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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武术是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有丰富的“拳种”、“套路”以及“流派”，在新时代浪潮

冲击下，其面临传承模式、传承群体关系的嬗变；技术体系、技艺传承的自我意识薄弱；生存空间、内

在文化信仰变革。加上市场化的武技快速发展，迫使传统武术慎思自我发展。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

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通过宏观与微观的纵横考察论证传统文化的传承实践，揭示传统武术传承的困

境是什么以及引起困境的缘由，继而反思传统武术传承内容、传承场域以及传承主体的困境以及文化、

结构、代际滞差等问题，提出重构传统武术本体话语、营建传统武术生存空间、坚守传统武术传承主体

的建议，期翼为中国传统武术的传承发展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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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martial art is a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rich “boxing”, 
“routines” and “schools”, which are facing changes in inheritance mode and inheritance group rela-
tionship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wave of the new era: weak self-awareness of technical system and 
skill inheritance; living space, inner culture and beliefs. Couple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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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oriented martial arts,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have been forced to think carefully about self-
development. This study uses the literature method, logical analysis method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discuss the inheritance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macro and micro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vestigations, reveals what is the dilemma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inheritance 
and the causes of the dilemma, then reflects on the dilemma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inheritance 
content, inheritance field and inheritance subject,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of culture, structure and 
intergenerational lag,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reconstructing the ontological discourse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building the living space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and adhering to the 
main body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inheritance. It provides idea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
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arti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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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追问：传统武术困境的形成原因 

随着社会结构的加速转型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传统武术的传承方式也不断在演化，在一定程度上

由原来的师徒传承到“类血缘、地缘、趣缘”性质的父与子的角色转变，传统的师徒传承本身也发生了

变迁。正是传承方式的不断演变引发了现代社会传统武术传承与发展的困境，传统武术生态圈的隐忧如

何形成？又映射传统武术怎样的实质问题？中国传统武术何以为继？需从传统武术传承方式的逻辑演变

中去探寻。 

1.1. 师徒式转变影响传承内容 

“血缘关系是武术传统师徒关系的模拟机制，师与‘父’同构、徒与‘儿’同构”[1]。这种师徒关

系有利于传统武术拳种的深度传承，技法和道德是传统武术传承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师徒两人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指导、训练授受武艺，这是当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师生以及教练员，在传

承过程中难以收获的缘由，传统武术的“源流有序、拳理明晰”的前喻文化传播链随固定化教学时间的

学校师生、运动成绩唯一论的教练员而产生裂隙。在古代，各流派之间忌讳主动将长时间总结积累的技

术与血缘之外的人，即使以切磋技艺为由也只是为自己技术的实效性进行检验，并不能达到“推心置腹”

的交流；在现代，在校师生的“武术传承仅限于固定的三年或四年的学制种”[2]，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关

系也是建立在提高运动成绩，若比赛成绩与期望成绩不符，授受一方可能被人代替，更不用说能够师承

“绝技”，因此，师徒关系的变化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传统武术的传承内容。 

1.2. 地缘和趣缘质化传承场域 

“场域具有文化在传承中的关系网络以及传承氛围等诸多特性，各种文化样态的传承有一定的传承

场域”[3]。观照传统武术的并喻的传承阶段，由于在拳场中武功技艺传授多对多的关系，部分传承人原

理原乡场域，呈现出本土武术和原乡武术，造成传统武术在他文化场域之中的生存和适应问题：“对传

统武术本土化发展，是出于情结还是理性的现实思考”[4]。以上提出的现实思考引起以志趣为纽带联结

的场域质化，并与传统武术师徒同构的传承范式相迥异，地缘和趣缘对传承场域的质化是建立在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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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延伸，并将结构空间性与一维性相糅合，使得短期内较为稳定的东西发生变化，即传承保障制度在

社会结构变迁中缺位，传承的场域环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地域武术、村落武术的微观实践脱离原乡场

域的传承平台，存在传统武术传承的空间被挤压、传承理念落后和技术体系繁杂等问题。 

1.3. 竞技武术反哺传承主体 

人作为传承的载体，不管是武术技艺还是武术文化的传承，都需要通过人来传承。传统拳种的师徒、

学校师生、武校的教练员和运动员正是传统武术的传承人。但由于竞技武术追求难、美、高，且传统武

术的评判没有量化标准，规则大都延用竞技武术的标准，缺失传统武术的最精髓的东西，技术体系难以

适应比赛，按照武术的传统样式和自身发展规律，武术人在技艺的传承实践之中参与感逐渐减弱，技艺

传习主体也从传统的“形、神、意、气”走向“难、美、高”。后喻传承技艺顺势落在了下一代传承人的

肩上，这种代际传承的现象映射了传统武术文化基因的延续，其易造成的结果却是传承者与被传承者的

位置变得模糊现象，传承内容传递与接收凸显差异性，了解、经历和吸收发生变革，使原先处于被教化

者地位的传承主体“反客为主”[5]，与作为母体的拳种逐渐脱离，充当起教化者的角色。从某种程度来

说，这种方式无法突破传承主体内场武艺和外场武艺的桎梏，更无法破除传统和竞技之间的二对立。 

2. 悬搁：置于历史困境的传统武术 

传统武术原本就置于历史文化主体、社会结构、运动形态的变迁，虽然在传统拳种中融合新的传承

元素，但如今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意识不如从前，习练者以主观意识在调整，改编，消瘾了很多本身的

武术技巧技法，形成“文化–结构–行动”的滞差。 

2.1. 传承内容变迁的文化滞差 

在社会学中，文化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称为文化滞差，在文化传承过程中，传授者对所传之物象，

