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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针对太极拳跨文化传播的现状研究发现$在太极拳的传播过程中太极文化的传播很少$而太极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

具有互补性$通过太极这种体育文化的传播$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查阅和解读$分析太极拳所蕴含

的文化内涵$对太极拳的文化内涵进行解析$找到可以实现太极拳跨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方法$指出通过简化太极拳动作是实

现太极拳文化传播的前提!挖掘太极拳文化中的人文教育价值是太极文化输出的关键!应通过对动作名称和太极服饰的改革

来体现太极文化&

关键词!太极拳!道家!儒家!哲学思想!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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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极拳文化进行跨文化传播研究

价值

#一$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面对全球化的现实推进$世界各国的

有识之土都从不同角度呼吁$要警惕全球化对于文

化个性的消饵&在偌大的文化体系中$想打包把中

国文化给西方人是不可能的$需要以点带面地传播$

当人们提及各国的体育项目时会直接联想到该国的

文化特征$例如印度的瑜伽)韩国的跆拳道)泰国的

泰拳是这样$中国的太极拳亦是如此&太极拳作为

一种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蕴含了丰富的思想文化

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达中华文化内涵$对实现

中国文化的国际化传播$促进世界文化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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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现状

从相关文献资料来看$太极拳的跨文化传播还

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是关于太极拳健身

和技击性方面&太极拳文化传播的研究很少$最早

关于太极拳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论文是北京体育大学

吕韶钧教授&他在
#GG$

年发表*太极拳运动在美

国+一文$文中阐述了太极拳可以在美国广泛传播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现代化生活方式给美国带来了一些

社会问题$太极拳柔和的运动方式和注重内外配合

的训练理念也契合了美国人的现实需要&太极拳的

跨文化传播存在着重外而轻内涵$重技术轻文化的

现象&比利时的马克
=

特伯姆是这样评价武术传播

的$*武术在西方的传播中侧重于技术传播$而其所

蕴含的精神的)文化的)艺术的内容则被忽视&

,

#

-

+太

极拳如果缺失了太极理论及相关的文化背景$它就

和篮球)体操一样属于一种体育项目$是一种*术+$

而失去了*武+的文化内涵$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太

极拳$更达不到太极拳传播的目的&所以说文化传

播与太极拳传播两者关系是很明显的$太极拳传播

是文化传播的具体手段$文化传播是太极拳传播的

根本目的$文化是内涵$太极拳是载体&

#三$理论依据

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客观)直接$更注重理性思

维$西方人认为$只有在征服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

求得生存&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多元性$倡导人与自

然的和谐相处$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所在&全球化已

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互

补$这也成为两者有可能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前提,

!

-

&

中西方文化除了差异以外$还存在着某种感官上的

相同$那就是身体感知$这种原始的感知方式是生物

所特有的$并具有普遍一致性$如果通过某种肢体的

运动表象来传播文化内涵$无论是理论角度还是实

践角度都是可行的$这种传播既可以传播项目本身$

也可以通过运动项目传递文化信息$使身体运动的

跨文化的交流具有了体验的前提与可能&虽然太极

拳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国文化$但是通过习练太极拳$

可以为西方人提供一种和谐思想的身体体验$无论

是对其身体健康$还是对心理健康方面都具有重要

意义&

二"太极拳文化研究

#一$太极拳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和谐&

个人生命的自我和谐%太极拳在个人身上表现

出来的和谐是心)意与形体动作协调一致的内外相

合!上下相顺$是人的上体与下肢的协调配合&在太

极拳盘架子中要求*一身必令上下相随+!左右相照$

在进行太极拳练习时还要*有左即有右+$*以及上左

必进右$上右必进左+真正做到*一合而无不合$周身

一齐合到一块$五脏百骸悉在其中,

!

