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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在印度传播文化新方式的探索

钮璐璐

云南民族大学 体育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本文来源于国家汉办资助的教师赴印文化交流项目。以太极拳教学作为载体,对印度高校的教师、
学生和附属中小学进行了中华传统文化推广和交流,这是一个新颖的文化传播方式,在太极拳教学的一招

一式中,有效地传扬了太极拳和中华武术思维,在教学、练习和交流中让印方受众群体逐步了解中国和中

国文化。在理解与共鸣中增进了不同国度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有效地传扬了中华

武术和华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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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极拳成为传扬中华文化新方式的

背景解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广泛,

世界各国对中国产生着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渴望与

中国产生更多的交集,从而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借

鉴经验,抑或说学习和剖析以利用于自己的国家,一
方面是比中国更发达的国家希望与中国加强沟通,
中国也很乐意促进这样的沟通,所谓“知己知彼,百
战不殆”;另一方面是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

希望通过与中国的合作、交流来学习中国的发展经

验,分享中国经济的红利,了解大国崛起的精髓和秘

密,而同时中国也展开怀抱迎接这些国家的沟通意

愿,不仅在政策上支持对外交流平台的搭建,还在资

金上给予了相应文化推广项目的资助。
中华文化的传扬、推广需求增加必然带动汉语

学习的需求急剧增长。2004
 

年,我国开始探索在海

外设立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首家非

营利性教育机构———孔子学院。著名的孔子学院已

经成为超越一切意识形态、连接世界的综合文化交

流平台,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与好评,被美国《纽
约时报》和《时代周刊》、英国《经济学家》、法国《世界

报》等外国主流媒体誉为“迄今为止中国最好最妙的

一个出口产品。”但是,经过十几年对孔子学院和推

行和发展,国外许多国家开始警戒中国文化的过度

输入,一味地传扬语言相关的中华文化变得单薄,根
基也扎得不够深,毕竟时间还短,要经得住历史长河

的考验,仅仅以语言为主要载体的中华文化推行方

式已经不能很有效地走出去并肆意盎然地开花结果

了,单一的推广模式受到了限制。国内政治、文化、
教育、社会各界都在探索传扬中华文化的新方法、新
途径,以太极拳的教学、传授为载体的文化交流项目

也得到了国家汉办的关注和支持,太极拳推广项目

看似是武术套路或招式的练习,在教学过程中更是

语言、身体交流的可贵平台,通过太极拳招式的教

学,传扬武学精髓于其中,更传播中华博大文化于

始终。
“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向南亚、东南亚的定位推

动了中华文化传播新方式———太极拳海外推广的探

索和发展。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

和印度尼西亚时首次提到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7
 

年
 

5
 

月
 

14
 

日,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已有
 

130
 

多个国家和
 

70
 

多个国际组织参与,足见其

影响力之大。我国政府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

得到了南亚、东南亚各国的积极响应,同时也为各地

寻找教育合作伙伴搭建了新的平台。开创出许多民

族传统体育专业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的新局面,为广

大教师、学子提供更多的交流、学习和深造的机会,
更为中华武术、太极拳向南亚、东南亚甚至世界各国

的推广搭建了可靠的平台。

二、太极拳二十四式在印度高校的教学

实践
(一)实现太极拳文化传播的契机

现今高校的文化交流项目越来越广泛,各个国

家对中国的相应项目更是投来橄榄枝,特别是南亚、
东南亚国家。正因为中国的国际声誉随着经济影响

96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教育发展研究(2)2020,1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力的增长而扩大,中国经济的繁荣景象不仅仅体现

