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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武术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理论意涵、 

内在旨向与实践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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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等方法，从理论意涵、内在旨向和实践向度 3 个维度，探析中华武术

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问题。研究认为，中华武术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回归

生命”与“和合共生”的理论意涵。中华武术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在“生命”维度上，具

有内在一致的“生命意涵”；在“共生”思维上，具有内生的“和合共生”精神依归，二者秉承“和

合共生”的和谐精神、对接“和合共生”的公平精神、追求“和合共生”的自由精神；“美好生活”

是中华武术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目标旨归。中华武术更好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实践，

需要进一步彰显中华武术促进生命健康的公共价值，构建生命利益共同体；讲好中华武术“和合

共生”的故事，构建和谐社会共同体；提升中华武术国际传播话语权，增进武术文化认同，构建

武术情感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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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researches on the realistic problem of Chinese Wushu'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with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intrinsic purpose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Wushu in the construction with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ha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returning to life" and "harmony and coexistence". 

Chinese Wushu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with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n the "life" dimension, has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life meaning"; in the "symbiosis" thinking, has the endogenous "harmony and symbiosis" 

spirit. In terms of "symbiotic" thinking, there is an endogenous "harmony and coexistence" spirit to which both 

adhere, adhering to the "harmony" spirit of "harmony and coexistence", and dovetailing with the "equity" spirit of 

"harmony and coexistence". They uphold the spirit of "harmony" of "harmony and coexistence", buttress the spirit 

of "fairness" of "harmony and coexistence", and pursue the spirit of "freedom" of "harmony and coexistence". The 

"good life" is the goal and purpose of the Chinese Wushu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with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o better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with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t’s need to highlight the 

public value of the Chinese Wushu in promoting "life and health", and also build a community of life interests; to 

tell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Wushu in "harmony and coexistence", and als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al communit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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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lso important to enhance the discourse power of Chinese Wushu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also to 

promote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Wushu, and then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Wushu emotions. 

Keywords: tradctional national sports；Chinese Wushu；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theoretical connotation；

intrinsic purpose；practical direction 

 

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个由新技术革命创

造的全球化时代，重构和压缩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

与民族之间的距离，呈现出复杂多元的人类政治、经

济和文化社会。在这个复杂多元的全球化时代，人类

自身不断寻求与整个世界之间共生共在、有序进化的

路径。“世界人民的普遍交往促进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

与共同进步，把人类凝聚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

同体’”[1]。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以宏大、精深的智慧为人类生存提供高质量和合

共生的和平共处文本。全球复杂多元性并不意味着当

前的全球化进程是“一个难以驾驭的无序化世界”，与

之相反，全球化是通过无数次的交互作用造就自身的

存在，世界主义者全球流动形成的“人类大熔炉”意

识，也必然催生命运相通、合作共赢的有序化世界。

在这一命运相通的人类共同体里，众多“地方性”文

化得以走出既定的地域界限，与全球社会多元文化交

流与互鉴，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华武术作为

全球“地方性”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深厚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同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

型代表，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具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文明因共享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如

果任何事都可以用‘人类’去赋予意义，那么这些由‘人

类’充分共享的东西就能使理解成为可能”[2]。基于上

述思考，尝试在“新生命哲学”视野和“和合共生”

思维下探讨中华武术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理论

意涵、内在旨向和实践向度等问题，以期让中华武术

的光芒照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每一个角落，让“地球

一家、人类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照进现实。 

 

1  中华武术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理

论意涵 
1.1  “回归生命”的意涵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哲学是以“‘如何使人的生命

更有意义和价值’为基本理论线索，以‘确证人的生

命的价值和意义’为根本价值旨归”[3]的哲学。因此，

“生命”这一本原性的问题始终贯穿到对人类生命意

义与价值的剖析与理解之中。事实上，本原性问题是

无法回避的，只有对世界存在的“生命”本原有切实

理解的人，才能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孔

墨讲“仁义”“兼爱”，老庄讲“无为”“无待”，宋明

理学讲“天理”“人欲”，心学家讲“良知”等都是讲

“人生至道”的“生命理念”问题。作为最“灵性”

