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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桥联群体”太极拳“深度纹理”的质性研究

喇昶旭 1，赵 斌 1，马秀杰 1， 2*

（1.成都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2.成都体育学院 中华国术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运用NVivo 12.0 Plus处理软件对英国本土太极拳传播者即本土“桥联群体”的访谈文本进行扎根分析，经过3

轮编码建构了本土“桥联群体”太极拳“深度纹理”的理论模型。研究表明：1）英国本土“桥联群体”的太极拳“深度纹

理”主要由动作纹理、功能纹理与文化纹理 3项主范畴构成，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并共同构成英国本土“桥联群体”对太

极拳的阐释框架；2）太极拳动作纹理包含 2个副范畴，分别是动作美观与易学易练；3）太极拳功能纹理主要有显功能

与潜功能 2部分构成；4）太极拳文化纹理主范畴主要由历史认知与哲学认知 2个副范畴构成；探讨了英国本土“桥联

群体”对太极拳的地方性阐释框架和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的逻辑理路，从而提出了重视具身认知、开发多元功能、促

进意识转变等我国未来太极拳跨文化“在地化”传播实践的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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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作为中国本土体育文化的代表是当前全球范

围内传播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太

极拳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柔和的身体形态和独特的健

身形式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有西方学者提出太极拳

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很强的“中国本土

性”文化象征（Bowman，2015；Frank，2006）。随着国际文

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太极拳在我国文化外交中的地位与

作用变得愈发重要。有西方学者表示，中国的太极拳作

为非西方话语下的本土体育文化正在成为中国文化公共

外 交 与 中 国 国 际 关 系 中 极 为 重 视 的 一 环（Alexandra，

2008；Eperjesi，2004）。由此可见，太极拳的跨文化传播对

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本土体育文化国际话语权，推

动本土体育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意义重大。

太极拳跨文化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在不同文化语

境与意识形态下的异质文化碰撞、融通与再生产的文化

互动过程，也是太极拳文化“普惠共享价值”与异地文化

多 元 互 补 与“ 公 共 商 谈 ”（尤 尔 根·哈 贝 马 斯 ，2018a，

2018b）的过程。而在这些过程中，传播者与受众是太极

拳跨文化传播行为的直接参与者，也是影响太极拳跨文

化传播效果的“人”因素。以往有关太极拳跨文化传播相

关研究主要关注已基本具备文化自知的中国本土太极拳

传播者群体或尚未形成太极拳文化身份认同的“他文化”

地区受传者群体（陈著 等，2021；韩晓明 等，2018；宋清华 

等，2018），相对忽视了“传”与“受”群体本身所具备的多

元 、易 变 及 创 造 特 质（Bowman，2016；Rancière，1991），未

充分梳理清不同文化身份间对话与认同机制，加剧了传

播实践中传、受者双方沟通信息的不对称，阻碍了跨文化

传播效率的提升。

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人类是站在自己亲手编织的网

络中的动物（Geertz，1973）。而这些所谓的意义网络就是

各 式 各 样 的 民 族 文 化 与 民 族 性 格 。 在 跨 文 化 传 播 实 践

中，一方面传播主体为了沿着网络中的丝线到达异文化

地区受众的“网络中心”，减弱跨文化冲突，就需要为异质

文化“编织”（weaving）一系列符合当地文化特质的知识结

构（texture of knowledge）作为受众接纳外来文化的支撑与

框架。这类为外来异质文化实体编织新的形象、概念与

修辞等“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的形式与编织框架的

机 理 就 被 定 义 为“ 深 度 纹 理 ”（depth of texture）（Bowman 

等，2021；Bowman，2020；Krug，2001）。另一方面，为了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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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共享意义与差异性文本，作为局外

人就必须要找出不同意义网络联结在一起的共同阐释，

而最符合这个目标的研究群体就是那些同时内化了 2 种

不 同 文 化 图 式 的“ 双 重 文 化 人 ”群 体（biculturals）（田 浩 

等 ，2020；赵 云 泽 等 ，2015；Benet-Martínez et al.，2002）。

这一群体随着跨文化传播进程的推进，不仅实现了由异

文 化 受 众 至 新 兴 在 地 传 播 者 的 历 时 性 角 色 转 换 ，也“ 编

织”起了自身对外来文化理解图式的意义网络，具备跨文

化融通与联结的作用，所以已有学者展开了对跨文化传

播情境下起“桥联或桥梁、桥接”（bridge/bridging）作用的

“ 双 重 文 化 人 ”群 体 的 研 究（Langmia et al.，2007；Lee，

2006；Thomas et al.，2010）。

综上，本研究将研究对象英国本土太极拳传播者定义

为 太 极 拳 本 土“ 桥 联 群 体 ”，在 扎 根 理 论 的 指 导 下 ，运 用

NVivo 12.0 Plus 质 性 研 究 软 件 对 50 名 英 国 太 极 拳 本 土

“桥联群体”的访谈内容进行文本编码与分析，旨在探讨

这一群体是如何将太极拳进行本土化的解构、重组与融

合，理清他们“编织”太极拳“深度纹理”的机理以及如何

构建出符合当地文化特质的知识结构。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太极拳本土“桥联群体”——英国太极拳

