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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武术境界论题，其目的在于解决武林人的理想。武术境界是武术对武林人总的

意义世界，是从现实的武术人生中抽象出来的理想世界。武术境界能够启迪武术人生，觉解习练

武术应达的理想与意义，是武林人的心灵守护神。按照层次划分，武术境界包括“然境”、“术境”、

“艺境”和“哲境”。具有什么样的武术境界，将会拥有什么样的武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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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人的理想究竟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

题，使武林人迷惘了。从民国时期到现在，人们对武

术“搏”的怀疑将武术推到尴尬的境地，“人们由于

缺乏对武术原本的认识，以致造成对当今武术的‘误

解’”[1]。本文提出武术境界，试图阐明武林人的理想，

使武林人对武术的觉解达到一种“自明”的状态。冯

友兰先生认为，“人对于宇宙人生底觉解的程度，可

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底意义，亦有不

同⋯⋯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地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

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2]。将此延伸到武术，武术境

界即是武术人生对武林人的意义，不同的觉解或者觉

解程度的差异都将导致意义不同。人的觉解受“灵名”

主控，当“灵名”成为自觉，觉解便达到一种“自明”。

“‘灵明’的特点就是能够超越在场，把在场者与背

后千丝万缕的不在场的联系结合为一。”[3]79 如果武林

人不能自觉“灵名”为何，习武便处于一种混沌，从

而很容易让武林人在修炼过程中产生不自信的心理

状态。因此，启迪武术人生，就必须澄清习练武术所

能达到的境界——意义世界。武术境界是武林人的心

灵守护神，是从现实的武术人生中抽象出来的理想世

界。武术境界不仅觉解武术人生，更重要的是能够提

升武林人的觉解层次。 

 

1  武术中的“然境”——从“无知”到“有

知”的过渡 
1.1 “然境”本义——混沌 

“然境”是“当前”的现实存在，看得清、摸得

着，其客体（武术）对于主体（武林人）“没有”意

义。冯友兰先生曾经谈到过人生自然境界，他认为在

此种境界的人，其行为是顺才或者顺行的[4]。然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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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习武过程如同这种顺才，只是顺其自然，他们对

武术没有稳定的终极旨趣，或者其旨趣经常处于游离

状态。从认识过程而言，“然境”中人并非完全不了

解武术，因为“人具有自我意识，能自我反省，理智

地评价自身的各种行为，以便更好地适应自然界与自

然界建立良好的对象性关系”[5]。但是他们的认知是

低层次的、模糊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其意义世界必

然是不清晰的。在处理武术的过程中，武林人没有能

动的创造性,只是机械模仿与复制。他们不能将武术作

为媒介引领自身达到某种精神的追求。他们的活动是

基于人的一种本能行为的、具有自我意识和反省的后

本能活动。这种后本能的活动，由于极度缺乏创造性

的理解与再创造，尚待“自明”。因此，“然境”中人

对武术的觉解呈现出混沌状态。 

1.2  他者眼中“然境”的意义——武术境界的前奏 

就“然境”本义而言，由于“然境”中人“不能”

觉解武术，其意义也就难以言说。但在他者“灵明”

的关照下，“然境”的意义随之浮现。 

追求武术，但又对武术“无知”的人，“然境”

是必经之“路”，只有踏入武术领域，才能对武术有

所体悟。没有接触过武术的人，他永远不会在武术中

得到真谛。“然境”形同一口染缸，“无知”者犹如一

条白纱，当“无知”者进入武术领域，“然境”便会

对他进行着色。因此，“然境”是让“无知”者有知

的一个过渡期，过渡时间的长、短相当于着色的深、

浅，这由两种因素制约，其一境中人的能动性，其二

境中人所处的外部环境。“高人”（拥有高级境界的人）

对境中人影响越强，境中人所得到的启发也就越大，

由此脱离“然境”进入更高级境界的时间越短。境中

人的能动性越强亦是如此。所以，“然境”是武术境

界的序幕或者前奏，它为武林人进入更高级境界提供

了必要的条件。“然境”是习武活动第一阶梯，武林

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然”，是也[6]。 

 

2  武术中的“术境”——探求攻防之“真” 

2.1  术境本义——人体攻防的“真” 