的生物，人的“灵性”存在于人对自身生命自觉的理

解。“人有现实关怀，亦有终极关怀……而终极关怀的

旨向，则要归之于世界的整体、宇宙生命和人类生命

的本原”[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不仅是对当下世界人类自身的现实关怀，也是

对未来人类社会“实现进步和创造有益于个人和人类物

质、精神、伦理更高发展的各种价值”[5]的终极思考。 

1.2  “和合共生”的意涵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张艺谋导演向世界传

达以“和”为本位的中国文化精神精髓。“和”为中国

古代社会的共识，儒家关注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关

注“人和”，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

之用，和为贵”；道家侧重自然与心，关注“天和”，

主张“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两者交通成和

而物生焉”。在“和”文化基础上的“和合共生”理念，

则包含“不同而和”“和而不同”“和故能生”的诸多

内涵。其中，“不同而和”的前提是“不同”，所谓“以

他平他谓之和”，是指不同异质事物之间协调互补达成

“和”的局面，自然界和人类生活即是普遍存在多元

一体的互补关系，也是宇宙生命的总体构成理念。“和

故能生”指明“和”是事物生成演进的根本动因，“生”

原本即是蕴含在“和”的结构之中。全球化催生的是

多元文化共生的世界文化版图，“和而不同，同则不

继”，你有我无或你无我有的历史模式将被彻底颠覆。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文化版图中，每种文化都能

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合共生”亲密相处，融合而成多

元文化繁荣共生的文明景观。 

 

2  中华武术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内

在旨向 
2.1  中华武术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内在“生命意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

启当代人类由‘个体本位’到‘类本位’生存状态的转

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命维度就此彰显”[6]。“共

同体存在的本身就是对人的生命本质的维护”；“一方

面，共同体作为有机体，自身具有生命力量；另一方

面，共同体的成员——人自身的生命本质”[7]。人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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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可以理解为人类这一物种的生命在生存论意义上是

否能在宇宙自然中持续存在和发展。应该说，人类命

运共同体实质上是生命共同体，在人类主体的生命维

度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同呼吸共命运这一人类

共同价值的内在规定和共同追求而组织建构的“生命

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最终要落脚于世界上每一

个个体的自由发展，人类在面对全球性共同困难和挑

战时，必须回到人类自身，回到每一个个体自身。人

类命运共同体“类本位”时代的合作发展取代个体本

位时代的激烈竞争，蕴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的尊

重生命、敬畏生命的人文关怀和德性追求。护卫生命、

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观的核

心要义。以中华武术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生命”的线索和意识一直贯穿中华武术的生产实践。

纵观中华武术的发展历史，无论是在远古时代的滥觞

期，还是发展成熟期，中华武术都用自身特殊的“悟

道”方式来认知生命的本原，探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形成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生命哲学表达形式。 

中华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生存教

化、生活教化和生命教化 3 个境界为目标”“武术的生

命教化就是对武术人的一种精神培养和人格塑造，最

终把武术人教化成生命意义上的英雄”[8]，彰显“武术

人以‘合内外之道’为其生命之要旨，以‘大写的人

之生成’为其生命之皈依，他们在自省与体认之中不

断探索生命之隐秘与生命之智慧”[9]。因此，在生命维

度上，中华武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均具有内在一致的

生命意涵。 

2.2  中华武术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内生“和合

共生”精神 

1)秉承“和合共生”的和谐精神。 

从根本上讲，人类的和谐源于天地和谐、自然和

谐。“以和为贵”，中华文明强调追求多元共存、和合

共生的多样性和谐。《尚书•舜典》云：“八音克谐，无

相夺伦，神人以和”，古人以声乐之和比喻世界各种事

物之间的和谐，并以此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

人与天地之间关系的模型，塑造中华文明“和谐”追

求的普遍理想和价值取向。“协和万邦”追求永久和谐

的大同世界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持久不断的理想。新

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中

华文化和合观念对中华民族内求和谐外求和平理念的

传承与升华。承继中华文明“以和邦国，以谐万民”