-

&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谐%由于太极拳是出生在

中国传统文化的胚胎之中$必然会携带中国传统文

化基因$中国文化倡导和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

*礼+)*义+)*仁+)*智+)*信+等伦理规范$表现出了

较强的社会性$武德与身体技能融为一体$如武术传

习时讲究*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由此$

在民间习武与修德是同时进行的$功到成名的习武

者一般都是德艺双馨的武术家&一个人的德行不好

是不可能学到高超精湛的技艺$更不可能成为人人

敬仰的武术人师&在武术比赛中要求有比武之德$

民间武术练者在比武时处处体现出以礼作为形式$

以和作为宗旨的特点,

&

-

$从而使民间比武形成一种

君子之争&所以说$太极拳中技击是在伦理支配和

武德礼仪规范下而运用的$虽武而不犯禁$这对构建

和谐社会$以及解决一些社会问题都具有重要的

作用&

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道家在对自然

认识的基础上$把人的身体和自然万物纳为一体$在

太极拳中则上升到美学)哲学*道+的层面&太极拳

以形喻势$用隐喻)形象的方法$把阴阳五行纳入了

自己方法论体系$除了推手等两两相搏的技击形式

外$更多的是体现出了太极自然美的境界$通过动作

演练过程中的动静)刚柔)虚缓得以表现$超出了单

纯的搏斗$成为*技艺+&中国*天人合一+的人与自

然和谐的思想在太极拳中表达的淋璃尽致$主要有

太极发生观)圆道运动观)生命整体观等,

A

-

&

#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太极拳的影响

#=

道家哲学思想对传统太极拳的影响

道家哲学思想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对世界形

成$对社会发展$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的

认识$形成了清静无为的精神修炼核心&传统太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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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文化博大精深$无论是拳法拳理)技巧技法$还是

精神内涵$价值取向$均以道家文化为主要根基&太

极拳可以说是道家文化与中华武术的完美融合&太

极拳蕴含了丰富多彩的道家哲学思想$从道家哲学

思想中引申出拳术技击运动中的动与静)刚与柔)进

与退)虚与实)防与攻等矛盾对立统一思维&

老子曰%不欲以静$天地将自正&真正懂得清静

的人$无论在何种场合都可以专心练拳&心不静则

精神不能专一&太极拳中的静与老子所谓的静都是

动中的静$都是静在动中$动在静中$动静互根$静动

合一,

@

-

&平时练习太极拳$没有人在要当有人在$有

人在要当没有人在$泰若自然$动静相生$是以静化

动$动静适宜&在/老子0一书中就*专气致柔$能婴

儿乎+之句$是太极拳追求呼吸自然的重要思想&太

极拳论有云*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机$阴阳之母

也+

,

%

-

&这与老子提出的*致虚极$守静笃+$庄子主

张的*抱神以静$必静必清+思想$无论从思维方式还

是养生思想上都注重以静养德)养身)养心$具有一

定的一致性&太极拳将道家主张虚静的理念应用于

拳理之中$练理不练力$要求做到心静体松$精神意

念灌注于动作招式中$以求达到虚静休养身心的境

界&表
#

展示了道家哲学思想特点与传统太极拳的

对应关系&

表
#

!

道家哲学思想与传统太极拳

特点 解析 对应关系

静 致虚极$守静笃
静中寓动$静如山岳$动若

江河

柔
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

下莫不知

由松入柔$积柔成刚$刚柔

相济

养
莫大忧愁$莫大哀思$形

神共养

内外合一$形神兼备$天人

合一

顺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

循序渐进$拳法自然$呼吸

自然

生
恬淡寡欲$生而不有$为

而不恃
舍己从人$制人而不伤人

!=

儒家哲学思想对传统太极拳的影响

儒家哲学思想对传统武术的影响主要是按照儒

家的礼仪铸造了习武者的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形

成了传统武术的武德体系对太极拳起着引导和影响

的作用&儒家哲学思想最高的价值追求是以道德为

核心的$力主*修心立德+

,

$

-

&*贵和持中+)*克己复

礼+是传统太极拳的价值理念和核心人我精神$这正

是儒家哲学思想*尚武崇德$以仁为贵+)*克己正身$

谦恭礼让+等思想在太极拳中的渗透,

D

-

&儒家哲学

思想以*仁+为核心$注重道德礼仪$与太极拳以柔克

刚$后发制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G

-

&表
!

对儒家哲

学思想特点与传统太极拳的对应关系做了概括

分析&

表
!

!

