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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必须顺其自然，要像花朵一样，摆脱感情与欲望的羁

绊，从思想中解放出来。”

“功夫就像水。当你将水倒入杯子，水就变成杯子；当你倒

水入茶壶，水就变成茶壶。”

“功夫之所以如此特别，正是因为它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它

仅仅只是靠最少的招式和力量来直接表达一个人的情感。每个

动作都是它自身的，不掺杂任何使其复杂化的人工修饰。越接

近功夫的真谛，冗余的表达就越少。”

这些朴素无华而又溢满哲思的话语出自堪称“中国功夫第一位

全球推广者”“武术哲学家”的李小龙。他用“花朵”“水”这些大自

然的意象生动地诠释了中华武术文化的哲学韵味，揭开了中华武术文

化的奥妙与神秘面纱，令人感受到一种源于自然之美。至此，“功夫”

成为中华武术文化向世界传播的靓丽名片，代表着中华民族独树一帜

的文化特色，甚至作为中华传统武术的代名词在世界上备受瞩目。从

李小龙的功夫馆、功夫电影到金庸等人的武侠文学，中华武术文化的

对外译介与传播一直以最为亲民、朴素的方式延绵不断，赓续创新，

以民间交流“自下而上”的模式贡献于中国的世界形象构建。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

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

第
一
章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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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

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作为中国四大国粹之一，中华

武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显

著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中华文化与文明的传承基因。讲好中

华武术文化故事，使中华武术文化真正走向世界舞台，需要语言发

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中华武术文化外译是向国际译介与传播中华武

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和首要路径，是构建中国武术文化外译话语

和中国文化特色叙事体系的核心内容与架构元素。以中华武术文化

为媒介，以对外翻译为桥梁，讲述和传播中华武术文化故事，是中

国文化“走出去”不可或缺的内容。

论及翻译行为，刘宓庆（2019）提出，翻译文化研究必须把握

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华武术文化外译本质上是一种以文化为翻译对

象的翻译行为。相关研究首先要深谙中华传统武术文化的内涵，精

确地理解和把握其基因和精髓，这是一切文化翻译产品生成的必要

前提。本章以中华武术文化外译的生成母体——中华武术文化为研

究起点，首先从体育学和文化学等理论视角概述中华武术文化的概

念与当代价值，继而以文化翻译和译介学等理论框架阐述中华武术

文化外译的定义与概况。

1.1	 中华武术文化概念

如今，武术文化研究已逐步拓展到语言学、翻译学、传播学、

译介学、文学等学科领域。根据《中国武术百科全书》（1998：5）

的定义，“武术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搏斗包括功法

练习为活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这一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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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国内对于武术的普遍认识。

关于文化，中外学者对其界定的方式多种多样。余秋雨（2020：

23）对文化的最短定义是，“文化，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

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这一定义包含三个关键词：

精神价值、生活方式、集体人格。该定义与刘宓庆基于文化翻译视

角的文化定义有共通之处。刘宓庆（2019：4）以价值观为重心，提

出文化的“金字塔结构”（pyramidic structure），其基础是广阔而庞

杂的物质文化层；价值观处于精神文化层，处于统摄认知、操控行

为的金字塔顶端，结构图如图 1.1 所示：

价值观

器物文化

思维—心理活动

社会契约与规章制度

习俗和文化行为

物质形态的文化

观念文化

体制文化

行为文化

图 1.1 文化的金字塔结构图（刘宓庆 2019）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国内学者逐步关注武术文化研究，

渐次对武术文化产生新的认知、萌发出新的观点，但迄今尚未形成

通行的规范定义。基于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我们来看国内学者对中

国武术文化概念的解读与界定。旷文楠等在著述《中国武术文化概

论》（1990）中，系统、全面、科学地阐述了中国武术文化的概念、

形成与发展。他认为，中国武术是一个立体的文化系统，由三层次

文化结构形成。最外层为武术的行为，也称器物层次，主要包括武

术的符号化技术和器械等，是文化系统的显型式样；中层包括与武

术行为直接相关的诸如规律、规则、礼仪、组织形式、传播方式、

文化构造和成分、理论架构等，是武术的相对隐型层次；最内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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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深层则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规范、宗教情