在GDP和综合国力上,中国在教育和文化传播领域

的经济投入也是巨大的,这就促成了更多的国内外

文化交流项目,形象一点的说法更像郑和下西洋一

般,随着资金的输出,中国文化也随之输出了,在国

内有足够资金支撑的条件下,只要对方学校“接受”
交流项目,基本就可以成行,比起过去要双方协商谁

出资多少,项目资金支撑不够就难以成行的局面相

比,现在的文化交流项目推进更为有力。相对地,既
然说是文化“交流”项目,海外国家也比较警惕单方

面的文化输入,即便在中国有足够资金支持推进的

项目里,对方国家也在思度本国文化不要受到侵害,
也希望本国文化得到传播,所以,常常建立“交换式”
的文化项目。教中文也许会被贴上文化入侵的标

签,但是教太极拳却往往不会和文化入侵挂钩,所
以,这一模式或将发展成为未来推广中华文化的桥

梁,搭建更多互信、互惠的平台,传扬中华文化的同

时也了解更多异域文化,取长补短。

(二)海外太极拳传播实践的“教与学”
“教与学”,是中国太极拳老师的教,更是印度学

生的学,这个过程看起来只有三个字,但实际上却是

一个逐渐向好的过程,其中倾注着中方老师们的决

心和坚持。
高校太极拳教师走出国门,不像一般短期参观

交流项目,走马观花,互相展现一下友好与虚荣,而
是要把太极拳这一文化内涵传扬出去,教学的对象

是印度师生,包括高校的教职工和其附属中小学的

学生。在印度这么一个信仰种类繁多,人们意识形

态自由又禁锢的矛盾文化大国,简单靠上几节课是

不可能实现教学意义的。
入驻校园,得到了热情的接待和周到的安排,太

极拳老师们(领队、教练、翻译等)吃住都安排妥当。
本以为跨过周末就可以开始教学工作,可是印度的

跟国内真实的“时差”才刚刚露出水面,印度高校行

政人员365天可以全年无休,周末对他们来说都是

浮云,一开始看到这里,也许会以为教师们可能第二

天就需要开始工作了,其实不然,可以说恰恰相反,
印方根本没有准备好教学计划,而几乎所有的行政

人员和教师都在忙手头的工作,无力立马安排和协

调新课程,没有周末胜似周末的工作效率着实让人

印象深刻。经过两天的熟悉校园和充分的休息,终
于在第三天见到院方负责人,接着安排助手,再是助

手的助手的接洽,第四天才见到直接交接工作的印

方老师,这才开始讨论何时授课,印方老师提议连续

上课直至项目结束的日期,这对中方长期都享受五

天工作日的教师来说,实在是一个疲劳战、拉锯战的

考验,由于开始几天行程的耽误,中方教师同意连续

授课,每天分不同时段给印方教职工、大学生及中小

学生开设太极拳、长拳套路等适合各个年龄段身心

特点的武术课程。
给印方教职工教授的二十四式太极拳课程可谓

最为艰难,首先是印方大部分教职员工没有准时的

习惯,同样也没有守时的习惯,更没有保证每次课都

出勤的习惯,也许是因为学校安排,这变成了他们工

作的另一份负担,也许是不了解太极拳,也不感兴

趣,一开始的授课重复又枯燥。经过中方老师们的

调整,课程进入一对一辅导,更多交流与沟通,中方

教师们也放下因印方不守时造成的焦躁情绪,开始

慢慢融合,把更多的太极文化,阴阳相济地融入到教

学中去,课间得到了更多的交互,让他们理解到中华

文化博大精深,底蕴深厚,无坚不摧的包容性与韧

性,在心智成熟的印度高知阶层形成了友谊之风,随
之而来的是更多的课堂参与,更准时的出勤,更多参

与的人群,与此相伴的是对两个民族文化的更多

认知。
第二个群体是在读大学生群体的四十八式太极

拳授课,这个群体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参与度最高

的学生群体。带着对中国的好奇,对太极拳的好奇,
几乎是人满为患,学校不得不挑选学生来上课。这

个学生群体还是学习得最多、最快的群体。在课程

内容的安排上,一半时间是太极文化的教授和推广,
让印方学生们了解太极拳的由来、发展、流派和精

髓,另一半时间作为身体的练习,增加了教学要求,
和动作难度,教学趋于平稳,收效显著。结合大学生

的身心特点,课程中国不仅仅有太极拳的演示和教

学,还穿插了中方老师们的武术表演,基本功练习,
圆圈交流会和展示会,课程开展得多姿多彩。得到

了热情非凡的响应,印方学生甚至表示,中方太极拳

老师们是他们见过的最强壮的中国人,最谦逊可爱

的中国人,殊不知,在中国,由于国力的日渐强盛,国
民体质和素质都得到了飞速发展,中国的健身热潮,
文明热潮还处在蒸蒸日上的发展期,这次教学项目

也向印度的青年一代带去了活力和朝气的象征,让
他们认识到一个之前从未触摸过的名族,了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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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陌生文化形态,去接受,去喜爱。
教小孩子是最快乐简单的时光,由于印度小孩

子受家庭和教育限制,中、小学学生,尤其是小学生,
完全懂得英语的非常少,这完全出乎中方教师的预

料,本以为印度英语的普及程度大大高于中国,但是

实际情况却是,只有印度高种姓阶层、资本阶层和告

知阶层的孩子,才有可能出生在英语语境的家庭,才
有可能上国际学校或私立学校获得与英语水平相匹

配的教育。虽然语言不同,武术课授课却是效率最

高、纪律最好的一个学生群体。孩子们每一次握拳、
击出都那么认真,每一次教练发出的拳气声,孩子们

学习和模仿得都那么专注,每次临近下课,孩子们都

不愿意离开,傻傻对着中方老师们笑,经过一段时间

的授课,孩子们开始在课间靠近中方老师们,慢慢开

始索要合影,练习的过程中特别卖力,这也形成了项

目结束的长拳套路汇报演出。

结束,也是开端。
随着收尾课程的结束,项目最后的行程便是向

印方负责人展示教学成果。出乎意料的是,印方教

职工和大、中、小学生组织了欢送派对,共同出资为

中方老师购置了印度特色的服饰,孩子们亲手准备

了手工卡片,写上最美好的祝福,很多孩子在派对上

依依不舍,眼眶湿润,不断地询问中国老师们可不可

以不要离开,下次什么时候来。项目时间虽然不长,
但是结下的友谊却是深厚的。

三、结束语
中方老师顺利回国,向国家汉办和高校做了相

应的汇报和报告,得到了各方肯定,这也将促进更多

类似项目的开展,通过太极拳这样新颖的文化项目

传扬中华文化,为提高中国国际声誉,加强国际交流

合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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