“术境”是指，在由过去与未来构成的时间性场

域中，始终围绕着人体间攻防的“真实”（部分内容

是有条件限制的）而展开的世界。这个世界虽然空灵，

但不虚构。空灵是由于境中人将身为社会意义的人

“完全抛开”，进而构筑了一个能够攻防的、具有血

肉、神经反射的机器；不虚构则是由于这个“机器”

实实在在地一直思考着本真的人体攻防。张世英[3]79认

为，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个物一样，都是宇宙间无

穷的相互关联（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网络中的一个聚焦点或交叉点。这个点不是实体，而

是空灵的；但又不是虚构，它有点像几何学上所讲的

点那样，无面积、无厚度但又是真的。因此，“术境”

中人以“简单易用”为理念，将“全部”想象映射到

真实的人体攻防情景与攻防动作之中。“术境”没有

复杂的招法、没有多变的攻防回合，境中人的目标是

攻防的胜利，关注的焦点是实用的招法与劲力。“术

境”之中，任何一种复杂的招法都在无形的浪费时间，

意味着速度、力量、时机的流失，劣势的潜存。因此，

“术境”中人在简洁中构筑了一个内隐目标，即通过

已有的攻防动作诱发对手产生本能反应，顺其本能反

应，攻击其弱势。攻防的真谛之一就在于此。这种路

径是武术原初的“实在”，内涵有极强的功利性，即

通过规训身体，制胜他人。这种规训身体的过程可以

从王广西[7]总结的形意拳三种境界窥其一斑：练精化

气是武学第一境界，是“换力”的过程，即将浑身的

拙力逐渐消去，而代之以刚猛的劲力；炼气化神是武

学的第二个境界，习武者要完成易筋功夫，练出暗劲；

练神还虚是武学的最高境界，要完成易髓功夫，练出

化劲。由此看出，“术境”是攻防招法与攻防劲力的

世界，攻防劲力是这个世界的灵魂，具有绝对的话语

权力，主宰着这个世界的运行。明劲、暗劲、化劲实

质是武术“术境”中的 3个阶段，表达了人体攻防“真”

的一面。周伟良[8]认为统一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规定着各门派对习武目的的一致追求，因而在许多方

面有着其共同点，体现出习武中的一些具有普遍规律

性的东西，像习武练功的至上境界，以及达到这一境

界过程中的几个不同阶段，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术

境”中人“没有”情感可言，他们只有一个“机械世

界”，他们的身体只被看作是攻防对抗的工具，人伦

在此无立锥之地。他们追求这种“术”的“纯洁”，

他们的一切都是为“纯洁”之“术”而生，为“纯洁”

之“术”而去。除此之外，境中人再也不能找到其他

“可视”之物。 

2.2  术境意义——没有人间善与恶的纯洁“净土” 

从意义而言，“术境”最能反映人体攻防的真实

性，它是对人体攻防的“直白”世界，没有渲染与夸

张的成分，只有最为透明的赤裸裸的人体攻防与劲力

的对白。它能让武林人体察什么是攻防的“真”，什

么是动作的朴实，什么是得机得时的残酷。也正是这

种带有机械式的反应，它给武林人一种实在感、真实

感、透明感，它让武林人能够明明白白自身武功的真

实价值。它能让武林人坦荡荡地“生活”在武林世界。

在这种透明的赤裸裸的攻防对白中，对抗双方暂时脱

离了社会的肮脏，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人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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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术境”之中，武林人有一种共识——崇拜高手—

—人体攻防的“机器人”。因此，从“术境”之外，

我们看到了这种境地的“纯洁”，看到了这种境地的

价值秩序井然。“术境”是一个原始蒙昧的，具有朴

素味道的世外桃源。只有身处此境之中，武林人才不

考虑人间的善恶问题，暂时遗忘人的社会意义，产生

一种超脱的感觉。在纷繁复杂的人世间，此种境地是

不可多得的“净土”，是对人文的一种补充。这对于

人之为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3  武术中的“艺境”——探求攻防之“美” 

3.1  艺境本义——超越攻防真实的极致假想 

“艺境”是指，武林人以人体攻防的真实情景为

素材，通过对真实攻防动作的加工与处理，假想勾画

出另一番似与真实很近的一种人体攻防运动。“艺境”

