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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WMA 看中国武术走向赛事化
王亚楠

菏泽市体育学校 山东 菏泽 274000

【摘 要】：中国武术是四大国粹之一，是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最富有独特内涵的深受许多时代人们欢迎

的文化遗产。然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社会文化多元化并趋于浮躁，愈来愈少的人愿意去传承这些华夏文化精

髓。为了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应当从制度上激励和改观。诸多运动项目因赛事化不仅得到了有力的宣传，也使其拥有更

多受众，同时也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本文就中华武术面临的传承危机，以 WMA 例，阐述中华武术赛事化的必要性，并就

赛事化进程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就理论推动实践即中国武术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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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武术的特点和发展现状

中国武术有最突出的三大特点“舞对合彀”的武技之道、

“择徒拜师”的传承方式和“道德本位”的人格塑造。发展成为

“练为战”和“练为看”的两种不同技术走向。它体现出一种实

用理性追求下的两元结构。由此也被称为“传统武术”和“竞技

武术”。

中国武术表现出与现代社会发展的不相适应性:地方武

术拳种的数量不断减少，习练人群大幅度萎缩；入门很难，

学好不易，十年不出门；传统封闭的师徒制传播方式；门类

众多，各有特点，技术保存困难，散落于民间的优秀传统武

术的资料没能够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这些资料的科学化整

理和继承和传播，即便收集，这些优秀的传统武术技术和理

论仍落得束之高阁和放任自流。

在大众武术中。二十四式、四十二式太极拳、武当太极

剑等成为大众武术的代名词，大部分作为养生康复的运动，

受众者大部分是老年人，主要作用是强身健体，保护和攻击

能力不强。中国群众体育的现状调查的结果显示：1996 年传

统武术占据前体育人口活动项目的前 10，到 2000 年已位列

位列 10名之后。这些活动项目基本坚持长年不变。

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范围较窄，主要向日本、朝鲜以及东

南亚国家。而日本有来源于中国武术的空手道、相扑，泰国

有泰拳，韩国有跆拳道并发展得蒸蒸日上，国外武术迅速抢

占了教育培训市场，受到青少年的喜爱和追捧。相比其他国

家的武术，中国武术的传播相形见绌。李小龙、成龙前辈曾

经把中国功夫展示在世人面前，得到了诸多赞赏，但就此后

继无人。

西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强调不同的境界：有一定的竞

赛方法和竞赛模式、追求运动技术的“高、难、美、新”，在

此等强势文化挤压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举步维艰。

2 中国武术赛事化：

基于中国武术发展逐渐枯萎，其他运动项目在赛事化的

运营下充满活力，与其把中国武术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如走向赛事化，让更多的人欣赏到中国武术，认识中国武

术，并身体力行、传承下去。

2.1 中国武术赛事化的自然条件优势

纵观全球体育，受温度、地形、气候等影响，体育赛事

发展最发达的地区是中纬度地区。然而中国武术对温度、地

形、气候等的要求并不高，比赛季节、地点要求也不高。欧

洲联赛一般是跨年度来进行比赛，错过严寒酷暑，一些冰雪

项目需要特定的季节和地点，但中国武术讲求“冬练三九，夏

练三伏”，只要有一隅土地，不论室内室外，均可以搭台比赛。

2.2 中国武术的文化根基和感情基础

中国武术以儒家文化为根基，对民族体育具有认同感。

“和合”的思想境界有利于校正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民族

和个人竞争过程中的浮躁的心态，人们通过武术学习追求德

艺双馨的精神境界，塑造完美人格；据《中国群众体育现状

调查报告》表明 2000 年我国城乡居民群众体育活动点所从

事的体育锻炼项目武术占 44％，仅次于第一名健身健美操的

52.0％，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2.3 赛事的种类

校武术竞赛：学校武术是武术存活和发展的重要传递方

式和场所。中国武术走进校园，不仅要设置具体的教学大纲、

教学内容、教学计划，单纯的教学不能满足技术水平提高的

要求，指导纲要和弱化的武术教学实践形成强烈的反差。竞

赛可以调动大家课余时间练习武术的积极性，形成运动氛

围，切磋技术，强化武术技能，同时也提升校园风貌，培养

学生吃苦耐劳、开拓进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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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武术竞赛：专门为普通大众爱好者设置的赛事，又称为

