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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文化的国际化传播——“一带一路”背景下武术文化的传播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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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迅速发展，武术文化的国际传播已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作为中国

传统企业文化的精华所在，武术能够彰显出独特的文化艺术魅力。本研究以此为重点，对“一带一路”背景下武术文化国际

化传播的现状进行解读，明确国际化传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探索传播思路，希望能为武术文化的国际传播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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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ut forward, China's foreig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and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Kungfu cultu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As the essence of China's traditional corporate 

culture, Kungfu can show its unique cultural and artistic charm.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Kungfu culture. It also identifi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explores 

the way of communication, hoping to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Kungfu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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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观点和内涵具有

丰富的判断。而传统文化具备的深刻思想和深远的意义，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观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对

于我们坚持道德规范和道德基础，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心，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归

纳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特征、中国民族体育文化的风险，

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发展路径，研究民族体育武术文化传承

如何在国际化中谋得生存与发展，最终可知：“商业化”

与“传统化”达到一个平衡；提升文化包容；全面提升传

承人的整体素质，最后要从自我认知做起，以便达到民族

体育武术文化在国际化中得到传播的最终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

管理中心制定了《中国武术发展五年规划（2016-2020

年）》，其中明确了在该时期武术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的必要

性，指明了发展方向。武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既是

文化精华，也是一个文化“标签”，如何充分展现出中国

武术文化的魅力，国际化传播路径的探索必不可少。  

1 武术文化在国际中的传播现状 

张学飞、夏红等在《论中国武术运动的国际化发展》

文中，精确的面对当今武术国际化所面临的形势及问题，

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起始点，分析中国武术文化走向

世界国际化的必然性，最终目标走向世界、走向国际
[1]
。 

张志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传统武术代表性传

承人研究》中对传统武术代表 性传承人的活态承传者和

传承主体等性质进行分析，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武

术代表性传承人的性质、认定、管理与保护措施进行探索，

并认为加强传统武术代表性传承人的管理和保护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工作
[2]
。 

综上所述，此类的研究对于中国武术文化的关注度确

实有了一些提升，但是难免会对武术传播出现理论混沌的

现象，对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不同历史问题以及传承研究

极为稀少。其中体现在史料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

传承价值等各个方面。 国外的传播对于更好的认识武术

文化确实带来了一些帮助，但是却很零散，不成体系。 

2 “一带一路”背景下武术文化的国际化传播

机遇与挑战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武术文化的国际交流备受关注，

国际交流实践也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传统企业文化的国

际化发展传播，并非短期内就可以达成和实现，而是社会需

要进行长期的摸索和克服自己应有的困难。综上所述，在“一

带一路”的倡议下，武术文化的国际传播具有机遇和挑战。 

2.1 机遇 

在“一带一路”建设“文化第一”重要理念指导下，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跨文化传播已成为

新时代的重大课题。可以说，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跨文化传

播，面临着经济发展历史机遇。具体表现为：一是“文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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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念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一带一路”倡