追求世界和平的思想，“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

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10]，彰

显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和谐精神观念是武术伦理思想的主要准则，和谐

成就武术特殊之美。中华武术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华

传统文化，既是民族传统文化在武技一道的体现，也

是民族心理个性在健身自卫领域的合理反映，蕴含着

先哲们对生命和宇宙的参悟，以一种近乎完美的运动

形式诠释某种古老的哲学思想，追求那种完美和谐的

人生境界。中华武术将传统文化中“人自身内心”“人

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融于武术生产实践中，

形成以人自身内心世界的和谐为真，人与社会之间的

人际和谐为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天人和谐为美的价值

取向与目标追求。如太极拳是受传统哲学影响较深拳

种，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法、和合精神与和

谐观念，是“典型的和谐文化载体”和“体认和谐的

典型音符”[11]。 

当今社会，现代科技日益发达，但异化也随之加

剧。体悟中华武术的和谐观念，培养人与人之相处和

谐情感，陶冶人与自然和谐情操，回答如何引导人与自

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答案，也许中华武

术的传播实践能带来些许希冀。“人类可能只有在一个

集体否定的时刻，即人类作为物种的存在面临威胁的

时刻，才会最终认识到自身是一个整体”[12]。在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下“全球现代性危机”的当下，蕴含着和谐

精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可能是一个从目

前统治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式超级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转

向更可持续的目标与价值的契机”，实现“人类同自然

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3]，抑或是最大可能实

现人类福祉和星球繁荣的现代性范式和中国方案。 

2)对接“和合共生”的公平精神。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合才

能共生，共生才能共存，公平才能共生共存。积淀在

历史意识与民族心理的“大一统意识、情结与思想，成

为凝聚华夏民族与维系多元统一格局的精神支柱”[14]。

面临全球现代性危机，尽管理想世界大一统格局无法

实现，但是和合发展应当成为一种时代共识。塑造公

平精神指引下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共存”的新国际秩

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新发展格局必定成为“人

类命运”的共同渴望。事实上，只有奠定公平精神的

牢固根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摩天大厦才能在风雨飘

摇的现代性世界中屹立不倒。 

公平是“义”与“利”统一的结果。“‘义利统一’

打开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天下一家’诠释‘天人一

体’的人类情怀”[15]。孔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

于利”“君子义以为上。”墨子云“义，利也”，主张“尚

利贵义”。孟子云：“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荀

子云：“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古代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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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重义轻利、取利有道、先义后利的观念，成为中华

民族数千年一以贯之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义利相

兼、以义为先”，我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正确义利观，基于各国和全球共同的“利益交汇点”

形成“利益共同体”，破除西方“利益至上”“零和博

弈”的价值论调，塑造人类社会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

新格局，推动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实现。 

武德是中华武术伦理观的核心，“学拳以德行为

先”“艺无德不立”，武术人置武德于首位，学艺即是

求道，艺人至境即道之所在。中华武术与武德伦理的

结合正是中国“礼仪之邦”“仁义之国”的缩影。行侠

仗义，重义轻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即是武术人武

德修为的现实表征。在传统社会中，中华武术除健身

自卫的功能之外，武林人面对社会不平的暴力反抗意

识和对邪恶势力的行侠仗义行为，使中华武术一直保

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中华武术“侠义”行为追

求的“公平”精神既是中华武术传统武德社会责任的

外在表现，也是建构社会公平正义秩序的内在追求使

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共生共存的国际新秩序是

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础之上的，“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人

民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的崇高目标”[16]。 

3)追求“和合共生”的自由精神。 

作为人类普遍追求的自由价值，在中华传统“和

合共生”文化中有着独特思考。道家自在自为的生命

自由；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自由；孔子的“从心

所欲，不逾矩”，从自觉学仁到自为行仁、再到与天地

和谐统一自在的自由；《易经》中的“太和”“万物咸

宁”，形容天地间极致的和谐自由等，均是从不同维度

对自由的诠释。马克思主义运用发展观点看待社会自

由，把物质财富的自由创造与公平分配视为社会自由

的重要内容，认为真正的社会自由“必然是充分肯定

与张扬人的主体性的，必然是要处于社会关系统一性

之中的，必然是普遍的进而要消灭阶级差异的”[17]。 

马克思自由观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共同体中个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必要条