本土传播者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量：

一是基于拉扎斯菲尔德的“意见领袖”理论。在“媒

介—意见领袖—受众”的传播模式中，媒介只是完成信息

传送/传输的功能，真正影响传播效果与功能的是“意见领

袖”，太极拳英国本土传播者正是太极拳在域外传播过程中

具有“桥联或桥梁、桥接”作用的“意见领袖”，对此开展研究

能更好地丰富太极拳本土“桥联群体”的“意见领袖”理论。

二是基于一次学术研讨后对武术“本土传播者”研究

重视的抉择。2019 年 7 月，作者与英国武术研究者探讨中

国武术、日本空手道、柔道、剑道以及韩国跆拳道的国际

化、全球化程度时，西方学者多认为日本空手道、柔道等

的国际化程度最高，韩国跆拳道次之，而中国武术最低。

经与西方学者讨论，本研究认为其原因主要为：1）中国武

术 是 一 项 庞 大 的 多 拳 种 系 统 ，难 以 像 日 本 的 柔 道 、空 手

道，韩国的跆拳道，相对简单明了、成体系、易推广，这也

是其能够进入奥运会的原因之一。2）中国武术文化的公

共文化外交政策实施相对较晚。3）中国武术本土传播的

参与比例远少于日本与韩国。德国刀刃博物馆（Deutsch‐

es Klingenmuseum）原副馆长 Sixt Wetzler 表示在德国的中

国武术馆 90% 以上的教练或经营者是中国人，而日本武

术 馆 和 韩 国 武 术 馆 的 教 练 或 经 营 者 90% 以 上 是 德 国 人

（Ma et al.，2019）。可见在德国，中国武术还处于自我推

广的过程，而韩国和日本的武术已经与当地文化融合协

同发展，是本土传播者的一项工作。4）20 世纪 70 年代，

李小龙虽然掀起了“功夫热潮”使西方对中国武术产生了

强烈的学习愿望。但由于我国当时对外文化交流相对匮

乏，而李小龙掀起的“功夫热潮”实质是为“东方武术”做

了极大的宣传。这也许是日本、韩国武术国际化程度高

于中国的另一重要原因（马秀杰 等，2020）。

综上，中国武术的国际化程度落后于日本与韩国同类

武道项目的原因有很多，可以明确的是本土“桥联群体”

的认可度和参与度是重要因素之一，故本研究选择国际

传播广、受众多且入围世界非遗名录的太极拳项目的本

土“桥联群体”为研究对象进行质性研究。基于此，本研

究 以 英 国 太 极 拳 与 气 功 联 合 会（Tai Chi & Qigong Union 

for Great Britain）出版的《太极拳与东方武术》（Tai Chi Ch‐

uan & Oriental Arts）杂 志 中 的“ 寻 访 太 极 拳 师 ”（Meet the 

Teacher）板块内容为原始资料。另外，本研究出发点是对

英国太极拳本土“桥联群体”的太极拳“深度纹理”进行研

究 ，所 以 对 原 始 资 料 内 容 进 行 了 一 定 的 筛 选 ，筛 选 原 则

为：1）英国籍本土太极拳传播者；2）习练、教授太极拳在

10 年以上；3）具备英国太极拳与气功联合会教练认证。经

过筛选与整理，共形成了 50 篇共计 120 443 字的访谈文本

作为本研究的原始资料。

1.2 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质性分析中的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英国

太极拳“本土桥联”群体的访谈文本进行了分析，自下而

上地对原始资料进行了开放性、主轴式和选择性三级编

码提取核心概念，构建出了本土“桥联群体”太极拳“深度

纹理”的理论模型（图 1）。采用澳大利亚 QSR 公司开发的

NVivo 12.0 Plus 文字处理软件作为编码与分析的工具。

1.3 研究分析过程　

根据研究目的，对确定的 50 名传播、教授太极拳的英

国 本 土 桥 联 者 以 编 号（T01～T50）命 名 。 后 将 50 份 原 始

文件导入 NVivo 12 Plus 软件逐步进行开放式、主轴式和

选择式编码。

1.3.1 开放性编码　

根据扎根理论原理，本阶段编码要先通过切割和分解

的方法建立、整理初始概念和类属、再进一步分解、提炼

交叉出现的类属，聚类等相关概念，实现概念范畴化（刘

兰娟 等，2018），并尽量“悬置前设，保持开放的思维”（陈

向明，2015）。此阶段首先利用 NVivo 12 Plus 软件对原始

文本进行逐行逐句的多次编码，并删除频率少于 2 次无法

进行范畴化的概念，共得到了 248 个概念，然后再对概念

进行归纳组合得到了 18 个下级范畴（表 1）。

1.3.2 主轴式编码　

主轴编码又称关联性编码，是在开放性编码的基础上

分 析 资 料 中 各 个 部 分 之 间 的 有 机 关 系（佘 廉 等 ，2012）。

本研究通过归纳与演绎思维将开放性编码形成的 18 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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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范畴归纳为：太极拳动作美观、太极拳动作易学易练、

太极拳历史认知、太极拳哲学认知、太极拳显功能、太极

拳 潜 功 能 6 个 副 范 畴 和 太 极 拳 动 作 纹 理 、太 极 拳 文 化 纹

理、太极拳功能纹理 3 个主范畴（表 2）。

1.3.3 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阶段需要对主轴式编码所形成的各范畴

进行“精加工”，提炼出具备统领性的核心范畴，并对核心

范畴与其他范畴的关联途径进行深入探究，使已提出的

各范畴围绕核心范畴进行合并与融合，形成一条完整的

“故事线”。本研究以本土“桥联群体”太极拳“深度纹理”

