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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视域下中、日两国武术（武道）对比探析
朱廷宇 李雨衡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中国·云南昆明

论文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比较分析法，将现行礼仪文化内涵及外在表现，剑术及剑道技术体系，群体阶级，尚
武目的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发现中日两国都把武术（武道）作为其自身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加以传承保护和发展，但
由于发展历史与文化观念的不同，日本人在武术的竞技比赛中更加强调实战性。例如，在剑道，柔道中训练两两一组，进
攻性极强，段位的设置中强调修生养性，注重意志的培养，群体阶级中上层带动广泛的群众参与，其目的以学习原理，提
高崇高教养。中国武术礼仪文化内涵丰富，也曾深深地影响着日本武术的发展，但其拳种器械多样，风格迥异，十分缜密
的技术体系难以形成，但习练的群体阶级广泛，遍布全国，素有南拳北腿的称号，其发展目的多以健身比赛为主。两国武
术（武道）发展都有各自特色，将两国武术（武道）进行对比研究旨在促进中国武术在国际传播中的发展，为中国武术走
向国际化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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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和日本在东亚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从地理

上讲，它们都属于儒家文化领域，结合了文化基础和文化根

源 [1]。中国的地理位置和日本相似的文化背景也为中国武术

训练和融合提供了便利。如今，文化分歧日益明显，具有独

特特征的传统体育文化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相互融合，不断

加深交流与关系中的理解和认同。在这方面，论文对中国和

日本两国的武术进行了对比探析，以期促进竞技武术的完善

和中国武术在世界上的传播。

2 武术礼仪之差异

2.1 外在礼仪文化

中国武术外在礼仪文化

中国在历史发展中有着文明之国，礼仪之邦的美誉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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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习武之人，必先礼，勿先德。现代武术礼仪主要有持械礼、