件。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传统“和合共生”文化理念，

继承并创新马克思的“类”意识、“真正的共同体”等

观念。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的自由理念与“和

合共生”的整体主义自由观、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

个性与共性统一的自由理念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合文

化的整体主义自由观并不过分主张主体的个性自由，

而是更强调主体间性的自由，多样主体及其文明和而不

同、和合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的自由观给世界各

国、各民族多样主体和谐共处提供可能。“现代社会瓦

解了共同体，个体获得一定自由，理性得以开启，但唯

利是图的‘市民社会’也造成了人际关系的紧张”[18]。

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人类社会对自由、安全生存环境的

追求，成为超越斗争性、对抗个体性生存的可能路径。 

中华武术同样追求“和合共生”的自由精神，主

张人与人友好相处、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人与自身心

灵和合。中华武术在习练过程中，通过肢体运动对一

招一式动作的揣摩、思考、感悟，反观内视自己的心

灵，将习武者带入可以获得无限心灵自由的精神境界

中，心无其心、身无其身、自然而然、逍遥自在。在

这一心灵净化、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过程中，减少

血气之勇，增添与人为善之情，在唯利是图人际关系

紧张的市民社会中，平添几分岁月静好的自由与安宁。

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和合共生”，以及对未来

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渴望，那么中华武术的实践则是将

这一向往与渴望可能变为现实付出的切实行动，也许

这正是中华武术走出去的真正意义所在。 

2.3  中华武术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美好生

活”旨归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武术至善追求均以

“人”本身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指向“人”的美好生活，在思想内核和目标取向上是

高度契合的。中华武术作为民族化的生活方式，浸润

着中华民族的性格气质，蕴含着中华民族对搏击之道

的独特领悟。中华武术是搏击术，不是单纯的拳打脚

踢的动作，也不是力气与技法的简单结合，其饱含哲

理，蕴含着武术先贤对生命和宇宙的参悟。中华武术

的至善追求讲究拳与道合、艺与心合，最后达致拳道

合一、拳心合一的武德至高境界，从教化与内生化育

的武术实践中体悟中华民族对生活世界的理解，追求

那种人与自然共生、人与人、人与社会完美和谐的美

好生活。 

“在一定意义上，美好生活就是一部人类生存发

展的演进史，这种美好生活的深沉追求既表现在人的

实践上，也表现在思想观念的争鸣上”[19]。如果人类

命运共同体是在思想维度上对人类生活形态以及社会

发展道路的深邃洞察，那么中华武术则在人的实践维

度上通过武德浸润和技术修炼塑造灵魂、强壮身体，

以其独特的和谐之美与生命修为融入美好生活，呈现

出人与人之间友好信任、人与社会关系紧密、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生活的发展景观。显然，实现美好

生活需要才是历史发展的真实目的。在一个全新的人

类普遍交往的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使中华武术成为

真正链接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纽带，具体而真实地推

进着属于人类社会的美好生活时代，让人类命运共同

体追求的美好生活从梦想照进现实、从中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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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华武术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

践向度 
3.1  彰显中华武术促进生命健康的公共价值，构建生

命利益共同体 

生命健康的公共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的物

质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无法调和当今世界人

类社会生命健康的公共价值需要与资本逻辑“利己”