为核心范畴，通过主轴编码形成的 6 个副范畴与 3 个主范

畴及其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本土“桥联群体”的太极拳“深

度纹理”的理论框架（图 2）。其内涵为：太极拳动作纹理、

太极拳功能纹理、太极拳文化纹理 3 项主范畴，其相互影

响并共同构成了本土“桥联群体”的太极拳“深度纹理”。

其中，太极拳动作形式优美与太极拳易学易练 2 项副范畴

共同构成了太极拳动作纹理；太极拳哲学认知、太极拳历

史认知 2 项副范畴共同构成了太极拳文化纹理；太极拳显

功能与潜功能共同构成了太极拳功能纹理。

1.3.4 资料饱和度检验　

资 料 饱 和 度 检 验 是 评 判 质 性 研 究 质 量 的 重 要 准 则

（Hennink et al.，2017），恰 当 地 使 用 资 料 饱 和 标 准 可 以 显

著提高质性研究的质量，如严谨性、信效度等（Hennink et 

al.，2019；O’Reilly et al.，2013；Sim et al.，2018）。按照理论

饱 和 原 则 ，应 随 机 抽 取 1/3 样 本 资 料 验 证 其 理 论 饱 和 度

（常亮，2017）。因此，本研究在 3 轮编码结束后随机抽取

表 1 开放性编码形成的结果

Table 1 The Results of Open Coding

序号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范畴

太极拳动作

舒展流畅

太极拳动作

敛神聚念

太极拳动作

优雅协调

太极拳动作

难度较低

太极拳

场地器械

要求较低

太极拳运动

强度较低

频数

4

4

3

6

4

7

原始文本（部分）

The slow，fluid，relaxed movements were so precise and yet appeared to be effortless 

when performed by the Master； I was initially drawn to the continuous fluidity of the 

movements and something in my body said “yes-I have to learn this！”……

One day a picture of people playing Tai Chi in a park in China caught my eye and they 

looked so calm and focused；My teacher Kevin Spencer did a demonstration of the 

form. Wow， I was so blown away， it almost made me cry！ I saw such a stillness in 

his expression and thought “I want whatever it is that he’s got”……

In my 20s I met a lady called Iris who was in her 60s with arthritis， but her Tai Chi 

was graceful， balanced and seemingly pain free；I had seen newsreels of Chinese peo‐

ple in parks performing Tai Chi， and their grace and balance impressed me.……

By simplicity， I am referring to the fact that it does not rely on complex methods or 

techniques；TaiChi’s accessibility and its adaptability. Its accessibility through some of 

the Chi Kung systems which are relatively simple to follow and can be seated or stand‐

ing by people of all ages and physical abilities.……

It’s a way of life within a normal life， I don’t need any tools or equipment and I can 

practice the art whenever and wherever I want to “now that it’s total freedom”；It 

needs no special equipment or expensive exclusive membership.……

Tai Chi intrigued me and as it was slow，just what I needed after the injury；Tai Chi 

can be as easy as you wish it to be and many people are attracted to easy exercise op‐

tions with minimal injury risks.……

概念化（部分）

大师的太极拳套路展示缓慢

流畅放松；被太极拳流畅舒展

的动作所吸引……

太极拳习练时的平衡与专注；

老师习练太极拳非常平静与

专注……

太极拳动作优雅而平衡；中国

人习练太极拳的优雅平衡令

人印象深刻……

太极拳习练不依赖复杂技术

或方式；太极拳的简单体系让

大多数人均可以习练……

太极拳无需特殊工具或装备

就可练习；太极拳无需设备或

昂贵会员费用……

太极拳动作较慢，适合部分有

伤病人群习练；太极拳习练强

度较低，受伤风险小……

注：限于篇幅，略去A07～A18等其他11个范畴的原始文本示例与范畴化编码内容。

图 1 本研究中扎根理论方法研究路线图

Figure 1. The Research Roadmap of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Method of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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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份 原 始 资 料 进 行 了 新 一 轮 编 码 未 出 现 新 的 概 念 与 范

畴 ，说 明 本 研 究 前 述 的 本 土“ 桥 联 群 体 ”太 极 拳“ 深 度 纹

理”理论模型已达到理论饱和。

图 2 本土“桥联群体”太极拳“深度纹理”理论模型

Figure 2. “Depth of Texture” Theoretical Model of Taiji Quan of Local “Bridging Groups”

表 2 主轴式编码形成的结果

Table 2 The Results of Axial Coding

主范畴

AAA01太极拳动作纹理

AAA02太极拳文化纹理

AAA03太极拳功能纹理

副范畴

AA01太极拳动作美观

AA02太极拳动作易学易练

AA03太极拳历史认知

AA04太极拳哲学认知

AA05显功能

AA06潜功能

影响关系的下级范畴

A01太极拳动作舒展流畅（T18；T25；T40；T50）

A02太极拳动作敛神聚念（T11；T12；T32；T50）

A03太极拳动作优雅协调（T35；T43；T47）

A04太极拳动作难度较低（T01；T33；T37；T42；T45；T47）

A05太极拳场地器械要求较低（T08；T30；T38；T46）

A06太极拳运动强度较低（适合运动损伤人群）（T12；T13；T16；T17；T36；T45；T47）

A07太极拳历史悠久（T01；T06；T39）

A08太极拳传承有序（T07；T23；T39）

A09太极拳内涵深厚（T01；T11；T15；T23；T29；T35；T41；T47；T48）

A10中国传统易理哲学（T03；T07；T13；T16；T32；T37；T41；T44；T48；T49）

A11中医养生哲学（T10；T12；T19；T27；T36；T37；T46；T49）

A12中国传统军事哲学（T07；T14；T15；T26；T28；T39；T47；T48）

A13改善生理健康（T05；T06；T07；T08；T09；T10；T12；T13；T15；T16；T18；T19；T22；

T25；T27；T29；T30；T34；T36；T37；T38；T39；T40；T46；T47；T50）

A14改善心理健康（T04；T05；T07；T08；T09；T11；T12；T16；T18；T25；T27；T33；T35；

T36；T37；T38；T41；T43；T45；T47；T50）

A15武术技击功能（T05；T08；T14；T17；T19；T20；T28；T37；T39；T42；T43；T45）

A16强化身份认同（T01；T03；T04；T07；T10；T14；T15；T17；T24；T32；T37；T38；T39；

T41；T44；T46；T48）

A17维系社会情感（T01；T02；T03；T08；T10；T12；T17；T21；T22；T25；T31；T33；T34；

T35；T38；T43）

A18培育文化认同（T01；T02；T03；T04；T07；T08；T09；T11；T12；T14；T17；T21；T22；

T23；T24；T26；T27；T28；T32；T35；T36；T39；T40；T43；T44；T46；T47；T48；T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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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土“桥联群体”太极拳“深度纹理”理论模型的阐释 