业余武术竞赛。奥运会赛马金牌英国得主经常是业余选手。

武术应该从老年群体中走出去，让更多年龄层面的人接受，

可分为少年组、青年组和老年组。大众武术竞赛不过分强调

技术，重在娱乐性和健身性。

职业武术竞赛：中国知名的职业武术竞赛有：中国武术

职业联赛（WMA）、国际少林武术节、峨眉武术节、武林大

会、武林风等。但大都不是专门的中国武术竞赛，WMA 是

专业中国武术竞赛，起步较晚但有完善的体系、固定的资金

来源和稳定的俱乐部成员，是对中国武术走向职业化和赛事

化的大胆探索，中国武术走向赛事化势在必行。

中国武术进军奥运会。首先从武术表演开始，中国武术

队参加第 11届柏林奥运会表演曾轰动全德。《德意志报》、

《汉堡报》发表了评论，盛赞中国武术功夫精湛卓绝，富有

艺术性、舞蹈性、高超精妙。然而那个时候中央国术馆没有

注重对中国武术进行国际传播。现在应重新抓住机会，在奥

运会上武术表演，让世界人认识欣赏中国武术是走向奥运会

的一个重要途径。

1999 年 6 月，在汉城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 109 次大会上

决定承认国际武术联合会，这是走向世界的重要里程碑。但

中国武术走进奥运会，要与世界体育文化融合并加以改造，

要在准确的评价标准、富有变化和美感等方面做出努力，但

要保持中国武术的特色，建构一个具有东方文化特征的“奥林

匹克运动”新体系。走出一条亚洲武术比赛/欧洲武术锦标赛

→世界武术锦标赛→奥运会武术比赛之路。

3 WMA成功案例

WMA 是目前中国比较完善的武术赛事，有完整的技法

详解、赛制赛程、签约俱乐部、固定的场馆和主办单位，同

时又有武德、武技、武艺的准则要求。

组织有明确的权力归属：央视独家承担联赛的 LOGO设

计，赛事的规则，技术打法的标准化制定和相关的商业开发，

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作为管理机构，运动员来自市场，所属和

培养归俱乐部负责，专家考察选手。

标准化技法制定：中国武术博大精深，有 129个拳种，

但“万变不离其宗”，要找出适用于WMA 的技击技法，必须

要割舍提纯，使赛事规则简洁规范，观众有直观判断，制定

出了三十招标准技法。鉴于中国武术“四两拨千斤”，队员进

行“无级别”竞赛，通过得分决胜负。

场馆设置：比赛现场擂台没有围栏，面积小于 NBA 球场

的 1/3，设置了 15、16 个几位，观众可全方位完整看清技术

动作和细节，获得最佳直观体验。

收入：主要有门票、报道权、场地植入广告、运动员经纪、

各俱乐部的冠名和衍生产品，值得一提的是衍生产品中具备

很浓厚的中国文化元素。推广上设置选秀赛。但目前重点不

在盈利而在宣传。目标是在三年之后实现海外盈利并在美国

三大广播电视网播出。

4 建议

政府推动和改变传授方式：第七次全国武术工作会议出

炉的《武术段位制推广十年规划（2014-2023）》明确了国内

和国际的推广目标，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形成上下联动机制。

地方应响应号召，制定出因地适宜的中国武术推广方案并付

诸实施。从师徒传承到政府主导学校教育传承，一对多的教

学模式扩大武术受众，灵活的社会培训机构作为补充，鼓励

竞赛推广和名师推广。

发展中国武术的标准化和多样化，组织更加完善：费孝

通教授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中国武术应

在发展规划、技术改进、规则完善方面做出努力，将传统武

术与竞技武术、套路与散打融进一个运动会中，创设出一个

整体武术的竞赛平台，走大武术竞赛的发展道路。比赛分为

业余组和职业组，设置不同的评分标准和奖励机制。电视台，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中国大

学生体育协会，人民政府这些组织应各有作为，并鼓励成立

更多武术协会，开办武术公益活动。

赛事产业化运作，媒体化传播：WMA 是很好的案例，

有明晰的产权分工和完整的产业链，赛事化运营中注重营销

手段，并有相关的产业开发。传统传播方式为武馆———传

统武术赛会。中国武术职业联赛的官方网站设立于 2009 年，

在其网站上设置了 12 个专栏：首页、新闻、图片、视频、

赛程、俱乐部、选手、关于 WMA、社区、票务、加入 WMA、

联系我们，内容及时更新和维护。电视、广播和网站是传播

赛事的有效手段，阿里巴巴投资新浪体育，马云很清醒地认

识了这一点。媒体化能拉动现代竞技武术的辐射面和影响

力，商业化能为现代竞技武术的发展奠定经济基础，而职业

化能扩大现代竞技武术人才规模。

地方电视台承办武术赛事，树立品牌效应：从“超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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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男，湖南台承办不起像中央台那样大型正统的赛事，就从

娱乐竞赛入手，又善于转型，总是走在收视率前端。WMA

由中央电视台承办，地方台也可标新立异，找出符合自己的

发展方向，发展地方小而有特色的武术竞赛。比如北方电视

台举办杨氏太极拳竞赛，南方电视台则举办咏春拳竞赛。“武

术搭台，经贸唱戏”，正如登封“少林武术热”的持久不衰，武

术竞赛也将极大推动当地发展。与旅游开发结合，带动区域

经济快速增长，如国际少林武术节、武当太极养生文化节、

国际峨眉武术节等。

纠正中国武术文化误解，加强国际传播：武术在人们心

中形成了多种误读和曲解。人们以为武术真的如电视上表演

的那样可以飞檐走壁，轻功、气功神而化之。在观看武术竞

赛时难免失望，因此在武术文化的传播内容上让人们认识到

武术并没有那么神奇。具有传统特征的武术项目融合了哲

学、中医、养生、气功、兵学等内容，中国武术既具有文化

性，又具有技击性和健身性，与西方健身方法大不相同，文

化负载越多，越利于国际传播。

5 总结

中国武术博大精深，文化内涵丰富，具有健身性和技击

性，面临传承危机，走向赛事化是必经之路。WMA 是目前

中国武术赛事运营典范，组织结构、技术规则、传播途径都

值得借鉴，笔者从中得到启发，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以期中

国武术走向赛事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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