感及民族性格特征等，显现为中国武术所折射出来的深层文化心理

结构。在他提出武术文化概念后的 30 多年来，中华武术的发展一

直以其丰富的文化阐释获得人们的认可与推崇。在中国经济飞速发

展、文化愈发自信的时代背景下，武术正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走向世

界，成为中华民族鲜明的形象符号。

旷文楠等（1990：4）认为，从本质上看，“武术文化”可同时

被看作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从研究对象上并非局限于具体的武术

动作、招式和套路，甚至超越关乎武术史或其他武术理论的一般性

探究和考证。深入挖掘武术文化现象背后所隐含的文化，这些文化

通过“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

员的人类所掌握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泰勒 1988：1）等形式为

载体，呈现出武术文化所承载的特有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使这个

民族区别于任何其他民族……“武术文化”概念应将中华武术视为

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系统，而不单单是一类技术技能体系。从现代武

术发展的现状来看，武术文化已深入民间生活，它不仅是国家层面

的文化战略，更是人民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大众文化。“太极拳”“八

段锦”“五禽戏”已成为百姓修身养性、强身健体的日常练习，“阴

阳中和”“行云流水”“吐纳气韵”被人们用来在生活中调适节奏、

调节性情，中华武术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拓展与深化。

21 世纪以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中华武术文

化的国际交流日趋频繁，中华武术文化研究进入新时代。栗胜夫

（2003）认为，武术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它以研究

技击为核心，以精神和物质为主要内容，是一种动态的综合系统。

李印东（2006）在其著作《武术释义：武术本质及功能价值体系阐释》

中提出：武术文化由武技与武理技术、武术行为和武术心态三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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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层次构成。由富有技击内涵的身体动作及其基本原理构成武术技

理文化层；武术行为文化层主要包括武术实践过程中通过人际交往

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习惯定势，以武德为具体体现；武术心态文化层

是武术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在武术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

期孕育而生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这一定义与旷文

楠的武术文化三层次结构说异曲同工。王岗、郭海洲（2006）认为，

武术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创造的物质

和精神文明在武术方面的综合反映。武术文化是以武术为载体的独

立完整的文化体系，具有哲理性、艺术性内容与科学性方法。温力

（2009）在著作《武术与武术文化》中也提出，技击技术是武术文

化的核心，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武术文化的基础；武术文化包括与

武技密切相关的器物、传承形式和民俗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它们

共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此定义虽未叙述层次体系，但

相对简练，且包含了武术文化与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的关系。

郭玉成（2009）提出，从广义上讲，“武术文化”是指与武术相关

的各类文化领域的总和，包括文化遗产、体育领域、影视、文学、

学校教育等；狭义的“武术文化”专指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

独特、自成体系的传统武术拳种流派，以及其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

化内涵、武德规范和传承制度等。这些广义和狭义的武术文化定义

形成横向视角下不同领域和纵向视域下武术自身脉络的武术文化网

络。程大力（2011）与旷文楠和李印东对武术文化的认知视域趋同，

认为武术文化从形态结构上可分为“器物技术”“制度习俗”和“心

理价值”三个层次，分别对应物质文化层面、相对隐型的中间层和

最内或最深层的武术文化形态结构层。综合这些概念的分层，可将

武术文化定义整理归纳为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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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层

器物层

隐型层

显型式样

武术符号化技术和器械等

规律、规则、礼仪、组织形式、传播

方式、文化构造和成分、理论架构等

最深层或最内层

隐型式样，与武术行为相关

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

德规范、宗教情感及民族性格特征等

图 1.2 武术文化定义的三层结构

上述不同观点百家争鸣，从逻辑学、文化学、体育学、社会

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角度阐发，虽有共鸣之处，但始终未得以规

范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武术文化体系较为纷繁庞大，难以

科学界定；另一方面在于学者审视武术文化的初始点和研究趋向不

同，难以用一种或两种描述统括概念。总体来看，根据体育文化概

念的产生以及武术隶属于体育的学科属性，武术文化可被视为体育

文化的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学者对于体育文化和武术文化的认

知、理解与探索，普遍思维模式是由一般到特殊、由整体到个体的

路径，即以文化范畴的概念和范式认知、解读和界定体育文化与武

术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逻辑上始终被视为武术文化的上位概念，

大多数研究者在认识武术文化时习惯于采用其上位属的解释方法

（刘文武等 2015）。“武术文化”概念生发于体育学界或武术专业领

域的深刻探究，是研究者通过文化概念、文化学等视角认知武术的

知识产物。“武术”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武术文化”，武术是宏观概

念，包含武术技术与武术文化，武术文化通过“非技术”成分的思

想、价值等精神内容反映武术本质。基于武术界对“武术文化”和

“武术技术”的概念界定，在中华武术对外译介与传播过程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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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武术翻译划分为“武术技术”和“武术文化”两个层面的翻译方

