设置为课程在高校开展也是明智之举。大学阶段是人生的关键阶段。大学生即

将面临社会，无论他们即将出国留学或工作，还是留在国内。对他们进行文化意识的培养和爱国主义教

育都是必要的。 
民间传统武术的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在各高校进行武术文化鉴赏课程，以选修课和必修课为途径，

以武术纪录片内容为教学材料。纪录片作为教材，笔者主张利用过去所拍摄的高质量影像。可用“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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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情”几个字表达纪录片的特点，“老味”表示过去影片镜头拍摄到的那个时间段的人们生活方式与环

境，以及历史悠久的武术带给人们浓浓情感。“浓情”表示过去拍摄的纪录片不仅能培养学生的文化意

识，还可以增强他们的爱国情怀。这样既向大学生传播了武术文化，还避免资源的浪费。 

4.2.2. 社会效益 
纵观影视与文学的发展，两者间存在互利的关系。影视反哺文学销量与生产，文学反哺影视作家创

作。鉴于此，高校开展武术文化鉴赏课程不仅可以反哺学生武术文化，还可以通过该课程促使学生阅读

众多的武术书籍、武术方面的论文等，以这样的方式反哺武术文学的创作与销售。高校开设武术文化鉴

赏课程在一定程度能使武术文化在社会产生较大的效益，使武术文化更具生命力。 
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都会开设武术普修与选修班，将武术文化鉴赏课程与武术课结合发展，使学

生同时学习武术文化与技术知识，提高学生对武术的兴趣。大学生是即将走向社会的群体，他们也会将

自身所拥有的文化知识如武术文化等融入社会。那么通过学生这一小众将武术文化反哺给社会，传给更

多的大众。除此之外，大学生也是面向国际的群体，通过武术文化课程以及武术课的开展使众多将要走

向世界的学生具备中国独有的民族文化，提高学生的文化底气与自信。 

5. 反刍[3]：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 

哺乳纲偶蹄目中部分草食性动物进食经过一段时间后将半消化的食物从胃里返回嘴里再次咀嚼，这

样的行为称之为反刍。而学生是有着强烈的情感和意识的群体，他们对事物有自主性、能动性和强大的

反刍功能。媒体精英与专家学者们将武术文化赋于武术影视或者武术文学等，通过学校课程这个途径反

哺给学生。学生在某种压力下有限度地迎合学校意愿表现出顺从，遵循学校教学的安排认真上武术动画

课程与武术文化鉴赏课程。但是，学生也会根据自己的理解与需求选择性的学习。谁也不能保证，专家

们精心准备的课程内容会对学生产生什么影响。 
学生具有强大的反刍功能，会利用学校提供的知识写出自己的文章。因此，学校在开设课程后要重

视学生的能动性。如学校应该组织开展武术文化节，向全体师生征集关于武术作品的创作。如武术相关

的任务绘画创作，武术漫画创作，武术小说的创作，武术音乐的创作等，以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可以了解

学生对武术文化的理解，另一方面促进小学和高校的武术文化课程的改进与发展。 

6. 小结 

“反哺”是值得人类尊敬与效仿的生物本能行为，利用“文化反哺”方式传播民间传统武术，使民

间武术走出民间，走进社会，面向大众，在社会上产生浓厚的武术文化氛围。传统武术早已进校园，如

何让其更好的开展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而武术动画课程与高武术文化鉴赏课程在小学和高校中开设正好

与武术技术课结合，促进传统武术的发展。在传授武术技术的同时推进武术文化反哺，传播传统武术文

化。因此武术动画与武术文化鉴赏课程是武术文化反哺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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