要建立专门技艺传承的业务能力以及基础的长期体认、系统化传授的实践过程，在代与代之间继替的传

承方式中，传统武术文化传承本身止于技能的单向延续，而缺乏从“道、术、器”文化过程性继替中回答

“如何传”和“如何承”的问题。“文化的本质是个人通过依赖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来确立自己的理想

信念”[6]，传统武术更多的是依托民间自行组织并伴盈利性舞台演出的传承方式，其师徒传承方式不再

是“必须‘遵师命，守师训’的师为徒纲”[1]，师徒技艺传承的也不是唯一范式，显然技能凌驾于精神

之上。除此之外，武术教学内容是根据学校教学任务安排或教师申请课程，学生没有自主选择学习内容

的权力，因此，“在师徒式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转变过程中，武术的一些技能及相关的理论知识脱离了学

生的生活实际，不能转化为他们实际生活中的思想和行为，无法理解武术的意义”[7]。总之，在现代社

会文化形态的变迁下传统武术的文化底蕴不断趋向疏离，使传统武术活态传承链条在本土武艺式微中逐

渐柔弱。 

2.2. 传承场域变迁的结构滞差 

拳场是传统武术技艺生存的物理和精神空间，技艺的传承需要通过一定的空间，传统武术在古早是

以村落为主要拳场，村落群众都要聚在一起交流、切磋技艺，近几年，传统武术传承的空间结构由公共

空间过渡到学校和各类培训机构，以地方拳为名建立的武校和开设校本课程的现代学校的越来越多。因

此，传统武术生存空间结构间滞差，传统武术的生存场域结构发展失衡，传统武术的空间环境逐渐坍驰，

致使同一个拳种的不同传承支系相伴而生的村落传承场域难以为继，引发“何地传”和“何地承”的问

题，除此之外，学校教育的异容使传统武术的内容消减和外来技艺的涌入，以直接的、快餐式的输入挤

压生存空间结构性联结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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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传承主体变迁的代际滞差 

“人也是传承的载体，满足传承的基本代际前提是构成一个传承单位，即文化技艺‘传承链环’至

少要经历三代人之间的两次延传，传统武术在社会上的传承方法主要通过言传身教进行，主体是师父和

徒弟”[8]，现代学校和武校的主体是老师和学生、教练和运动员，聚焦 “传什么”和“承什么”的问题。

传承人自身能动性的将传承身份认同的纵深化叠加，对传统武术拳种文化进行反哺建构，并没有把传承

意识和责任内化，尤其是面对竞技武术越来越讲究规范化的变化过程中，技术动作更注重的是竞技元素

而不是强调传统美，教练员注重的是运动员的成绩，使传统武术内容纯技能化趋向，传承主体对于坚守

武术传承违背传统武术发展规律，也可以看作是传统武术的自我褫夺。 

3. 出路：重塑传统武术金身 

3.1. 重构传统武术本体话语 

传承内容是传统武术延续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武术面临文化传承链条断裂的危机，因此，建构传

统武术话语理应革新其师徒关系，抑糟粕、扬精华，师徒传承、师生传承、教练员与运动员以传承武术

为主要目的。“武术中的各种技术技法，是形式与内容的要素”[9]。在传承武术文化价值的同时延伸传

统武术技术体系，强调文化象征的身体行为习得，以武育人。通过各地武术协会平台，邀请老拳师，根

植门派根基，观照武术传统技与艺的真实与完整，在学校、武校教学过程中提取武术的技击精华，如形

意、八卦等较为传统化的推手，让徒弟、学生、运动员了解武术技法与文化价值，从长远的角度来关注

并重构文化发展，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继续建立生存和延续保障体系。 

3.2. 营建传统武术生存空间 

传承场域也是传统武术延续的重要因素之一。生存空间是武术人践履传承使命所营构的场域，能真

实、生态地呈现传统武术，因此，如何更好地进行传承延续是现代场域应当慎思，用武术的发展增加中

华民族的文化指纹和画笔，从微观和宏观层面重铸传承技艺，消除生存的后顾之忧，如利用节假日时间

举办传统武术表演赛、观摩会等；加强修复传统拳种的村落和古建筑群落，减少传承人因传承场域而造

成的“技艺离土”；加强建立公共空间，削弱传统套路在招式体系和训练方式上出现的记忆分歧和习练

差异；维护生存空间，保护个体记忆和文本心得、保护村落内部居住的文化载体。 

3.3. 坚守传统武术传承主体 

传承主体还是传统武术延续的最重要的因素。“传统武术的传承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先去保持‘人’，

而不是先去保持文化”[10]。传承人的生存路径现代化寻绎是当下面临的最大困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

传统武术代际传承的线性延续。传承主体在生存和传承中被迫选择生存，使守望传统武术的主体不自觉

的弱化入门程序，导致传承主体的结构松散。因此，应将传承延续的中心放在稳固传承主体的核心利益

上，为进行传承的实践而消除生存之忧。当然，在市场化的发展模式中，仅凭传承人个体的一腔热血不

足以维系一个武术门户的延续。所以，应调节传承机制，让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平行发展，使传统武术

在民间既可以吸纳传承主体又可以实现传承价值，通过传承主体“质量上乘”使传统武术传承主体更加

坚定传承。 

4. 结语 

传统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新的机遇和挑战，许多拳种面临遗失问题。伴

随着传统的师徒式转变影响传承内容、地缘血缘质化传承场域、竞技武术反哺传承主体，产生了传统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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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传承方式变迁的文化滞差、传承场域变迁的结构滞差、传承主体变迁的代际滞差等问题，让其处于外

在的观察和评判之中。因此，不管是把传统武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还是拳种都应重视重构传统武术

本体话语、营建传统武术生存空间、坚守传统武术传承主体，明确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的身份归属和技

击取向，共探练武本质，促进传统武术的现代传承以及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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