儒家哲学思想与传统太极拳

特点 解析 对应关系

仁
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

四两拨千斤$化而不发$发

而不放

礼
克己复礼$立于礼$约于

礼$归于礼

后发而至$以静制动$以柔

克刚

中
中庸之道$贵和持中$过

犹不及

中正和谐$无过不及$不刚

不柔

舍 善与人同$舍己从人
预要知已彼$先要舍己

从人

圣
修己安人$圣有所生$王

有所成

内不动外不发$意到气到

劲自到

气
治气养心$血气刚强$刚

柔调和

浩然正气$运于全体$无往

不宜

&=

太极拳中的道儒家哲学思想的互补

道家含蓄脱俗$清静无为$超然寡欲&儒家刚健

中正$浩然之气&道家哲学思想与儒家哲学思想互

补$对应太极内涵$一阴一阳$刚柔相济$和谐统一$

互相转化$形成真正的太极内涵$孕育了博大精深的

太极拳理论,

#"

-

&太极拳是一种至刚至柔的运动$是

中和的状态$是儒家互补思想的体现,

##

-

&传统太极

拳中$每个派别的风格)拳架)要求虽然各有不同$但

是都遵循了*立身中正+这一基本要求,

#!

-

&*立身中

正+是太极拳技术要求$更是一个载体$彰显出太极

拳精神风貌&

表
&

!

传统太极拳中的道家与儒家哲学思想融合点

融合点 在传统太极拳中的融合体现

生与仁 制人而不伤人$化而不发$发而不放

生与舍 舍己从人

顺与气
循序渐进$拳法自然$呼吸自然$浩然正气$运于

全体

静与礼 静中寓动$以静制动$以柔克刚

养与圣
内外合一$形神兼备$内不动外不发$意到气到劲

自到

养与中
内外合一$天人合一$中正和谐$无过不及$不刚

不柔

柔与中 刚柔相济$不刚不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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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极拳文化进行跨文化传播建议

实现太极拳文化的传播$必须建立起能突出太

极拳核心价值的文化模式&目前太极拳在跨文化传

播过程中$文化内涵没有得到充分彰显$单纯的肢体

运动并不代表中国文化$各种运动项目都有身体运

动的表象$所以太极拳的传播重点不在于肢体运动

的多少$而在于每个动作背后的文化内涵&

#一$简化太极拳动作'''突出其本质功能是实

现太极拳文化传播的前提

#=

简化太极拳动作

太极拳不仅流派众多$而且体系庞杂$门派之争

由来已久$特别是太极拳繁杂的套路内容更是影响

其传播的主要原因&太极拳的学习需要多年的修炼

才能表现出高超的技艺$素有*太极十年不出门$三

年一小成)九年一大成$过九年之后可观矣+之说&

这对国人来说尚且闻而生畏$更不要说有巨大文化

差异的外国人$那就更难上加难&因此$在确保太极

拳动作的基本元素棚)捋)挤)按)采)列)肘)靠!进)

退)顾)盼)定等手法)腿法和步法组成的前提下$在

不破坏太极拳技击动作的完整性$突出太极拳特点

和技击功能的基础上$对太极拳动作进行规范$对动

作套路进行*简化+是保证太极拳跨文化传播的重要

条件$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应坚持*简化+而非*异

化+&

!=

突显太极拳的本质"""技击性

太极拳属于*武术+$其本质在于技击性$这是太

极拳区别与其他健身项目的标志$太极拳的健身性)

娱乐性等均属于衍生功能范畴$只有技击才属衍生

于本质$功能是在本质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武术是一种技击文化&技击是指对武术原始的

认知$它反映了武术的*原质+$即在格斗中一拳一脚

的如何运用$同时也反映了人们追求武术的原始动

因$即力求在技击中达到取胜的目的&

现今人们追求的是延年益寿$健身的目的$而忽

略了太极拳的技击性$所以有人对太极拳的技击功

能提出了质疑&实际上太极拳在诞生之初$并非是

以健身为主要价值功能取向的身体活动&拳谱上

说$?捋挤按需认真$上下相随人难进&任他巨力来

打我$四两化劲拨千斤等$说的都是技击方面的理论

与功效&王宗岳/太极拳论0中说%练太极拳是为了

掌握*四两拨千斤+)*耄耋能御众+的攻防技巧$以及

*英雄所向无敌$盖皆由此而及也1+的说法$都说明

它在当时$在冷兵器时代$主要是作为一种技击术而

存在&

#二$突显太极拳的文化内涵

#=

突显太极拳文化中的人文教育价值

商品中的这种文化价值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身

份认同和文化认同$致使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时越来

越注重商品中所体现出的文化价值&所以太极拳作

为一种商品$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太极拳保持本土化)