2.1 太极拳动作纹理阐释　

经过 3 轮编码将有关太极拳外在动作形式的原始资

料编码凝练为太极拳动作美观与太极拳动作易学易练两

大副范畴，两者相互影响并共同构成主范畴——太极拳

动作纹理。

2.1.1 太极拳动作美观　

在习练太极拳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静如山岳、动若山

河，迈步如临渊，运劲如抽丝，蓄劲如张弓，发劲如放箭”

均体现了太极拳的造型美、结构美、协调美与和谐美。依

据编码内容发现英国本土“桥联群体”对太极拳动作形式

优美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太极拳的动作优雅协调、炼神聚

念、舒展流畅三大类。

依据美学分类标准（李戎，1999），这 3 类下级范畴实

质上是“桥联群体”所感知到的“形式美”。而这种具有东

方韵味的“形式美”与格式塔心理美学所认为美的连续、

完整、和谐三要素间具备着天然的耦合性。格式塔心理

学派认为人类追求动态平衡，有生命活力的平衡，因而造

成了一切完形的两大特征，或者说两大原则：简化与张力

（张法，2007），即以尽量少的结构特征将复杂的材料组织

成有秩序的整体并在动态平衡中展现形式的表现性与运

动性，从而给予人“美”的享受。

在“简化”的层面，一位“郑子简化 37 式太极拳”的习

练者（T43）谈到：“20 多岁时，我遇到了一位女士，她 60 多

岁，患有关节炎，但她在简单的太极动作中却表现得如此

优雅、平衡，似乎忘却了疼痛。”太极拳精神层面的“心静”

“气敛”“神聚”与动作层面的“身灵”“劲整”合二为一，从

而构成了形神兼备、内外合一的和谐美；T11 在访谈中说

到：“看到一个身强体壮的武术大师做一件如此优雅、精

神内敛且平静的事情，真是令人敬畏！”实质上，习练太极

拳的过程是自我调节与适应的过程，其中伴随着紧张至

松弛，不平衡至平衡，不稳定至稳定的趋向。这种趋向不

仅 体 现 在 习 练 者 外 部 肢 体 协 调 与 平 衡 能 力 的 调 节 与 适

应过程，也体现在其精神与心灵的调节与适应过程。而

在这个复杂的调节适应过程中，便产生出了“完形”的另

一特征——张力。张力的作用使内外活动符合生命的自

由运动，使外部的“肢体协调”与内部的“意气动荡”在运动

中趋于和谐，形成一个完整和谐的格式塔（吴庆华，1994）。

综上，太极拳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关于太极拳“形式优

美”的实质是本土“桥联群体”对太极拳外部动作形式与

内部精神状态主动平衡过程中所产生复杂“张力”的审美

享受与连续、完整、和谐“格式塔”的审美愉悦。

2.1.2 太极拳易学易练　

英国本土“桥联群体”对“太极拳易学易练”副范畴由

太极拳动作难度较低、太极拳运动强度较小与场地器械

要求较低 3 个下级范畴构成。

关于“太极拳动作难度较低”，T47 说：“太极拳之所以

吸引很多人练习，是因为它入门难度低，且运动伤害的风

险低。”这反映了太极拳轻匀慢柔的动作形式具有较强的

普适性，对初学者门槛相对较低，对习练者身体条件的限

制较少。关于“太极拳运动强度较低”（适合运动损伤人

群），T12 谈到：“我在练习太极拳之前已经练了 21 年松涛

馆空手道并且热衷于健身房的力量训练，但在车祸受伤

后，我发现这些类型的运动对我颈椎的压力都太大了。”

太极拳练习对场地、器材包括服饰的要求不是很高，这是

深受群众喜爱的原因之一，也是相较于其他大众健身项

目更易传播的优势所在（郑文海 等，2011）。在海外传播

过程中，太极拳也因为这一优势在无形中降低了习练者

的 准 入 门 槛 ，扩 大 了 受 众 范 围 。 基 于 这 一 点 ，T08 谈 到 ：

“练习太极拳不需要特殊的设施与昂贵的会员费。”T30 说

“练习太极拳很方便，不需要任何工具和设备，我可以随

时随地练习。”

2.2 太极拳功能纹理阐释　

在对原始资料进行第一轮开放式编码的过程中，形成

了改善生理健康、改善心理健康、武术技击功能、强化身

份认同、维系社会情感、培育文化认同 6 个有关于太极拳

功能的下级范畴。依据结构功能社会学派代表人物默顿

所提出的社会学功能分析范式（罗伯特·K·默顿，2015），

将改善生理健康、改善心理健康、武术技击功能 3 项副范

畴划分为习练太极拳的“显功能”，即能够被受众预料到

和认识到的客观结果；将强化身份认同、维系社会情感、

培育文化认同 3 项副范畴划分为习练太极拳行为的“潜功

能”，即未被受众预料到和认识到的客观结果。“显功能”

与“潜功能”2 项副范畴相互影响，共同构成太极拳跨文化

传播过程中的功能纹理。

2.2.1 太极拳“显功能”　

