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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中国武术对外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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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文化“走出去”战略及其对中国武术对外发展的

重要意义。提出发展策略：对海外市场进行深入调研，提高武术

在海外的竞争力和占有率；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中

国武术文化品牌，打造武术文化精品；了解海外市场及其受众所

熟悉并乐于接受的武术“讲故事”方式；借助功夫舞台剧海外巡

演，促进武术国际化传播；借鉴中国京剧海外营销中“细节决定

成败”策略；创新武术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选择“政府推

动、民间配合、贸易主导”的发展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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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作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集道德至

上、追求教化、享受过程、艺术至上、和谐有度于一体，

几乎涵盖了中华文化的所有因子，折射出中华文化的

特征和核心价值观，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魅力，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和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

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国家深入实

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本文拟对武术对外发展

作一探析。

1关于文化“走出去"战略

1．1何谓文化“走出去”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Et益频繁，随

之而来的各种矛盾也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下，要使中

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赢得世界话语权，弘扬中国文

化和民族精神，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一朵绚丽

奇葩，必须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使西方社会更加

了解中国文化，理解、认同、尊重中国文化，享用中国文

明(如古代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给世界文

明带来的巨大贡献，改变他国给中国冠名的“经济威

胁论”“军事威胁论”“文化威胁论”等形象。这样才能

更好地塑造“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提高中国的国际

地位和世界影响力，推动世界的和谐发展。

1．2中国文化为何要“走出去” 数千年绵延不断的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勤

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中，创造了气

势恢宏、内涵丰富、绵延不断的文化成就，使中国几乎

在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都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实

践传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戏剧、教育、

体育、音乐、语言、宗教、哲学、建筑、医学、饮食等领域。

这种传统的丰富性、内源性、原创性和连续性都是其他

民族难以企及的。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文化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

繁荣和复兴时代。这种繁荣和复兴深度、广度和力度

也只有一个文化资源如此丰富的国家才可能做到。过

去30多年的中西文化碰撞，不但未使多数中国人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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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反而促成了中国人新的文化自觉，在国内掀

起国学热、孔子热、老子热、书画热、文物热、茶道热、养

生热、中医热等，均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复

兴。王有布在《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一书中指出：

“当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极不对称和巨大的翻译逆差，

使得当代西方对中国文化所知甚少，当然还有一些有

关认识的形形色色的不准确，甚至歪曲中国现实，很少

有一样东西，能真正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文化并以西

方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中国国家形象的树立

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在世界各国激烈竞争的今天，中国应怎样影响世

界未来的发展?我们需要新的大国意识，需要大智慧、

大战略、大担当，需要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为人类作出

更大的贡献。我国应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担当此重

任，发挥文化强国的作用，塑造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

即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初衷。

1．3何种文化应“走出去” 我们将通过什么、借助

什么实现文化“走出去”战略，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

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了解中国，从而尊重中国?文化部

部长蔡武指出：“学会‘中国元素、国际表达’，用现代

的表达手法推出中国的文化产品，赢得国外观众是关

键”“很长时间内，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大多集中在

器物类工艺层面的‘国形象’——茶、瓷器、丝织品、工

艺品(漆器、玉器、景泰蓝)、建筑园林(17、18世纪)，

而对思想文化和艺术文化，尤其是20世纪的当代文化

理解相当缺乏”。⋯这提醒我们应注重思想文化和艺

术文化的输出；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是思想文

化的交流，只有思想哲学层面的交流才能深入到文明

的内核。当然，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丰厚文化资源的

中华民族来讲，有许许多多的典型文化都可以给我们

一个满意的答案。如“悠扬动听的音乐、精美绝伦的

诗词、龙飞凤舞的书法、风云舒卷的国画、仪态万方的

戏曲、幽深典雅的园林、历史悠久的杂技、奥妙无穷的

中医”【21等等，都可以作为中国典型的文化符号“走出

去”。

作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文化资源的汉语，是中华

民族的精神血脉，也是民族认同的利器。汉语是世界

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其影响力将随着中国成为世

界最大贸易国、经济体、游客输出国而辐射到全世界，

遍布世界各国的“孔子学院”已表明中国文字将随着

中国的崛起成为中国最大的软实力之一，中国语言展

现了西方语言难以达到的那种简洁度、极为丰富的形

象感以及超深厚的文化底蕴旧J。也许众多学者认为

汉语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佳选择。

在中华文化形态中，相比于汉语、书法、中医、戏曲

等传统文化，中国武术的世界认知度、影响力和感召力

可谓独步天下HJ。近年来，武术在世界的“知名度”