思想之间的矛盾。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人类公共实践

发展规律，有助于实现从资本主义“利己”的虚幻共

同体向共同利益的真实共同体转变，因而成为解决这

一矛盾的不二选择。要实现中华武术内在的促进生命

健康的公共价值，还需要进一步彰显中华武术促进生

命健康的公共价值，真正引领和有序推动中华武术服

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命健康发展的公共行动，助力构

建基于生命健康的生命利益共同体。 

首先，提炼中华武术促进生命健康的公共话语表

达，既要对方听的清，也要对方听得懂。“人的生命健

康既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存

在和发展最基本的目标”[20]。中华武术作为中华民族

的传统文化，武术传播应当立足于服务人类健康的制

高点，将中华武术文化的本土性与人类社会的全球性

发展结合起来，提炼中华武术文化促进生命健康的新

理念、新表达、新话语，创新各种传播渠道，讲好中

华武术促进生命健康的公共价值故事。 

其次，做好中华武术促进生命健康的实践行动，

既要对方看的见，也要对方体悟到。中华武术作为一

种身体文化，是以过程的修行实践为主导，通过身体

力行的恒久练习和练化，无论是人体外在的各个部位，

还是内在的精神、意识、呼吸，都需要协同一致，从

而达致内外合一、壮内强外的健身成效。当然，如果

说武术习练的筋骨强壮只是外在形式的强壮，那么心

理虚静、无为不争，“自胜者强”，才是内在的强壮，

内外兼修的强壮，才是武术健身的真谛所在。 

最后，讲好中华武术促进生命健康的人类情怀故

事，既要对方听明白，也要让对方听进去。与西方武

道讲究胜负的格斗相比，中华武术淡化竞争意识，强

调生命至上的人文关怀。中华武术以关注人的生命为

发展线索，以生命为本质的生命自觉和以人为中心的

人本范式，使中华武术与西方武道具有截然不同的价

值观念和目标取向。“同在地球村，健康共命运”，讲

好中华武术彰显的生命健康的人类情怀故事，有助于

照亮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与共、共存共生的未来前景。 

3.2  讲好中华武术“和合共生”的三维故事，构建和

谐社会共同体 

中华武术要更好地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还

需遵循“和合共生”的价值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

的共同价值。”[21]就人类社会整体而言，全人类共同价

值的文明成果本来就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在漫长历史过

程中共同创造，因而也是人类社会共同所有、共同追

求的价值体系，“人类共同生活的现实中一直就孕育着

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内涵与观念基础”[22]。中华武术

作为域外民众认知最为广泛的民族文化符号，无疑需

要承担起讲好其蕴含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

身“和合共生”的三维故事，助力构建“和合共生”

的和谐社会共同体。 

首先，讲好中华武术中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

和谐故事。中华武术在风格上根据仿生学模拟各种动

物形态与特长，形成象形取意的不同拳种；在习练要

求上体现“以武体道”以及与天道自然规律的主动结

合。中华武术契合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追求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和谐价值观，“在本体论

层面将天地人视为一个系统整体，在价值论层面将与

天地合一作为生命的最高追求”[23]，彰显中华武术“天

人和谐、物我统一的修行智慧，诠释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命运共同体理念。”[24] 

其次，讲好中华武术中人与社会“和合共生”的

公平故事。和谐的社会自然离不开公平正义的社会秩

序，维护公平正义更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在世界

民众的心目中，中华武术不仅是搏击之术、健身之术，

更是塑造灵魂、进行心性修养的成人之术。“天下为公，

道洽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蓝图，“以其精要而

深刻的思想内涵为人类社会预设美好愿景”[25]成为激荡

世界的时代强音和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历久弥新的“世

界梦”。“中国古人认为公平正义出于人心”[26]，恒久的

武术习练通过“武以成人”的人性修养达到仁义之心，

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心性修养达到“存天理，

灭人欲”的境界，助力构建公平正义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这一大同社会。 

最后，讲好中华武术中人与自身“和合共生”的

自由故事。自由作为人的本性，是人生意义的最高体

现。历代先贤以自由悬为鹄的，鼓励人们在面对自由

并不断趋向自由的过程中获得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

中华武术的习练培养充盈、健硕、完美的人格养成，

在人与自身身心和谐的基础上，提升主体的生命精神

境界，实现自我超越，以达到追求自由精神的目的。

同西方人观念以单纯的“自我实现”为自由，过度推

崇个体生命的空无依傍和绝对超越的旨趣不同，中国

人的自由理念蕴含“超越性”维度。中华武术的习练

体悟过程正是主体追求自由的升华过程，在人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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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顺应自然，在实践层面认识和掌握必然，延伸为

超越性精神追求层面的超越必然和回归自然。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遵循着从争取走向“自由人”到建立“自

由人联合体”，再至“生命自由和谐”的人类社会演进

理路。讲好中华武术人与自身“和合共生”的自由故事，

讲透中华武术蕴含的“自由”生命精神，助力构建生命

之自然与自由契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社会。 

3.3  提升中华武术国际传播能力，构建武术情感共同体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世界各地纠纷不断，人类社