1）改善生理健康。近年来，一些已发表的循证医学

研究表明习练太极拳对促进人体健康具有积极作用，例

如 ：改善平衡能力（Zhong et al.， 2020）、辅助治疗糖尿病

（Chao et al.，2018）、缓解慢性疼痛（Kong et al.，2016）、肌

纤维疼痛（Cheng et al.，2019）、改善慢性阻塞性肺炎患者

心 肺 功 能（Guo et al.，2016）、增 强 帕 金 森 患 者 运 动 能 力

（Song et al.，2017）等。在本研究有关习练太极拳促进身

体健康的原始资料中，T19 谈到：“毫无疑问太极拳最重要

的功能是促进健康。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练习太极拳

的确可以有效改善健康状态。”也有被访谈者谈到太极拳

有效改善了人体基本活动能力，比如平衡能力、柔韧性、

协调性等。如 T18 说：“太极拳是保持健康的方式，它可以

同时改善有氧能力、柔韧性和平衡能力。”在一项关于太

极拳与健身气功干预对人体免疫系统影响的荟萃分析中

指出，习练太极拳与气功可以有效调节人体免疫系统功

能（Oh et al.，2020），关于这一点，T13 说：“练习太极拳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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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免疫系统更强大，我虽然已经 70 岁了，却充满活力，很

少 生 病 或 感 冒 。”太 极 拳 还 对 生 理 疾 病 的 康 复 有 促 进 作

用，尤其对慢性疾病具有较为明显的辅助疗效（姜娟 等，

2018）。对此 T09 谈到：“总的来说，太极拳是最好的锻炼

形式之一，尤其是对慢性疾病的康复有一定助益作用。”

除此之外，也有受访者表示通过习练太极拳可以增强参

与其他运动时的能力，如 T34 谈到：“我是练外家拳的，最

初是把太极拳当作一种交叉训练的方式，从而增加我的

柔韧性和松弛度。”综上，英国本土“桥联群体”对太极拳

改善生理健康功能的认识主要由保持身体健康水平、提

高基本活动能力、加强机体免疫能力、促进生理疾病康复

与增强运动表现能力 5 类组成。

2）改善心理健康。有研究已证实习练太极拳可以改善

心理健康水平，对抑郁、焦虑等症状有缓解作用（Li et al.，

2020； Zhang et al.，2021），并 具 有 提 升 主 观 幸 福 感（Chan 

et al.，2016）、调 节 不 良 情 绪（Liu et al.，2018）等 作 用 。 本

研究中的原始资料也体现出了太极拳对心理健康改善有

积极作用的内容。例如，在稳定情绪方面，T50 说：“练习

太极拳 6 个月后，我发现情绪比以往更加平静了，大脑中

原本喋喋不休的那些噪音突然就消失了。”还有受访者表

示练习太极拳可以舒缓压力，如 T25 说：“太极拳帮助我应

对生活、工作中的挑战，并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一个短暂

的假期，来反思自己与释放压力。”同时，还有访谈者谈到

练 习 太 极 拳 让 自 身 感 觉 更 加 乐 观 ，并 能 使 人 变 得 自 信 。

T33 说：“太极拳让我变得自信，在遇到困难时给予了我平

和与稳定的心态以及新的机会。”习练太极拳要求持续关

注身体的姿态调整与呼吸控制，并强调“内固精神，外示

安逸”，即注意力集中、情绪平稳、动作柔和。这一系列要

求使习练者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自身修养，能够以专注

平和的心态应对生活与工作重的挑战，如 T16 说：“太极拳

让我变得更加专注，集中精力地去开发我的全部潜力。”

综上，英国本土“桥联群体”对习练太极拳的心理健康作

用的认识主要体现为稳定情绪、舒缓压力、提升自信与集

中注意力。

3）武术技击功能。太极拳源于武术，崇尚以柔克刚、

借力用力、后发制人，这与先秦庄子曾提出的“以巧斗力”

思想一脉相承，与明代形成的“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扑”

的内家拳遵循几近相同的技击战略（杨建英等，2017），体

现了太极拳作为中国传统武术精粹在技击性上的不懈追

求。同时，作为武术项目的一种，也有学者认为太极拳的

“ 技 击 ”功 能 是 海 外 传 播 的 重 要 动 力 因 素（马 秀 杰 等 ，

2020）。探其缘由，一方面是源于追求“技击”功能为主的

武当太极拳在英国拥有较好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是

因为英国太极拳与气功联合会前主席 Dan Docherty 对太

极拳“技击性”功能的推广与传播。在本研究的原始资料

中，也发现了本土传播者对太极拳“技击”功能追求的内

容。如 T08 说：“太极拳还是一种自卫技巧，可以增强自尊

与自信。”除此之外，也有原始资料显示有一部分习练者

最初练习了其他类型的武术项目，后因兴趣、伤病等主客

观因素转而学习太极拳的经历。如 T28 说：“我一直对武

术 很 感 兴 趣 ，最 初 曾 花 了 1 年 半 学 习 松 涛 馆 空 手 道 和 功

夫。除了武术本身，我也对它蕴含的哲学性质与智慧感

兴趣，于是买了 1 本有关太极的书，后来就开始习练太极

拳了。”综上，本研究认为英国本土“桥联群体”对习练太

极拳的武术技击功能的认知主要体现为安全防卫的需要

与其他武术的迁移 2 个方面。

2.2.2 太极拳“潜功能”　