“影响力”不断提升，已成为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

窗口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武术是中国元

素，是一种典型的身体文化，蕴含丰富的文化哲理，能

较好地“国际表达”。作为肩负武术发展重任的武术

人，作为中国武术的推广者、传播者，我们认为也许只

有中国武术更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武术集中体现了

中华文化的总体特征，是最具中华文化特质的文化形

态之一，已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品牌。

2 中国武术对外发展的历程及意义

2．1 中国武术的海外发展历程回顾有学者指出中

国武术已成为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了迫切

需要保护的地步，其办法就是要传承、传播。20世纪

30年代，以老一辈武术家郑怀贤、温敬铭、张文广、刘

玉华等为代表的中国武术代表团远赴柏林参加奥运会

武术表演，其精湛技艺和精彩表演，使中华武术在世界

崭露头角，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20世纪70年代

初，李小龙凭借高超的武术技艺战胜了世界各大搏击

高手再加上功夫影片的海外热播，掀起一股中国功夫

浪潮。“功夫”一词因此成为中国武术的代名词，李小

龙也因此成为世界追捧的偶像。

20世纪80年代，国家体委在全国武术工作会议

上提出“要积极稳步地把武术推向世界”。在这样的

方针政策指引下，中国武术加快了海外进军的脚步。

1985年，我国正式成立了国家武术联合会筹备委员

会。1990年，在我国正式成立了国际武术联合会。其

间，亚洲武术协会、欧洲武术协会、南美洲武术协会、非

洲武术协会相继成立”J。自此，武术迈向世界的步伐

不断加快，世界武术锦标赛的举办、武术成功进入亚运

会，使武术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武术人奥”也

因此成为武术国际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此国家不仅

对竞技武术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而且在方方面面作

出了巨大努力，虽未成功，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武

术的国际化影响冲J。

进入21世纪，中国武术的海外交流更加频繁，官

方的、非官方的武术组织频繁出访，给武术的海外传播

提供了更好的展示平台。再加之北京2008年奥运会

期间武术的频频亮相、功夫熊猫的横空出世、功夫舞台

剧的世界巡演等等，使武术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从

而宣传了中国文化，提升了中国形象。
2．2 中国武术能更好地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塑造国

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 “启蒙主义时代，世界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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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中国元素’是丝绸、茶叶、瓷器和‘礼_|生；接下来