具有一定的夸张性、艺术性以及不切合人体攻防实际

之真用的假想性。“艺境”不是对人体攻防对搏的真

实再现与复制，而是对真实的超越和升华，进而达到

想象中的“真实”。套路是对这种“真实”的典型表

现，“套路对格斗”是“具象的抽象”，呈现出审美和

想象的特点。”[9]由此看出，当“术境”追求简洁实用

的打时，“艺境”则追求玄妙精彩的打法，以满足对

人体攻防的玩味与审美。艺境没有遵循简单易用原

则，它将“术境”的速度、力量、时机进行了艺术化

的色彩描绘。具体而言，在真实的人体攻防对搏中，

如果双方实力悬殊，对搏则没有回合可言，胜负在双

方接触的刹那间便见分晓；如果双方势均力敌，那种

接二连三的出招与应对，以及在三番五次的连续动作

中准确的判断对方的来意而又以更快的速度接手，对

于双方而言几乎是不能完成的任务。“艺境”恰恰将

其做到了极致，它通过艺术化的方法，实现了在现实

中往往无法实现的极其敏锐的时机“判断”。因此，“艺

境”具有强烈的表现性、延展性。从景观而言，这是

一种虚构的、“非真实”的存在。“术境”是为了人体

攻防而存在，“艺境”却是为了表现人体攻防而存在。

“艺境”的生是为他物的生，而不是为了攻防本身，

但“艺境”又离不开攻防的“真实”，失去了“真实”

的“术境”，“艺境”如同失去了被照物，而不能反映

什么，不能表现什么。正如宗白华[10]所言，艺术境界

“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

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

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是人类最高的心灵具

体化、肉身化。”所以，“艺境”中的攻防是一种艺术，

表达了对搏双方的一种意愿和旨趣，但它已远离了血

腥的、残酷的对搏，是对尚武的“雅”的表现。 

3.2  艺境意义——“武”之为“武”的“完美”践

行 

“术境”只是动作的世界，“没有人的存在”，它

没有将动作移植到其他的领域。“艺境”则不然，它

的旨趣正是要通过人体的动作来传达一种追求，它将

人之为人的人性之美置于重要的视域，这也正是“艺

境”灵魂之所在。“艺境”之中的“灵明”能够将动

作“情感化”、艺术化，使本已朴素的动作产生超越

的状态。“艺境”将武林人带到它所能想象的最为理

想的人体攻防情景之中。武林人可以任意发挥自己的

想象，而不受真实攻防动作的速度、力量、时机等限

制。武林人能够利用想象光滑地处理攻防的流畅度，

使速度、力量、时机在另一想象的世界合法化，而且

具有近似于真实情景之中的合理性。身处此境，武林

人能够充分发挥武术之儒雅的一面，将远处的本已血

腥、残忍不堪的裸露攻防动作转入到一种圣洁的领域

——艺术殿堂，从而表达一种极致的人体攻防。“艺境”

通过理想的表现手法为武林人指明了终极的攻防图

景。也正是由于这种图景的极致，以及真实实践难以

完成，从而形成似与不似之间。齐白石说：“不似则

欺世，太似则媚俗，”“似与不似之间，是之。”[11]从“术”

的真实性而言，“艺境”与“术境”之间的距离是遥

远的。“艺境”的魅力就是能够实现武林人梦想的人

体攻防，而“术境”不允许任何“想象”的存在，它

只有“真实”与“裸露”。在“艺境”之中，正是这

种梦幻般的人体攻防动作得到了极致的表现，慰籍了

武林人的尚武心灵与尚武情怀，它是人文化成之后的

文明人保留的“武”之尊严、“武”之地位、“武”之

儒雅，它用人类的文明方式保留了具有人性的“野

蛮”。作为文明的人没有被完全的机械化、工程化，

作为动物的人，它还依稀存有原初的“野蛮”本性。

武林人要将“武”中的攻防做到极致，既不让对手产

生痛苦，但又体现自己的威严与高大，而且还要在过

程中展现攻的美、防的妙。这是“武”之为“武”的

“完美”境界。 

 

4  武术中的“哲境”——探求武术人生之

“善” 
4.1  哲境本义——“灵明”之原点 

武术“哲境”是一种“哲思”世界，同时也是“空

灵”的世界，武林人通过武术“道路”，将自身引入

到极为深远的、孕育“灵名”的原世界。“哲境”中

人已经不再关注武术实存的内容与形式，他们通过思

考武术的内在本质与规律，进而达到追求人生的意

义，追求对社会、对宇宙的觉解。在他们的思想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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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做到了“空”、“无”，他们才真正到达了“灵名”