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文明

不必依靠显著的军事强力支持，而是通过交流互鉴、

互动互补、维系人们向往和平意志的“软”力量。“文

明在交流中融合，在融合中进步”[27]。在当今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华武术无疑是助力人类命运共

同体构建的一股不可忽视的文明力量。中华武术参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华武术国

际传播能力，构建武术情感共同体。 

首先，塑造中华武术正面形象，提升国际传播话

语权。国际话语权既是国际事务治理的权利，也是一

种精神力量的展现。奥林匹克语境下中华武术话语权

的旁落，意味着在世界体育舞台上，中华武术这一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并没有展现出其相应的影响力和和精

神力量。源于意识形态差异和国家利益冲突，西方媒

体习惯性对中国进行对抗式解读的现象仍客观存在。

虽然全球化传播语境下意识形态和西方强势文化的宰

制力暂时无法消除，但是在处理中华武术国际传播发

展的自身问题，特别是中华武术自身负面形象带来的

偏见、误读的问题却不能忽视。中华武术要在国际舞

台上占据话语权优势，既要会说，也要敢说；既要“说

的懂”，准确表述中华武术自己的文化个性，也要对方

“听的好”，用对方熟悉的文化、历史语言表达清楚中

华武术的公共价值观。提升中华武术国际传播话语权，

还需要进一步塑造武术正面形象，增强中华武术国际

传播话语的亲和力、感召力和认可度，在信息传播全

球化时代向世界讲述出真实、全面的中华武术，消除

和纠正“他者”对中华武术的偏见和误读，全面展现

中华武术国际传播应有的影响力和精神力量。 

其次，加强中华武术精准传播，促进武术文化认

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

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28]，为我国国

际传播从标准化走向精准化提供根本遵循。如果说标

准化传播“刷存在感”解决中华武术“走出去”的问

题，那么精准化传播则需要“深度参与”解决中华武术

“走进去”，使中华武术“入脑入心”被接受认同的问

题。“精准传播是技术发展与人性需求的统一”[29]，是

以“用户画像”为前提，用最恰当的方式最大限度满

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产生符合预期的效果。中华武

术精准传播应贴合新媒体时代受众差异化、分众化、

定制化、个性化的基本特征，以“目标精准—内容精

准—主体精准”的完整传播实践链路，解决为什么而

传播、用什么传播以及谁来进行传播的问题。在目标

上，顶层谋划中华武术精准传播的新战略新举措，针

对不同区域受众特点，选取不同传播方式，适时评估

传播效果；在内容上，提炼讲好中华武术故事的新话

语新表达，创新武术国际传播内容呈现形式，拓展传

播新渠道新平台；在主体上，发挥包括普通武术参与

者、意见领袖在内的武术个人与政府部门、媒体公司、

武术国际组织等多元化主体作用，形成在国家层面、

媒体层面以及个体层面的传播合力，培养武术精准传

播新人才新团队。真正实现中华武术精准传播，使武

术文化“入脑入心”，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最后，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中华武术情感共

同体。“国之交在于民之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立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发展，落脚于国民之间

的友好交往。中华武术是建立在传统“和合”文化精

神之上的民族个性文化，从意义表达和文化个性上，

中华武术倡导顺应自然、与自然和合共生，这与西方

武道主张与自然斗争、征服自然形成互补之意。在与

西方武道交流的过程中，中华武术不必过分张扬自身

的理念，每一种文明都有其自身长处和优点，交流互

鉴才能补己之短，美人之美才能增加好感和互信。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探索人类社会如何“一起

向未来”“更好地在一起”的问题。通过武术文化交流

和武术情感教化实现对社会与人的整合，使人们达向

至善的境地，构建武术情感共同体，从而在人类共通的

情感领域筑牢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为

构建人类和谐社会、重塑社会共同价值提供中国方案。

自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提出以来，多次被写入联大

决议，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必

然选择。在当今全球化社会文化不断融合演进过程中，

人们可以在世界景观社会中发现各种各样的国别文

化。中华武术作为来自东方文明国度的传统文化，其参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所

需，更是其自身应担负起大国文化责任的应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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