太极拳除了有习练者所预料到的改善健康与武术技

击的“显功能”之外，还包括习练者自身无意识并不可预

期 的“ 潜 功 能 ”，即 将 作 为“ 符 号 ”的 太 极 拳 通 过 习 练 、比

赛 、教 学 、展 演 等 行 为 的“ 仪 式 化 ”表 征 ，负 载 以“ 阴 阳 辩

证”“天人合一”“以柔克刚”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

隐喻表达，起到强化身份认同、培育文化认同、维系社会

情感等更深层次的价值意涵。

1）强化身份认同。曼纽尔·卡斯特（2006）认为，认同

是人们获得生活意义和经验的来源，它是个人对自我身

份、地位、利益和归属的一致性体验。而身份认同包含同

一性与差异性两方面，一个人前后的同一特性，或一群人

之 间 的 相 似 性 ，同 时 也 构 成 个 人 与“ 他 人 ”或 群 体 与“ 他

们”之间的差异性（王宁，2001）。也就是说，人们的身份

认同既包含个体自身与其他个体联结的倾向，又包含群

体间区分的过程。太极拳习练、教学、比赛等相关行为通

常需要依附一定的社群，在这个过程中就会自然而然地

出现太极拳习练者群体内部的“同一性”倾向与非太极拳

习练群体外部的“差异性”倾向，即身份认同过程。本研

究的原始资料中包含了一系列有关身份认同的表述，例

如，有关太极拳传播者的身份认同，T10 说：“我的个人使

命是通过分享我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太极拳）来改善习

练者们的生活质量，并让他们更加长寿。”也有一部分受

访者表达了太极拳习练者的身份认同，T48 谈到：“作为一

名太极拳习练者，我有责任尽自己最大努力去训练，以此

来表达对老师的尊敬。”还有受访者表达出了对太极拳教

师的职业身份认同，T48 说：“作为一名老师，我有责任培

养发展我的学生，并且要尽可能保证他们清楚地学习到

太极拳的内涵与技术。”综上所述，英国本土“桥联群体”

对习练太极拳的身份认同功能主要体现为传播者的身份

认同、习练者的身份认同与教师职业的身份认同 3 类，且

均表达出各自所处角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2）培育文化认同。本研究中的访谈原始资料来自英

国本土太极拳传播者群体，他们在太极拳跨文化传播实

践中不仅经历了由受传者至传播者的身份转变过程，亦

经历了对太极拳的文化模糊至文化自觉再至文化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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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太极拳跨文化传播中的健

身价值功效，更要凝练出太极拳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性

格 与 文 化 底 蕴 ，以 提 升 其 在 异 文 化 地 区 的 公 众 认 可 度 。

《陈 鑫 太 极 拳 论 分 类 语 录》指 出 ，习 练 太 极 拳 需“ 心 静 身

正，以意运动。精神贵乎蕴蓄，不可外露圭角”，固内外兼

修可以培养人的精神面貌，对塑造稳重、成熟的性格具有

一 定 的 作 用（宋 清 华 等 ，2015），原 始 资 料 中 受 访 者 也 表

示，太极拳能够为人提供一种豁达兼容的思维方式和处

世 策 略 。 如 T28 说 ：“ 太 极 拳 教 会 了 我‘ 阴 ’与 柔 和 的 价

值，在练习太极拳之前我是一个冲动易怒且思维僵化的

人，后来通过太极拳我学会了用柔和的方式去解决生活

和工作中的冲突与矛盾。”《太极拳论》指出，“以心行气，

务令沉着，方能收敛入骨”“以气运身，务令顺遂。”就是要

求每招每式都要注意以意引气，以气运身，顺其自然，催

动外形（陈正雷，1999），即习练者要注意外部动作与内部

精神的统一协调，在不断的形气结合练习中养成身心合

一、内外平衡的认知结构与思考方式，如 T39 说：“太极拳

的核心是寻求身体与心理上的平衡。把武术（太极拳）当

作工具去平衡内在的情感和逻辑思维，同时也要追求外

部身体结构的刚-柔、快-慢、开-合的平衡。”太极拳所蕴

含的“中庸”“内外相兼”“和谐”等文化思想也为习练者群

体提供了一种健康和谐的生活方式，T24 谈到：“太极拳不

仅是我谋生的手段（开办太极拳培训班），也为我提供了

一种和谐的思考策略与健康的生活方式。”综上，太极拳

文化认同的类型划分为豁达兼容的思维方式、身心合一

的认知方式与健康和谐的处世方式 3 类。

3）维系社会情感。太极拳习练通常都依附于一定的

社群，不同群体之间也会经常发生联系，在与不同的人或

群体进行学习、交流与切磋的过程中有利于扩大习练者

的人际接触面（杨静 等，2019），并使其产生情感联结或依

赖，从而起到有效的社会情感维系功能。如 T22 说：“在我

悲伤的时候，来自太极‘家庭’（习练者群体）的爱与支持

和练习太极拳一样重要。”同时，太极拳脱胎于中国传统

文化，讲求师承关系，且对“尊师重道，敬业乐群”的品德

尤其看重，《陈式太极拳图解》指出“学太极拳，不可不敬，

不敬则外慢师友，内慢身体，心不敛束，如何能学艺”，师

生（徒）在拜师、教授、学习等具有“仪式性”的行为中，便

产生了具有东方文化元素的“师徒情感”，如 T35 说：“抛开

我本身与太极拳存在某种特定的缘分以外，我认为是我

的 师 父 Gary Wragg 深 深 地 激 励 了 我 一 直 习 练 下 去 。”综

上，原始资料所展现出的社会情感维系类型主要是老师

与 学 生 之 间 的 师 生 情 与 习 练 太 极 拳 群 体 成 员 间 的 友 情

两类。

2.3 太极拳文化纹理阐释　

太极拳是中华民族在改造自身生存环境，满足自身需

要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基础上创造的，凝聚着中华民族智

慧的独特身体文化形态（闫民 等，2015）。在太极拳跨文

化传播进程中，有必要把握不同历史、文化、教育背景下受

众对太极拳的文化性认知与理解，有针对性地选择传播

内容，确定发展模式、谋划推广战略，积极探寻跨文化国

家和地区受众的“视域融合”点，在体现中国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特色的同时，迎合全球现代体育文化的普世性价