的原世界。形意拳理论中就有“拳无拳，意无意，无

意之中是真意”[12]之说。如果哲境中有“真意”，那么

这种“真意”并不在于“术”，而是超越了“术”的

“思想”。哲境中人思考的不是人之为常人的思想，

他们思想着人之为圣的“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天

人合一之境。为此，武术“哲境”不仅超越了人体的

攻防，而且超越了人自身。“尚武者，古今中外难以

数计。然而，绝大部分人仅仅是在肢体上大做文

章，⋯⋯虽然辛苦一生，但是根本谈不上进入武术的

大雅之堂。所以，拳谚有“谈招论式门外汉”，“有形

有相皆是假，无形无相方为真”之说。武术的最高阶

段及最高境界是练气修心，人天合一[13]。“哲境”中人

通过“悟”，将“武”的“气韵”与人、社会、世界

结合为一，从而使自我的“灵名”进入到原世界之中。

由此可以看出，“哲境”功夫在武术之域，而修成之

“果”在“功”之外的“心”域。哲境中人修炼的功

夫实质不是武术，而是“天人合一”和“物我相融”

的“哲思”。达到此境，人体动作已超越了人体物的

“象”，而是一种“心”的动作，即“心象”。人的那

一点空灵之“灵名”即是“心象”汇聚而成，“心象”

也就成为了“灵名”的原点。 

4.2  “哲境”意义——“无欲则刚”的圣人与“万

物一体”的和合 

武术“哲境”给予武林人一种安详、宁静无为的

状态。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甚为明了，“无名，

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

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两者同出，异名同谓。

玄之又玄，众眇之门。”[14]哲境中人能够用人世间最纯

朴、善良的心面对自己以及周围的一切，达到“无欲

则刚”的圣人，同时能用“和合”的思想与周围的万

物融合为一体。因此，“哲境”通过对“空”、“无”

的追求，而皈依于“善”，达到真善美的统一。正如

孔子评析《韶》时所言：“尽美矣，尽善矣。”[15]“哲

境”给予身在此境的武林人以善良的精神关怀和对世

间万物的自明与觉解，形成“万物一体、民胞物与”

的大同世界，任何邪恶，任何非良知的曲解在“哲境”

中将不复存在。“哲境”既能给武林人带来一种“君

子当自强不息”的奋发意念，同时还能带给武林人一

种“君子坦荡荡”的一份正直和恬静。武林人的“善”，

同时也是宇宙间的一种“理”，即那种无形存在的“灵

明”。“哲境”中的一切都依“理”而存在，形成了“万

物一体、民胞物与”的天人合一状态。这只有圣人才

能达到此德行，人世间并无圣人，然而“哲境”可以

培育武林人的理想与追求，使武林人的思想认识得到

抽象性的培植与提高，同时也使武林人能够拥有一个

至极的境界用以留存超越的心灵。运行它将无时不刻

的影响着武林人在人世间的言行，这种影响力是内隐

的，不易觉察的，但对人的心灵却是生动的、深刻的。 

 

5  “术境”、“艺境”与“哲境”的关系 

5.1  三境的高下——“哲”为高，“艺”乃中，“术”

为下 
从人体攻防的角度，“术境”是人体攻防的“真”，

而“艺境”里的人体攻防与真实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哲境”与人体攻防之间的距离更为遥远，它不仅超

越了术，而且还超越了人世间的庸俗，它是宇宙万物

按照应该的“理”而运行的世界。冯友兰[16]认为人生

境界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

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

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由此，

武术中的“术境”更是接近于自然而存的世界，而“艺

境”与“哲境”则更属于精神世界的创造。 

从“武”出发，无论是“术境”中的真实对搏，

还是“艺境”中的意象性“搏弈”，都没有离开“武”。

王国维[17]曾将境界分为两类：其一为有我之境，其二

为无我之境。武术中的“术境”与“艺境”应当都是

“有武之境”。而“无武之境”则是“哲境”。“哲境”

