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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云南”·“一带一路”媒体杯传统武术交流大赛

的意义研究 
赵凯 1  熊亚兵 2  张杨峰 3 

1.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650500；2.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650500；3.云南西双版纳职业技术
学院体育  666100 

摘要:笔者亲身参与了本次比赛的全过并程掌握了一定量的相关资料，故通过文献资料法、访问法，数据统计分析法进行该论文
的书写。经过数据分析后，对本次比赛的参与人数、性别比例、年龄比例与比赛项目情况给出客观、真实的结果。根据结果从而分
析本次比赛的价值意义研究，以武术比赛作为云南省与外省、云南省与外国文化的相互交流、推动经济发展做贡献。 

关键词：一带一路；传统武术；交流大赛；价值研究 
 

云南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要从政府层面进行顶层设

计和长期战略思考；云南武术要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要针对不

同国家和地域选择不同的传播途径和内容；深入挖掘本土武术文化

资源，开发和培育具有云南特色的民族武术拳种，使云南武术文化

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采用比赛输出与“本土化”培

养相结合的方式，提高云南省武术国际传播人才的数量和培养质

量；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和融媒体技术，使云南武术文化传播形成立

体化模式的发展新局面。 

1.七彩云南”·“一带一路”媒体杯传统武术交流大赛的基本

情况 

1.1 赛事举办单位 

本次比赛得到了云南省政府部分的支持，同时也到了国有企业

的支持，更得到云南省房地产商家的支持。此外，本次比赛还得到

了云南知名媒体的支持，是云南省武术赛事运动多渠道合作、运用

互联网技术、引进融媒体技术的一次崭新尝试，代表着云南省武术

赛事发展的新高度，也促进了云南省各个领域的相互交流合作，发

展进步。 

1.2 比赛日程安排 

本次传统武术交流大赛共分为四天三晚，第一天赛事举办方安

排专车到昆明长水机场、昆明南火车站接送比赛运动队；第二天上

午、下午进行比赛开幕式、武术项目的比赛，晚上安排了武术论坛

活动；第三天也是比赛及颁奖典礼活动；第四天比赛举办方则专车

送各运动参赛队返程。 

1.3 比赛基本情况 

对于武术比赛而言，（1）参赛队伍的地域分布、队数数量（2）

运动员的人数、性别比例、年龄层次（3）比赛项目的参与人数等

数据分析可以客观、科学的反应出一次赛事的覆盖面、影响力、结

果成效与质量效益。 

2.七彩云南”·“一带一路”媒体杯传统武术交流大赛的意义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总结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

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这

也是跨文化沟通的基本原则[3]。任何体育活动都是文化的一种表现

形式，本次武术交流大赛它就是不同国家之间、同一国家不同区域

之间、同一区域不同民族之间、同一民族不同武术文化之间、同一

武术项目不同个体之间相互接触、相互认知、相互沟通、相互交流、

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相互进步的一个武术发展共同体。通过比赛，

促进了武术技术动作的进一步发展，也照亮了云南省武术事业发展

的方向，更体现了云南省走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重大意

义。 

3.云南省传统武术发展的对策研究 

七彩云南”·“一带一路”媒体杯传统武术交流大赛，立足于圆

满结束。效果意义显著的同时，云南省武术事业乃至中国武术事业

的发展也面临着日新月异的问题。 

3.1 青少年群体对传统武术的认识少，习练人数少的对策研究 

从七彩云南”·“一带一路”媒体杯传统武术交流大赛的分析数

据可知，云南省乃至全国上下的青少年习练传统武术项目的人数较

其他年龄段的人数少。杨静,王凯在《传统武术小众流派的传承与发

展对策研究——以功力门为例》中提出：应建立传承人后备力量培

养的体系。少年强则中国强，国家兴则体育兴。我们在提出武术进

校园的前提下，应加大传统武术项目的推广，保护好传统武术，发

扬好传统武术，使传统武术找到传承人，让传统武术在青少年时期

就生根，而不是到进入中年后才想起传统武术的重要性。 

3.2.外家拳与内家拳的协调发展 

姚文俊在《“内家拳”与“外家拳”之辨析》说：今有论者认

为,内家拳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以张三丰为代表的武当内家拳,习

者多与道士有关,讲气,偏重于养生,不甚追求武,影响不大;另一类是

以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这三大拳法为代表的内家拳[6]。可以理

解为内家拳就是太极拳、形意拳与八卦掌。 

3.3 稀缺、珍贵传统拳术的保护与发展 

七彩云南”·“一带一路”媒体杯传统武术交流大赛的过程中，

在以往云南省武术比赛中没出现过的稀有拳种，因为省外武术朋友

的到来而出现。这是本次比赛的亮点，也是云南省充实武术内容，

借鉴珍贵武术拳种的好机遇。 

3.4 云南省传统武术比赛的展望 

追忆过去，立足现在，展望未来，云南省武术事业的发展之路

任重而道远。云南武术的发展乃至中华武术的发展离不来先辈们的

努力，当代人的责任与后来人的使命。不忘武术发展的初心，担起

武术发展的使命，砥砺前行，必能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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