议与“五通”沿线国家，特别是政策沟通、基础设施连通、

贸易畅通、金融和人文沟通。而“民心都是相通”强调的核

心问题就是对彼此之间文化的认可和认同。文化交流是促进

和促进“一带一路”健康发展的润滑剂。在“文化第一”的

理念下，武术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成为可能，并使之成为“人

心相通”的纽带，武术文化自然会以这种非语言符号的形式

实现跨文化交流；其次，武术文化具有丰富的传播渠道。沿

线其他国家企业文化的交流，要逐步进行渗透，而非强制性

实施。孔子学院适应“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的需要，已成为

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渠道
［3］
。如何充分利用孔子学院，实现

武术文化的传播，已成为展示武术文化国际传播效果的关键。 

2.2 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计 65 个国家和民族地区，

拥有自己诸多的宗教派别，当然也拥有一个不同的文化中

国特色。要实现武术文化的国际传播，中国仍然面临着一

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化差异的局限

性。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自然存在。武术

传统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企业文化上的差异分析存

在，导致中国武术发展文化所传递的内容仅为表层的武术教

学技巧和动作，而非其中的精神内涵，缺失“文化建设主体

责任意识”，致使武术文化的国际化传播活动效果大打折扣；

其二，我国对于当前武术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技术人才资源不

足，缺口较大。武术文化的国际传播需要更多的合格人才成

为“传播者”，这样才能准确、清晰地传达武术文化的内涵

和精髓，让更多的沿线国家了解中华武术文化。然而，数量

有限的“传播者”无法持续为武术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提供帮

助，导致武术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面临具有挑战性的
[4]
。 

3 文体交融性 

文化和体育是分不开的，没有企业文化的体育活动项

目是没有一个灵魂的，只是有血没肉的躯体，只有中国民

族传统体育教育文化发展具备交融性才可以进行传承，民族

亦是如此，只传承单一的文化，而不继承体育社会文化。这

个国家将慢慢衰落，甚至消失。面对武术文化的国际传播，

我们可能面临以下问题：（1）民族体育文化本身的不足和局

限；（2）民族体育文化受到外部文化的冲击；（3）文化的认

同危机；（4）民族武术体育文化传承出现断层；（5）民族传

统体育企业文化发展逐步商业化。在这几个问题方面中的任

何一个国家都会产生影响中国民族体育武术文化在国际中

的传播，这也是导致武术文化国际化面临困境。 

4 一带一路”背景下武术文化的国际化传播思路 

“一带一路”在武术文化的背景下，理性分析和认识

到自身的机遇和挑战，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探索国际交

流的方向，从分享、相互学习和本地化的方向，为武术文

化的“一带一路”倡议。 

4.1 形成传播共享新格局 

中国武术作为一张历史名片，直接影响着中国对外开

放的程度。“一带一路”倡议下，武术传统文化的国际化

传播，要形成一个传播知识共享经济新格局。一是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充分体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丝绸

之路精神，扩大改革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

快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开放的态度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以

文化为纽带结交“朋友”，武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是文化交流的明信片。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其他

国家的文化信息交流问题日益密切，将武术传统文化的品

牌可以快速的打出去，并产生一种积极的正向作用影响，

使得沿线国家通过了解中国武术文化，并投身其中，感知

武术文化企业本身蕴含的魅力，才能够在文化的传播与共

享中，展现出不同文化的本质与核心；最后，将武术文化

中的精华部分进行数据传递。中国武术蕴涵着传统的养生

思想，其中“调身、调心、调气”对身心健康发展具有积

极意义
［5］

。运用武术文化传播者的传播身份，在武术中传

播健康理念，使世界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健康计划，并对

形成一种新的交流和分享模式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4.2 做好文化的互鉴融通 

武术作为文化国际化的“使者”，不仅要展示武术文

化的精髓和精髓，还要高度尊重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

化，在文化交流中实现相互学习和融合。其一，以文化尊

重学生为主，弱化力量进行比较。武术文化的传播实际上

是一个文化渗透和交流的过程，而非传统对抗感的强弱还

是强弱。两种文化的尊重可以促进文化本身的深入交流和

融合，使文化形成。第二，与他人进行交流和学习。武术

传统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固然是对武术精神文化思想精华

的渗透教学过程，但也要做好市场定位，培养大批的优质武

术教育文化的传播者，有效合理利用类似于孔子学院等我国

的文化进行传播方式渠道，将中国特色武术历史文化的精华

充分展现，并能够在“走出去”之后“引进来”，相互合作

交流，相互提供借鉴，最终在多元主义文化的沃土中健康产

业发展；其三，借社会经济力量来扩大武术文化的辐射面。

“一带一路”武术文化的传播需要体育协会、民间组织等社

会力量的支持。 他们已成为传播武术文化的重要力量
[6]
。 

4.3 摸索“本土化”传播方向 

从今天武术文化传播的视野来看，最终的目标是成为

一个全世界人民都愿意参与、认同中国武术文化、感受武

术文化本身带来的变化的国际性运动。想要达成我们这一

教学目标，“本土化”传播研究方向的探索，成为重中之

重。首先，这是有目的。武术文化的“本土化”传播，结

合沿线国家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武术文化的传播者应结

合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文化传播。在极

端情况下，对于老年人来说，太极的作用是培养道德，而

年轻人可以用来自卫。不同主体的不同企业文化进行传播

发展方向，必将产生一个良好的传播效果；其二，多层次

传播。做好武术文化内部传播工作，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

的武术文化跨文化传播人才，就有必要形成多层次、多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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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多层次的传播形式的传播模式。使武术文化在国际传

