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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术国际化进程缓慢之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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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上武术的对外传播表明，在现代社会，武术自身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但是由于宣传

不够，公派出国的武术教练员不足，以及语言文化障碍  

等原因，目前武术在世界上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学习跆拳道等对外传播的方法，在世界各地多做

武术表演，培养教练出国教学，让更多的人了解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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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源地来说，武术是中国的。但是作为一种运动形式或者一种文化，武术应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应该是全人类共有的

财富。武术自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足以让人们喜欢上她。但是武术要在世界传播，并被世界人民普遍接受，不

仅要求其自身要有强大的生命力，还要求我们积极的去推广。特别是在当前这个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各种文化形式都在努

力推广自己，如果不积极主动的把我国武术推广出去，说不定在将来的某一天武术就会永远变成历史。  

一、历史上中国武术的对外传播  

1、1936年中国武术在德国的表演  

    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在柏林举行。中国派由张文广、温敬铭、郑怀贤、傅淑云等男女队员组成的武术队去表演。

武术队先在汉堡街头和汉堡大戏院表演了两场，受到了汉堡市民的热烈欢迎。后来，武术队还去了法兰克福，维斯巴顿等

地。每次表演都要延长表演时间以满足观众的要求，特别是”空手夺枪”这个项目，每次都要表演五六回方才罢休。每次

表演后都有很多人要求签名留念。武术这个东方传统的运动形式深深地受到了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德国人民的喜爱。  

2、李小龙在国际上的影响  

    李小龙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在国际武坛上的影响却如同一颗耀眼的彗星，对现代技击术和电影表演艺术的发展都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1974年， 李小龙被国际权威武术杂志《黑带》评为世界七大武术家之一，美国报刊赞誉他为“功夫之

王”，日本人称他为“武之圣者”。1979年， 美国洛杉矶市将《死亡游戏》的开映日，即7月8日定为李小龙日。1986

年， 他被德国汉堡大学选为“最被欧洲人认识的亚洲人”。1993年， 美国好莱坞名人大道铺上李小龙纪念星徽。2000

年， 美国政府宣布发行一套《李小龙诞辰六十周年纪念邮票》，这是继玛丽莲•梦露和007之后的第三位获此殊荣的艺

人，也是华人中的第一人。李小龙成为中国功夫的代表。  

  以上说明，即使文化背景等都有差别，但是中国武术的自身是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她不受文化差异等因素限制，有

着广泛发展的生命力和被世界人民所喜爱的吸引力。  

二、中国武术在国外发展缓慢的原因  

     中国武术自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在国外没有得到很好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很好的主动宣传自己  

如今，世界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大融合的时期，世界各种文化百花齐放，都是在竞争中求发展。在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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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武术的自身即使再优秀，也需要我们积极的向外推广，才可以在国外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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