值要求，创造出既有民族“自性”，又有全人类“共性”的新

文化（孙晨晨 等，2018），从而有效地改善和提升太极拳跨

文化传播效果。本研究在经过开放式、主轴式与选择式 3

轮编码后，将太极拳文化认知相关的编码内容分别凝练

为太极拳的历史性认知与太极拳的哲学性认知两类副范

畴，这二者相互影响并共同构成太极拳文化纹理主范畴。

2.3.1 太极拳历史认知　

历史认知副范畴主要由太极拳历史悠久、太极拳内涵

深厚与太极拳传承有序 3 个下级范畴构成。有关太极拳

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T39 说：“陈式太极拳可以追溯到近

400 年前，从古代到近代，每代陈村的练习者都用太极拳

来保护他们自身与村落。”同时，也有英国本土传播者认

为太极拳具有较为规范的传承体系，如 T23 说：“陈式太极

拳是一代又一代坚定不移的大师们传承下来的。”T39 说：

“太极拳不是简单的学习几套动作或几个推手的技术，而

是 要 在 遵 循 世 代 相 传 习 练 原 则 的 基 础 上 对 人 的 全 面 发

展。”中国武术博大精深，而太极拳集中国武术之大成，蕴

含 着 华 夏 民 族 对 待 自 然 、社 会 、人 际 等 多 维 度 多 方 面 的

“东方智慧”，在跨文化传播中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如 T11

说：“我在习练中逐渐认识到太极拳需要终生学习，有时

候我认为我弄懂了，但后来才发现只是触及了它的表面

而已。太极拳是可以与我们一同成长的，而生活中这样

的东西并不多！”

2.3.2 太极拳哲学认知　

太极拳蕴含着中国哲学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

晶，被称为“哲拳”。太极拳的基础理论主要植根于易理、

兵法与中医三大体系。其中，易理构成了太极拳“变”的

结构，中医构成“养”的结构，兵学构成“术”的结构（阮纪

正 ， 2009）。 太 极 宗 师 王 宗 岳 在《太 极 拳 论》开 篇 便 指 出

“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机，阴阳之母也”，阐明了“阴

阳对立统一”的中国古典哲学基本思想与太极拳的深刻

联系。在本研究的原始资料中，受访者表示在持续习练

太极拳与了解太极文化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了这种充

满东方色彩的哲学思辨方式，如 T07 说：“太极拳是刚柔相

济、快慢相随并以平衡自然方式演绎出的动态武术，它遵

循着《易经》中的道家阴阳哲学原则。”拳谚云“拳起于易，

理成于医”，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武术与中医之间的密切

关联，作为中国武术代表的太极拳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

深受中医经络学说、导引吐纳之术的深刻影响，具有强身

健体，预防、治疗疾病等养生健身功效，因而也被称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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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拳”。对此，T12 说：“太极拳与传统中医有着深厚的渊

源，所以我认为可以把太极拳和传统中医结合起来一同

教授，这样习练者便能从中医的角度理解太极拳，而不仅

仅是把它当作一种体育锻炼方式。”在古代文化系统中，

武术与军事可谓同源之水、同本之木。这一历史现象，是

由于武术与军事武艺有着攻防技击性这一最本质的共同

特征所决定的（骆春燕，2004）。古语“兵武同源”便揭示

了武术与兵法哲学间有着深刻的依承关系，即兵法是取

胜敌人之法，讲的是两军相争，而太极拳是个体徒手技击

之 法 ，讲 的 二 人 徒 手 相 斗（于 志 钧 ，2012）。 二 者 虽 有 不

同，但却具有相通之处，太极拳借鉴《孙子兵法》形成战术

战略理论体系是明显的，如《孙子兵法》所强调的“知己知

彼，百战不殆”在《太极拳论》中就被描述为“欲要引进落

空，四两拨千斤，先要知己知彼”以及“人不知我，我独知

人，英雄所向无敌”。在跨文化传播中本土“桥联群体”也

谈 到 了 太 极 拳 与 中 国 古 典 军 事 哲 学 的 密 切 关 系 ，如 T47

说：“研究李小龙的截拳道理论后发现，它实质上遵循了

太极拳的技击原理。而太极拳又是以《孙子兵法》和老子

的《道德经》为理论背景的。”综上，有关太极拳跨文化传

播的哲学性认知副范畴主要由中国传统易理哲学、中医

养生哲学和中国传统军事哲学 3 个下级范畴构成。

3　分析与讨论 

3.1 基于本土“桥联群体”太极拳“深度纹理”理论模型

的特征辨析　

3.1.1 本土“桥联群体”太极拳健康功能认知的普遍性　

虽然不同种族的文化存在差异，但其间也有一些通约

性，即不同种族间的“内在一致性”（王沛 等，2011）。这种

“内在一致性”在这里就集中体现为本土“桥联群体”对太

极拳健康功能认知的肯定上。例如，当访谈问题为“太极

拳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太极拳拯救了我，把

我从孩提时代就不得不忍受的偏头痛和心脏病的烦恼与

折磨中解脱出来”（T17）。“虽然太极拳来源于武术，但大

多数人练习太极拳是为了健康和减压”（T15）。可以肯定

的 是“ 习 练 太 极 拳 可 以 有 效 地 促 进 人 们 的 生 理 、心 理 健

康”已经成为本土“桥联群体”的普遍认知。

王岗（2008）表示，今天人们更多关注的不再是竞技体

育，而开始走进一个追求“个体身体健康”的时代。全人

类对于健康的共同追求，是我们解决跨文化传播的突破

口。对西方竞技体育为代表的“生物体育观”和“运动健

康观”所带来的局限性，太极拳所蕴含的“整体”和“辩证”