并非没有武术的参与，所谓“无武”是指武林人习练

的内容虽然为武术，但他的旨趣已经发生了变化，它

欲要从武术本体中获得他物的顿悟。从这个意义上

讲，“哲境”当属于冯友兰所言的“道德境界”和“天

地境界”。 

从真善美的角度，“术境”表达了现实中的“真”，

“艺境”表达了艺术中的“美”，而“哲境”更倾向

于表达人间的“善”。此外，天地人之间的真与美也

是“哲境”追求的必然，它是真善美的统一。因此，

“哲境”比“术境”、“艺境”更为复杂，剖析问题更

为全面深刻，“哲境”也就更为高级。“艺境”与“术

境”，如同理想与现实，理想的事物是最美好的，而

现实中的事物总会具有不能满足人们意愿的“瑕疵”，

故理想的境界比现实的境界较高。 

5.2  境界转换自然而然 

“人们的境界一旦形成之后，它便有相对稳定

性，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有道理的。这

里的‘本性’可以理解为已经形成了的，具有相对稳

定性的某种境界。”[3]85 由此看出，武术境界转换具有

难度。境界形同一个人的观念或者思维方式，其惯性

是巨大的，欲要扭转他们的运行是相当困难的，但并

非不能转变，这是人们具有能动创造性的使然。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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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境界之间之所以有可能相互沟通，就是

以万物各不相同而有相通的道理以及‘万物一体’论

为其最根本的哲学本体论的根据。”[3]86-87为此，武林人

依靠主观能动性，并借助“万物一体”的思想与精神，

逐渐地拓展意识范畴，提升意识深点，在不断的磨练

与体悟中，随着不经意的思维范式转换，武林人已经

自然地、让人毫无觉察地改变了原有的理想与价值。

如果武林人刻意转换境界，结果只能徒劳无功。境界

由“灵明”照亮，刻意并没有改变本真的冲动，即“灵

明”没有变换，因此，他对欲求之境究竟为何尚无概

念，境界转换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境界之间的转换

必然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这种自然的状态恰恰是

“万物一体”的根本。 

 

6  意义抉择武术境界 
武术境界是武术对于武林人的总的意义世界，但

由于总的意义的错综复杂，判断武术境界也就相对困

难。“我们看一个人的境界如何，看一个人是怎样的

一个人，就得了解它的过去曾经是如何，以及他对未

来想些什么，其中也包括他对自己的过去将要采取什

么样的态度。”[3]80 因此，判断武林人所处的境界可以

从影响武术人生的主导价值取向作为衡量标准进行

判断。武林人追求武术的原动机（灵明）将主导过去、

现在以及未来的价值取向，而这种原动机正是哲学家

们判断境界之别的主体思路。当武林人走过混沌的

“然境”之后，如果武林人的“灵明”照亮了人体攻

防的直白，“术境”在即；如果武林人的“灵明”照

亮了人体攻防的理想性、艺术性，“艺境”已成；如

果武林人的“灵明”照亮了人生意义、社会、宇宙真

理，“哲境”无他。 

 

参考文献： 
[1] 马  剑，邱丕相.从科学和人文精神看武术的生存
发展[J].体育学刊，2004，11（5）：66-68. 
[2] 陈  来.冯友兰语萃[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

147. 
[3] 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 黄克剑，吴小龙.冯友兰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
1993：306. 
[5] 张  怡.自然辩证法概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
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65. 
[6] 编写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206-207. 
[7] 王广西.功夫——中国武术文化[M].台北：知书房
出版社，2002：78-189. 
[8] 周伟良.传统武术训练理论论绎[D].上海：上海体
育学院图书馆，2000：43. 
[9] 邱丕相.中国文化类型与传统武术[G]//上海体育学
院民族传统体育理论研究中心.武术文论.北京：人民
体育出版社，2005：44-45. 
[10]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70. 
[11] 邱丕相.武术套路运动的美学特征与艺术性[G]//
上海体育学院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心.武术文论.北
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56. 
[12] 曹志清.形意拳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
社，1993：67. 
[13] 杨剑平.武术的最高境界——太极拳精髓之我见
[J].武魂，1997(9)：32. 
[14] 李  耳.老子[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3. 
[15] 孔  丘.论语图文本[M].吴兆基编译.北京：宗教文
化出版社，2001：40. 
[16]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6：292. 
[17] 王国维.王国维经典文存[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
社，2003：110. 
 

 

[编辑：李寿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