抱拳礼、注目礼等。其中抱拳礼是古代及现代武术交流文化

活动里面最常用的礼节。

抱拳礼注意事项：两脚并立，左手为掌右手为拳，左

手和右拳交叉放于胸前，两臂打圆。多用于在训练竞赛、教

育教学活动、师门传承、同事或师徒之间的传学交流活动，

行抱拳礼用以表示敬意和谢意 [2]。

日本武道外在礼仪文化

日本民族传统文化武道在日本社会的传播中具有崇高

的地位。日本武道中强调以礼开始，以礼结束。不论是剑道、

柔道还是空手道，都有非常详细的要求，如训练之后放下器

具，进出道场，比赛开始之前，比赛对抗之中，比赛对抗结

束后，比赛时佩戴护具，训练时师生之间，训练时同伴之间。

要知道无论是在训练、比赛场上，还是对手，同事，导师，

都是提高自己技术高超的原因和条件之一，都是值得感恩和

尊重的对象。例如，剑道，在训练或比赛中经常所采用的礼

仪礼节主有点头、立礼、坐立、站立等，在剑道礼仪文化中

最高的礼仪是坐礼，而俯身或点头的礼仪多用于在正式比赛

中或道馆训练上两人或者不相了解的习练者之间所表示尊

敬和友好 [3]。

2.2 武术礼仪文化内涵

中国武术内涵文化

从古至今，中国武术就有学艺先学习礼的优良传统文

化。中国武术中的礼仪文化具有显而易见的外在要求，也有

其内在的礼仪内涵文化。这种要求对习武之人有很强的影响

力，习武者按照武术礼仪规范严守武术纪律。例如，在武术

训练中的抱拳礼，要求“左掌右拳”，其中右手握拳表示“武

士”，左手摆掌表示“文学崇拜”。同时，它也意味着学习

武术和武德。左掌套右拳，表示“武不违”。左手掌拇指内扣；

意思是谦虚而不自大，谦恭地互相征求意见，“两臂弯曲”；

意为“世界武术世家”，主要角色为“抱拳敬礼”。就是用“尚

德”“德力合一”“德治军”的礼仪。潜移默化地约束或教

育从业者 [4]。

日本武道内涵文化

中国礼仪文化深远地影响着日本民族的内涵文化，而

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受到日本武道精神的影响。无论是柔道、

剑道、还是跆拳道，在习练的过程中都会有十分细致的规范，

无论专业训练者和普通习练者都需要严格执行。包括外表服

饰的整洁，标准的制定，甚至语言沟通时的对视角度，言语

的重量，站起来，坐着，线条，站姿都有很大的要求。并对

从业人员的指导进一步细化到 14个内容等。在日本武道修

养要素中礼仪是最基本的，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情况，都需

要时时刻刻的记住礼仪规范 [5]。

3 技术体系之比较

从古至今中国剑术种类多样，古人常常用剑来喻道，

其中剑的寓意深刻透过道性凸显出变幻多端。而现在中国武

术剑术在传承和发扬中，主要表现为单一的习练方式，但在

平常表现形式中有“枪如游龙，剑如飞凤”的美誉。现在中

国的剑术种类特点丰富，风格也大不相同。例如，太极剑有

着，动作行云流水，动静相间，流畅而不滞。而中国剑术则

倡导“乘虚蹈隙，避青入红”，其身法舒展大方，回旋不断，

具有身催剑去，剑绕身转合一的境界 [6]。

日本有着属于世界十大格斗技之一的剑道，但它起源

于中国，生长于日本的战争环境中，战争时代的环境产生了

日本的剑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激烈发展，使之成为了与

中国剑术大不相同的独特剑术。其特点是在训练及比赛中进

行实战，所以越是有效的技巧，也就越简单 [7]，剑道在技术

上注重直接、简单、实用，注重一击必杀，主要攻击人的上、

中、下（即头、胸、腹）三段和两侧软骨，在进行实战中比

较凶猛。

4 群体阶级差异

4.1 中国多普通群众习武

在中国，地域面积广大，有些地区，如河北、山西、陕西、

山东的一些城乡广泛流行习武。不同的地区和时期，练习武

术的群体数量也都不同。在 20世纪 80年代初，电影《少林

寺》向人们展示出了绚丽多彩的武术世界，青少年习武人数

激增。粗略的统计，习武的人大约有 700万，但在平常体育

活动或者业余体育项目中，武术的习练几乎没有。从整体上

看，中国从事武术运动的人有两大组业余组和小的专业组，

大的组是少年儿童，练习整理后以长拳类运动为主；第二组

是老年人，主要练习舒缓的太极拳。另一部分是各省市中用

于专业比赛的专业队，现役队员几乎没有一千人，他们的主

要目标是在四年一度的全运会上夺取奖牌。

4.2 日本上流社会尚武

在日本，习练武道可以实现其崇高的教养，也是日本

上层阶级的共识，比如日本军队的高级指挥官都拥有一把指

挥刀，代表其崇高的地位。或是，日本料理的精巧细致到现

在仍然是日本民众喜爱的食物。在日本各个城市大部分地区

也设立了训练馆，在学校的教授中也是传授和一般训练课不

一样的剑道课程。在日本，还有包括青年、职工、公务人员、

地区等的各种剑道联盟，参加人数也特别的众多。例如，其

一是剑道六段的前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他在统长成大臣时

期也曾经常习练剑道，还率领剑道团访问中国；其二是剑道

的倡导者前首相佐藤荣作和海部俊树；其三是被誉为“现代

日本体育之父”的金泽老郞，其训练馆原来是作为私人财产

用来进行柔道训练。日军政界要员武道出身无数，在日本大

学中也有许多教授和学生参与武道的习练。

5 尚武目的之差异

5.1 中国武术重健身和美学形式

武术独特的“不战而屈人”的风范。在中国武术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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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提倡，但在传承和发扬中未能达到系统的层面。中国人对

武术的认识和武术教师的整体水平还不足以培养人格。在中

国人的心目中，武术多被认为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技能，可

以锻炼身体、自卫、调理品德；作为一种特有的民族文化，

它向世界弘扬“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20世纪 50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时，中国新时代武术运动主

要以太极拳和长拳为主。长拳表现完整动作后，以“高、难、

新、美”的方针，艺术地表达了武术的踢、打、投、抓、打、

插的内涵，赢得了青少年的喜爱，得到了武术界的好评。太

极拳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其独特的放松、柔和、

缓慢的特点深受广大中老年人的喜爱。太极拳作为一种提高

自我修养提升自我素质已成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对世界健

康体系的重要贡献，在英国、日本、北美等国家和地区受到

广泛推广。

5.2 日本武道强调原理习练

现代日本武术界中极其重视研究柔道、跆拳道、武道

中的原理，其在传承发展过程中技术训练体系相当细致。在

文学博士今村嘉雄主编的《日本剑道大系》里指出，武道以

史道为基础，与儒学，神道，兵法，善宗，礼法有着十分紧

密的关系。其中柔道里的胜负理论已经广泛应用到我们社会

生活之中，通过长期的习练达到意念修养提升的目的，能够

随心所欲地改变身心，长期习练进攻和防守技术也在日常生

活中成为自卫的一种手段。

首先，在日本武道授课中，教授的是准备态势，追求

意念集中的境界，树立宽容放松的心态，以用来集中注意力。

其次，训练中以两人对抗为主要方式，在剧烈的互相

格斗中严格尊重对方，遵守礼节，提高注意力，保持戒备。

最后，日本武道更加注重训练场上的简洁和庄重，在

严寒酷暑中训练，既能提高本领，也能锻炼精神。日本武道

训练的理论，首先要求严格的礼仪，出入道场的礼仪，戴

护具的行为。教师在指导时，对练时，对抗中，对抗结束

时，练习结束时，解散后向对抗的前辈行礼等，都有相应的

理论。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日本是一个十分尚武的国家，在其国家的发展历程中，

曾有过武士掌握国家政权的历史。武士在日本被上层社会广

泛认可，在民治维新运动以后，又受到军国主义的影响，武

道及武士更是受到社会崇尚和尊重，高校教授，民间团体联

盟，政界人士，其训练群体在上层社会广泛推广。日本武道

十分重视礼仪，在训练比赛中都有十分完善的礼仪制度；其

武道、柔道技术体系相当缜密，特点简单实用，注重一击必

杀；日本武道在训练中更加强调原理学习，训练、比赛、各

种交流中都有相应的理论。

中国武术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在古代，大多数朝代的

覆灭新朝代的建立都是武力的推翻，但是在政权稳定之后就

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局面，在儒家文化中，更是未能注重武术

技能的发展；在民间传播中，武术有着广泛的基础，大多数

为健身、比赛、艺术欣赏，其群体多以老少为主。

6.2 建议

中国武术在国际传播以及社会推广中，需加强习武者

对抗及竞技能力的培养，在进行竞技表演，健身娱乐的同时，

强调果敢、阳刚的气质；其习练群体不能仅仅停留在老少阶

段，还需向广大青年、高校学生及教授、政界团体发展。形

成以套路表演、健身的辅助形式，强调技术、礼仪、对抗、

精神为主的中国武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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