向，武术术语翻译也应从“武术技术”和“武术文化”两个层面进

行分类，即武术技术的术语翻译和武术文化的术语翻译。

以上是将武术文化置于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下，根据武术的技术

性和文化的精神性对“武术文化”进行的概念界定。从语言与文化

视角而言，武术文化是一种具有特殊文化内涵和特定文化意义的文

化标识，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意蕴，且具有异质文化难以理解

的抽象性和相较于同质文化更为丰厚神秘的文化内涵。它是一种具

有鲜明特征和独特魅力的话语符号，不同语言的使用主体之间通过

这一符号交流沟通，巧妙消解语言沟壑和文化藩篱。同时它是一种

能够使不同文化参与者实现认知“共情”的“软性”手段和“软性”

实力，如“太极推手”般“以柔克刚”“借力打力”，潜移默化地通

过强身健体的生活“共鸣”和武艺展演的艺术“共享”，促成民间文

化交流和国际文化外交。

2023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正式施行，

其中第四十四条明确指出：“国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世

界更好了解和认识中国，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这是我国首次

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写入国家法律。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国际

传播力提升的宏观背景下，武术文化较之以往更具划时代的文化意

义。中华武术文化要想“走出去”，实现国际传播，首先需要深入

了解武术概念、文化概念、武术文化概念、武术与武术文化之间的

辩证关系、武术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等基础文化信

息，以便有的放矢地开展对外翻译工作。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

殆”“万丈高楼平地起”，缺乏对翻译对象的深入文化解读、文化理

解以及文化信息的系统建构，则无异于搭建“空中楼阁”，难以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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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既有深度又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翻译产品。唯有立足文化本

体，我们才能更好地实现武术文化的国际传播，展现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构建兼具广度与深度的文化对外话语体系。

1.2	 中华武术文化的当代意义

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

价值体系、民族色彩和历史进程。弘扬中华文化是保持文化发展的

民族性、延续民族精神血脉的根本途径，只有牢牢站稳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立场，才能从根本上认识中华文化的价值与意义（陈来 

2017），进而理解中华武术文化的当代意义。

1）中华武术文化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经过对数千年中国

传统文化精髓的汲取，中华武术融会了儒、释、道等学派的传统文

化思想和易学、哲学、中医学、伦理学、兵学、美学等学理的传统

文化观念，逐步形成具有独特民族风格、民族精神、民族智慧和民

族特色的中华武术文化体系，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极高辨识度

和极深文化烙印的显著文化符号。武术从最初防身御兽演进至为国

家军事服务，再到现代从强身健体延展至修身养性，始终传递着中

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和传承基因，形成了中华民族不朽的文化记

忆和深邃的文化符号。

2）中华武术文化助推中国体育近现代化转型。西方体育自鸦

片战争后传入中国，东方体育的代表——武术——被纳入西方体育

范畴。本质上，东方武术与西方体育生发于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国家的近现代化转型，中华武术逐步走上体育化发展道路，

其风格迥异、包罗万象的技术体系，及其文化底蕴深厚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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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良性继承与健康发展。《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 国办发〔2019〕40 号，以下简称《纲

要》）明确提出“提升中国体育国际影响力。实施中华武术‘走出去’

战略，对标奥运会要求，完善规则、标准，力争武术项目早日进入

奥运会。”2020 年 1 月，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

通过将武术列入 2022 年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的“第四届青年

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中华武术首次成为奥林匹克系列

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此举为实现《纲要》所提出的战略任务迈出

了坚实步伐，在中华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2021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中提出，要加