的100多年里，世界上流行的‘中国元素’是辫子、小

脚、烟枪和贫弱；新中国成立60年间世界上流行的‘中

国元素’是中餐、功夫、中国印及和谐世界”"1。这反

映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元素的“世界表达”，更可见中

国武术在当今世界的知名度得到提升。中国文化的

“走出去”仅仅靠纯语言交流还远远不够，因为中西方

文化的差异，会造成文本翻译的逆差。或许，我们从文

本之外能找到更好的答案。将武术看作一种身体语

言，一种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语言，一种提升中国

软实力的“世界语言”，通过中国武术讲述“中国故

事”，抒发中国人的国际情怀。

有学者研究表明，在体育领域足球是巴西的“代

言者”，篮球是美国的“国家形象”代表，武术是中国的

“形象大使”。早在2006年，作为一位橄榄球迷的美

国国务卿赖斯来访中国时对美国棒球进入中国表示了

赞许，并称“两国体育交流会让人们更多地了解美

国”。在她看来，“靠政府做大量的事去改变和改善人

们对美国的印象，远不如大学、音乐家、艺术家和体育

活动起到的作用显著”捧J。近些年以中国功夫为主题

的《功夫熊猫》《风中少林》《少林海宝》等动漫电影、

舞台剧在世界范围的票房业绩也证明了中国元素的世

界号召力。2010年2月3一日，河南省教育厅“汉
办”率领汉语国际推广少林武术基地学生到美国俄亥

俄州举行了名为“武林汉韵”的武术表演，震撼了俄亥

俄州的青少年学生和社区居民，他们对中华武术的技

艺赞不绝口。这极大地增强了中国文化在美国的知名

度、影响力∽J。这些都证明了武术对于中国文化“走

出去”战略的价值和重要意义。

与文字、语言、艺术、音像、图书相比，中国武术所

具有的语言传播特性、人体运动传播特性，更具有消除

语言障碍、文化逆差等制约传播效果的优势。今天的

中国武术已成为世界“孔子学院”和海外“中国文化中

心”开展中华文化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5J。在功夫剧

的世界巡演、“武术汉语”的国际推广、美国斯坦福大

学学生身穿中国服装练习中国武术、世界各国“中国

文化年”活动中随处可见中国武术的身影。“非洲李

小龙”多米尼克·萨艾特浪在非洲、欧洲收徒3 000余

人传播中国武术等，均充分证明了中国武术在中国文

化“走出去”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3文化“走出去”战略为中国武术的对外发展

提供契机

文化“走出去”战略作为我国的文化政策，不再是中

国文化发展的战略构想，而是“十二五”社会文化发展务

实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当今民族文化发展的最强音，是

我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举措。武术是世界公认的

中华品牌文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武术蓬勃发展，

无论技术还是理论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值得

我们欣慰的；然而，武术的国际化还存在明显的不足。

中华武术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在世界的大舞台为中国

争取国际话语权，树立国家形象，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

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中国武术发展不应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必须与国

家的宏观文化政策衔接，与社会主流文化发展同步，应

在政府的主导下培育具有中国文化独立品格的武术特

质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生态环境¨⋯。国家实施文化

“走出去”战略，为武术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创造了环

境，提供了发展平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推动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出台，标志着我国

文化改革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为文化“走出去”

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为武术的

发展提供了契机。党和国家从政策层面对文化发展给

予大力支持，这不仅体现着一种舆论氛围的营造，还意

味着从政府层面给文化发展以更多的政策、资金、渠道

等扶持，中国武术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4 中国武术对外发展策略

4．1对海外市场进行深入调研，提高武术在海外的竞

争力和占有率 目前我们对中国武术的海外参与、分

布、广告宣传、国外受众的消费口味等了解不够深入，

仍处于探索阶段，不像其他国家传播自己国家的文化

那样有针对性。如韩国跆拳道、韩剧，美国好莱坞电

影，他们的生产者和创作者花大力气调研中国市场，研

究中国文化，并巧妙利用中国文化元素赢得中国受众

的好感，吸引更多的中国受众参与其中，更好地传播了

他们的文化。美国导演马克·奥斯伯恩花费了30年

时间研究中国文化，利用中国元素的“世界表达”制作

了动画片《功夫熊猫》，耗时5年，将其形容为“写给中

国的一封情书”-11I，冲击着中国的电影市场，至今影响

深刻；因此，中国武术应充分了解海外市场和需求，制

订针对性的发展策略，提高其海外竞争力。

4．2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中国武术文化

品牌，打造武术文化精品 中国武术文化品牌不是一

个狭义的品牌概念，而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不仅有

物化韵产品，还有无形的资源，包括“赛事品牌，拳种

品牌，名人品牌，影视品牌，大师品牌，演艺品牌”112]

等。要大力保护、扶植现有武术品牌，不断培育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新品牌，提升其国际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