播中的正确方向
[7]
。 

4.4 依附民族文化传播 

从最早的全国性仪式体育活动开始，体育不仅是为了

竞争，而且与婚姻、政治、宗教信仰、军事紧密结合在一

起。少数民族文化体育教学活动的实现有赖于群体的共同

努力，这意味着此类学生活动必须由本民族群众向同一个

企业目标不断努力。有许多传统的体育活动，由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少数民族共同举办。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少数民族共同开展民族活动已成为一

种习惯，几个民族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共同

进步。由此我们看来，不少少数国家民族的发展离不来一

个民族传统文化的依附，离不来民族企业文化的风俗，求

同存异。这些体育活动的目的是聚集，体现民族之间的团

结和凝聚力，体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特点，从而影响外

国少数民族学习中国武术。 它促进了中国传统民族体育的

文化依恋和归属感，进而促进了武术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4.5 塑造全新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地位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并不十分正

面，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公民出国旅游的不文明现象时有发

生，使我国的国家形象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英国外交政

策中心曾经发表过一份研究分析报告，在这份研究报告中

有一项重要数据是调查有关我国企业品牌文化活动的，这

个信息数据可以显示了我国对于品牌形象在国际中也并

不乐观。虽然中国现在在国际上很受重视，但也有一定的发

言权，但关于中国的品牌和国际形象却令人担忧。这种情况

不利于我国的长远发展。所以我们塑造我国全新的国家企业

形象，提升发展我国的国际社会地位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2008 年“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让世人为之惊

叹，我们可以不仅能够呈现了精彩完美的比赛，还有一个

严密的赛事管理组织、周到的媒体技术服务能力等等，这

些都向世界进行展示了当今发展中国的强大。据统计，在

媒体报道北京奥运会期间，积极和积极的报告中国占总报

告的 90%，使中国建立在世界上积极的国家形象，大大改

善了中国对世界留下的坏印象。紧随其后随着我国又成功

举办了 2014 年南京青奥会，南京青奥会是有史以来第二

届青奥会，中国文化又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唯一选择一个既

举办北京奥运会又举办青奥会的国家，再次使我国已经成

为现实世界社会关注的焦点。南京青奥会也没有让世界失

望，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发展中的中国，感受到了中国

悠久的文化历史、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不断发展的技术能力。 

4.6 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顾拜旦准备重建奥运会时，就是希望通过国际体育比

赛，培养人们的爱国主义。在当今社会，奥运会是一个世

界性的盛会，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成功申办奥运会，代表

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国力和国际地位。 全国人民都会考

虑并努力使它发挥作用。在这期间，势必会振奋民族文化

精神，增强中国民族企业凝聚力。 

5 通过申奥，促进武术国际化传播 

随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展，现代奥林匹克运动

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体育赛事，每个参加奥运会的

国家不仅是体育实力，而且是综合国力。举办奥运会是一

个国家向世界证明其实力的绝佳机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

后的快速发展，在经济、科技实力等方面的快速崛起，从

而促使国可以成功申办，筹办和举办了 2008 年北京奥运

会和 2014 年南京青奥会。北京奥运会和南京青奥会，这

几次奥运在我国举办的都非常成功，给世界留下来了深刻

的印象，同时通过举办奥运会和青奥会也给我国以及奥林

匹克运动都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奥运遗产。 

北京奥运会和南京青奥会不仅可以仅是给我国发展

留下了一个丰富的奥运无形企业文化历史遗产，更是给奥

林匹克运动我们留下了独一无二的遗产。在奥林匹克运动

发展过程中，奥林匹克运动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文化，随着

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奥林匹克文化不断丰富，但到目前

为止，奥林匹克文化还是以竞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然而，

中国是典型的东方传统文化的代表，强调人与人、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而这些都是奥林匹克文化所缺乏的。 

东方文化丰富了奥林匹克文化，使奥林匹克文化更加多样化。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武术文化教育国际

化传播，当前企业面临社会发展历史机遇和挑战，抓住机

遇，迎接挑战，成为中国新时期武术文化进行跨文化传播

的必然可以选择。为保证武术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从多

个角度提出了实施策略，以期为武术文化的国际传播指明

方向，并展示本研究的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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