常态化发展的重要保证$它以自己独特的价值表现

形式阐释)引导太极拳的内涵$这是太极拳实现跨文

化传播的关键&张杰在他的博士论文/太极拳在美

国的传播及文化影响0中将太极拳的核心价值体系

概括为三个方面$分别为%*修身以礼+的社会行为尺

度&*修身以己+的自我教育价值和*天人合一+的整

体思维$分别体现了人与社会)人自身)人与自然的

不同维度&

首先强调*修身以礼+的社会行为尺度&太极拳

通过记忆的感性形象对习练者的情感和意志实施影

响&其目的是导向内心的自审&它不仅仅是强身健

体$强身只是手段$强心才是目的&太极拳始终把内

在的自我修养与美善统一的审美要求紧密的联系在

一起&在现代社会$高科技可以给人带来经济地位

的提升和生活的便利$但是无法填补道德的危机$单

纯的法治并不能完全控制高犯罪率的出现$如何从

内在道德层面对人进行教化是当今需要思考的问

题$而太极拳却蕴含着这方面的含义&此外$从太极

拳外在表象来看$和谐的运动方式是一种对击打)强

悍和勇猛的收敛$是人类对暴力的一种文明转化$这

对维持社会稳定和体现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价值和

意义,

#&

-

&

其次树立*修身以己+自我教育价值&太极拳是

一种良好的修身手段$在习练太极拳时$身体达到一

种无障碍)自觉的运动状态$在流畅的动作中感受本

质的自我$所有的社会压力均被抛在脑后$从而达到

了真正的自由状态&同时$太极拳技能的获得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练习者要经过身体和

心理的各种考验$培养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意志

品质&

最后注重*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天人合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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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太极拳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代表内容$也是太极拳的基本拳

理太极拳运动遵循阴阳)五行和八卦的原理$与自然

万物的基本运动规律一致&在太极拳练当中$强调

形神兼备$不仅仅注重身体的基本素质$还强调内在

因素$同时强调拳法自然$这是一种境界$人们通过

练拳$不仅仅学习到了具体的肢体动作$而且$随着

对动作理解的深入$*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会自然

地渗透到人们的思想当中$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不

自觉地从整体的)联系的视角看待问题)解决问题$

对于人们的综合)归纳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有一定的

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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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服饰文化来突显太极拳的文化内涵

太极拳是中国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除了技术

上呈现出与其他项目的区别外$一方面$服饰包装更

能给人以直观的视觉刺激$如在大街上看见白色的

道服就会知道是练跆拳道的$看见带有数字的篮球

服$就知道这个人喜欢篮球运动&同样$如果我们具

有规范的太极拳服饰$也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另一

方面$制服具有统一和凝聚的功能$通过一定衣着图

案表达中国文化内涵&再则$注重对中国传统工艺

在太极服装上的体现$如华丽细腻的丝绸为衣料$配

以中国特色的立领)盘丝扣)对襟的袍衫$垂直)飘

逸)宽松舒适的服装$将以它独特的魅力引起了世界

人民的极大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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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动作名称来突显太极拳的文化内涵

太极拳传统动作名称受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形思

维的影响$能采用最精炼的语言展现新颖的形象来

描绘整个动作$使每个动作名称都可以呈现出一幅

美丽的画面,

#@

-

&若用英语翻译出来$太极拳的动作

则只能给人留下外在的)机械的动作运动的感觉$而

其中的文化含义并不能体现出来&如果用汉语拼音

来表示$传播者在介绍动作的时候$就自然地联系到

了文化内容$如太极拳动作*白鹤亮翅+$太极拳习练

者用双臂左右格挡来击敌人的双手$则敌方的力即

被分散而不整$随之习练者右手随沉随起$提护至右

头角上展开$同时左手从左侧下展开至左胯旁$犹如

白鹤展翅$让人赏心悦目&太极拳命名者为此动作

命名没有用*展+字而用*亮+字$因为展示太极拳复

杂)精细的动作$*亮+字能更传神地表达出动作的舒

展$更能体现出习练者的展现自我)欣赏自我)悠然

自得的君子风范,

#%

-

&理解了这些$太极拳的传播就

不仅是动作层面$更可以触及应有的文化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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