打造跨行业、跨地域的武术文化品牌产业，培养具有创

63。·_-。

万方数据



霾蓁囊蠹麟轰：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中国武术对夕卜发展研究 第6期

新意识的武术专门人才。只有武术精品才能更好地体

现中国的优秀文化；只有武术精品才能找到市场，引起

消费者的兴趣。武术文化精品应是拥有广阔市场、体

现中国时代精神和主体文化思想的优秀文化产品。

4．3了解海外市场及其受众所熟悉并乐于接受的武

术“讲故事”方式现代大众文化传播经历了以传者

为中心向以受者为中心的转变，更加注重受众的特质

和接受心理。要开展海外受众的调研，切实掌握海外

受众的参与心理和审美期待，以及理解和接受习惯，打

破因语言障碍、文化障碍和审美习惯差异引起的文化

壁垒，寻找合适的武术表达方式，借助李小龙、成龙、李

连杰等功夫明星的世界影响，打出中国功夫、武侠牌。

4．4借助功夫舞台剧海外巡演。促进武术国际化传播

近年来以中国武术为重要元素而创作的艺术精品(如

《风中少林》《武颂》《少林武魂》《盛世雄风》《武林时

空》等功夫舞台剧)，通过“武”动的身体、生动的故事

情节表达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别具一格。历时5年

以“影视明星搭台+全国武术冠军精英+原《少林寺》

电影的武术明星+真功夫”拍摄模式精心创作的功夫

剧《少林寺传奇》，是真功夫剧的代表性作品，被译成8

种语言，在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联播，向海外观众展

示出中华武术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

神，迎合了海外观众的需求，产生较好的传播效果。

正如原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所

说：“《少林寺传奇》三部曲讲述了一个饱满的中国故

事，它将佛教文化、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武术

文化融为一体，是传统文化的当代再现，它传达出的不

畏强暴、刚正不阿、百折不挠、忠孝仁义的精神与我们当

前所提倡的主流价值观相吻合，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独

特性和当代性。”这些功夫舞台剧的世界巡演，产生强烈

轰动，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非一般的视觉享受，使人们

在欣赏的过程中接受中国文化，打破了因文化差异而引

起的传播障碍，架起了一座国际沟通的桥梁。

4．5借鉴中国京剧海外营销中“细节决定成败”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虽然明显上升，但

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我们的很多文化元素和文化内

涵目前还很难完全让外国受众接纳。比如，《少林足球》

一开始进入美国市场很难被接受，其主要原因就是美国

人对“少林”一词及文化内涵有陌生感。在目前情况下，

中国武术在“走出去”时，应在细节方面尽力消除陌生

感，通过宣传语、宣传片、电影海报中的语言和视觉效果

运用，使得异域受众感到武术创作内容与其处在“隔”与

“不隔”之间，从而激发受众的接受欲望¨引。

京剧的海外推广细节值得借鉴，京剧《王子复仇

!!164

记》取材于莎士比亚经典剧目《哈姆雷特》，本身就是

西方观众熟悉的故事，其在荷兰等国的营销中打出

“当京剧遇到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在中国”等宣传语，

利用观众熟悉莎士比亚名剧和期待中国京剧文化的双

重因素，制造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在剧目上演前，

举办关于京剧的各种讲座，通过演员现场表演、讲解等

方式，使国外观众了解京剧、懂得怎样欣赏京剧。凡此

种种细节运用，才造就了京剧《王子复仇记》的海外成

功。京剧在细节方面的种种用心表现值得借鉴。

4．6创新武术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创新乃

文化之灵魂，提高原创力乃时代之大势所趋。有出息

的民族必定善于创造、勇于开拓，经济文化概莫例

外”。创新不足、创新贫瘠是制约中国武术“走出去”

的瓶颈。欲摆脱这样的困境，就需要我们在观念、方法

上“锻造独特，彰显创意”，打造出真正对世界造成巨

大影响的武术精品，提高文化软实力014]。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从不缺乏创新理念和能力，闻

名全世界的古代四大发明就是最好的例证。“创新是

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

力”“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其生命力在于创新”“创

新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动力，是

提升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的根本途径”¨5|。要使魂“灵”起来，力“动”起来，

光靠“写在纸上，说在嘴上，挂在墙上，落在会上”还远

远不够，必须靠创意去开垦、播种、收获，通过创意充

实、夯实、翱翔。全球首富比尔·盖茨曾描述说：“创

意具有裂变效应，一盎司创意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利

益、商业奇迹。”¨刮中国武术要“锻造独特，彰显创

意”，创新武术文化产业，创造海外发展奇迹。目前，

我们需要做的首先是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形成鲜明

的民族性；其次是发掘当代文化的内涵，体现时代感；

最后要借鉴海外优秀的成果与经验，赋予其开放性，真

正实现海外市场的拓展。

4．7选择“政府推动、民间配合、贸易主导”模式这

一模式的基本思路是：在文化部、教育部、国家体育总

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等官方机构的大力推动与支

持下，辅以民间社团和学术机构的紧密配合与补充，通

过服务贸易这一桥梁和通道，让中国武术走向世界，使

国外民众、社会精英和舆论界更多、更深入地了解中国

武术和中国文化。“国务院应设立中华武术对外发展

协调领导小组，将武术的对外发展工程纳入中华文化

发展的国家计划中。在实施过程中，相关部委能通力

协作，将民族的文化资源运用好、发挥好，争取效果、利

益最大化”[41。 (下转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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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因此，在水文化的强烈影响下，武术技击之变受到 [II]李宗桂．中国文化导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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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束语

在国家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为

武术“走出去”提供了较好的发展平台，创造了发展环

境。通过文化“走出去”，武术才能更好地向世界“讲

述”自己的故事，用独特的身体语言，向世界传达自己

的思想和文化精髓，加深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改

变世界对中国的偏见，更好地塑造国家形象，同时也能

使武术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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