强全民健身国际交流，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同举办全民健身赛

事活动，推动武术、龙舟、健身气功等中华传统体育项目“走出去”，

鼓励支持全国各地与国外友好城市进行全民健身交流。中华武术逐渐

以一种体育形式步入到正规体育赛事和大众日常健身生活中。

3）中华武术文化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达。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明确肯定了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沃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植根在中华文化之中，中华文化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论述以“土与根”“源与流”的深

刻关系隐喻中华文化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意义，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长河中的内在延伸，是弘扬

中华文化的直接现实意义（陈来 2017）。中华武术文化植根于中华

传统文化沃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符号性表达，在海内外具有

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其深邃价值和哲理精神代表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观念。

中华武术文化倡导“天人合一”，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以及人与

外部世界的和谐共生，有利于化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和抗衡关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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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止戈为武”思想秉承以和为贵的和平共处精神，有利于有效

处理人际矛盾和冲突，在国际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武术

文化中的思想理念和价值导向为解决当代人类世界所面临的冲突与

纷争提供了有益启示，以自身的代表性与先进性助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的独特性表达，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中华武术文化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中华武术文

化被公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彰显中华文明的精神标

识和民族文化精髓。中华武术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弘扬，有助于加

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在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

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中华武术文化能够以其鲜明的历史底蕴和丰厚

的文化内涵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和

影响力。2010 年，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包括少林寺常住

院、初祖庵、塔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20

年，“太极拳”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具有代表性的少林武术文化也已在国外设立了大量分院和

相关传播机构，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专门学习少林功夫的学校和

团体，全世界各地的少林功夫弟子通过民间武术文化交流大力推动

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

5）中华武术文化促进全民科学健康养生。中华武术将其体育

健身属性与中华传统医学理论、养生术以及传统哲学思想等巧妙融

合于一体，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健身法宝，极大丰富了人类的健康

理念和养生手段，为全世界人民带来宝贵的健康财富。中华武术注

重形神合一，动作外在的形与内向的气息相调，如民间广为流传的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帮助人们实现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和

内脏器官的锻炼。与西方体育强调竞技性结果不同，中华武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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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技击功能和技艺修炼的过程，在寓教于乐的长期习练中强身健

体，达到物我两忘、内外兼修的境界。例如，官方组织的“国际少

林武术节”、全国太极拳公开赛事等活动营造了充满运动活力的社

会生活氛围；在公园、广场、小区等日常生活环境中，人们也经常

看到民众在自发习练太极拳、八段锦等养生体育活动。

6）中华武术文化培育青少年新时代民族精神。《礼记·学记》

有言：“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思想是传递

给下一代的精神力量。早在 1913 年，清华大学（时名为“清华学

校”）就开设了“国术”课程。1916 年，武术正式成为全国性的教

学要求。新中国成立后，武术进校园、进课堂成为全国大中小学课

程体系全面革新的重要内容之一。1949 年 10 月，时任中央人民政

府副主席的朱德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筹备会议上提出，体育运动

还要广泛地采用民间原有的许多形式。1960 年，武术课程被正式纳

入教育部《体育教学大纲》，从教学内容、课时安排等具体方面采取

新规。《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要求将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安全、生命安全

和健康等重大主题教育有机融入课程中，增强课程思想性。现代中

国的武术教育已然成为具有中华民族风格和中国特色的传统体育项

目和全面提升青少年素质教育的体育、文化和艺术项目，能够在健

身强体的训练中塑造青少年的精神气质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3	 小结

在中华武术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武术研究者对中华武术进

行了丰富的论述。总体而言，中华武术从结构层次上分为器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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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型层和文化层三层次，从内容层次上包含武术技术层与武术文化

层，通过“非技术”成分的思想、价值等精神内容文化层反映武术

技术层。中华武术以其平实的姿态进入中国百姓生活，成为家喻户

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以外国人眼中“中国功夫”的独特形

象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异彩，以其“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包容姿态

构筑中国国际形象和国际话语。在中国大力提倡中华文明交流互鉴

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武术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时

时彰显着中华文明的魅力。中华武术具有专业性、文化性等特征，

中华武术文化的对外译介传播具有其他类型文化的共性，也有区别

于其他文化的独特性。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当今世界，中华武术

文化既有划时代的当代意义和历史价值，同时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机

遇与挑战。每一个中国人都应成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的传承人和传

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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