的“生命体育观”与“健康养生观”更符合全人类对“大健

康”的诉求（高亮 等，2020）。而本土“桥联群体”之所以能

够实现跨文化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该群体通过

长 期 的 身 体 实 践 切 实 体 会 到 了 太 极 拳 对 健 康 的 促 进 作

用，逐步形成了“太极拳促进身心健康”这项认知的共同

想象，使群体内部获得了较为一致的修辞视野，最终实现

了对太极拳健康功能的普遍性认知。

3.1.2 本土“桥联群体”太极拳文化认知的深刻性　

“文化”是表达性的人工产物——词语、意象及负载着

意义的所有客体。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

和转变的符号过程（詹姆斯 ⋅W⋅凯瑞，2005）。技艺是骨，

文化是髓，太极拳作为一个以身体运动展现精神内核的

文化符号，想要跳脱于“唯技术”与“唯功能”的简单认知，

实现跨文化认同，其关键在于传播者群体对太极拳文化

内涵的正确解读和深刻认识。通过本土“桥联群体”太极

拳文化纹理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到，他们在具身实践中逐

步实现了身体技术至身体文化再到身体哲学的逐渐深刻

的认识转变。

一方面，太极拳以其所独有的运动方式规训习练者身

体，将其内含的平衡理念与和谐精神融入习练过程的始

终，从而使他们逐步完成人与自身的和谐（内外兼修）、人

与社会的和谐（厚德载物），直至完成人与自然和谐（天人

合一）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身体语言，太极拳

可以冲破语言与文化差异的桎梏，在技术、理念、文化的

传播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传播“和谐”价值理念，以“美美与

共，天下大同”的和谐观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推动人

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内容载体（林

小美 等，2022）。

3.1.3 本土“桥联群体”太极拳个体认知的差异性　

太极拳历经千百年的传承、演变与发展，形成了众多

风格迥异的拳种和流派，而不同拳种流派间，即便是同样

名称的招式，也可能有着不同的习练风格和技术要领（宋

清华 等，2018；王晓燕 等，2014）。因此，虽然本土“桥联

群体”的太极拳“深度纹理”理论模型反映了他们内部的

共识性框架，但其内部也存在着个体间差异。诚如有学

者所谈到的“英国受众已经形成了针对太极拳谱系风格

认知的固定模式，如杨澄甫传承的杨式太极拳通常被认

为具有以健康为导向的风格，而武当太极拳则通常被认

为具有以武术技击为导向的风格”（马秀杰 等，2020）。造

成这种差异性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本土“桥联群体”内部

个体间知识和经验、兴趣与喜好、个性品质与人口学特征

的差异。例如有基础疾病或运动能力受限的习练者的首

要目标是通过太极拳获得健康，而身体无健康问题的人

群则更希望通过太极拳舒缓压力、放松心情。其二是桥

联群体内部不同的学习、习练经历差异。根据资料发现，

桥联群体学习太极拳的内容一般分为 2 个大类，一种是经

过现代化创编和改造的标准太极拳（如 24 式、48 式太极

拳）；另一种是以民间传播为主导，保留了较浓厚的传统

色彩和文化内容的传统太极拳。信息源差异导致了本土

“桥联群体”接触到了太极拳的不同侧面和阐释方式，使

他们在完成从受众至新兴传播者的历时性身份转变后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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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成了不同的“意义网络”和认知图式。

3.1.4 本土“桥联群体”太极拳认知特征的再审视　

通过英国本土“桥联群体”的太极拳“深度纹理”模型

可以发现：本土“桥联群体”文化图式下的太极拳认知既是

工具意识与结果导向的选择性认知，又是具有社会意识

与文化理解的整体性认知。不像我们惯常所认为的“西

方人并不能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一类片

面、消极的认识，“桥联群体”对太极拳的认知既包含外在

动作形式的主观认知，也包含工具理性思维主导下的功

能认知，还包含主我与客我积极互动引导下的文化认知。

实际上，本土“桥联群体”学拳、习拳与教拳的“自我

互动”与“人际互动”过程也是构建认知情境的过程。或

者说，他们在跨文化情境中所进行的一系列学习、教学、

传播的行为同时也是构建新的认知情境的行为，二者相

互影响以螺旋上升的轨迹逐步深化。这种“身体在场”的

认知方式营造出了一种具有“沉浸式”知觉体验的意义建

构空间，又因为太极拳“体悟”为核心的互动方式推动着

他们不断地将“太极拳”这一符号表意进行积极地自我再

创造，从而建构出了一张具有强烈互动型和关系型特征

的太极拳“意义网”。

总的来看，本土“桥联群体”太极拳认知的普遍性、深

刻性与差异性是他们对太极拳认知的“一体多面”，三者

均是群体成员对太极拳“深度纹理”共同想象的分享与互

动过程。也就是在这个“接收信息—解读信息—发送信

息”循环往复的过程当中，群体内部才形成了社群感与亲

密感，共同地建构起了具有一致性和凝聚力的修辞视野

和群体性共识，通过大量的交互过程逐步形成了由外在

形态至精神内核的逐渐深化的认知图式。

3.2 基于本土“桥联群体”太极拳“深度纹理”的理论思考

3.2.1 具身传播：“桥联群体”进行太极拳跨文化传播的实

践转向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人的运动系统和知觉等身体活动，

在塑成认知基本概念、空间关系以及时态过程中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张之沧 等，2014）。或者说，人对外部世

界的主观认识不能脱离有机体的物理性而单独产生，而

是在人与外部世界的动态耦合过程中由主体本身将外部

事物的身体感知与体验进行内化的解读与建构过程中产

生 的 。 依 据 太 极 拳 动 作 纹 理 的 编 码 内 容 发 现 ，“ 桥 联 群

体”对太极拳外在动作特质的认知主要由“动作美观”与

“易学易练”2 项副范畴构成。而 2 项副范畴均具有“具身

性”特质：动作美观是受众在观看和习练太极拳的具身体

验中所产生的格式塔审美愉悦；易学易练是受众亲身参

与 习 练 的 过 程 中 所 产 生 的 对 太 极 拳 动 作 特 征 的 主 观 评

价。本土“桥联群体”由受众到传播者的历时性身份转变

的过程中，无不是通过直接的身体参与而形成了自身的

太极拳认知框架，在不断的具身体验中建构起了太极拳

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深度纹理”，从而寻觅到外来文化与

本土受众的“意义共享”空间。

爱德华·霍尔（1990）认为，高情境文化传播中绝大部

分信息或存于物质情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而极少处

在清晰、被传递的编码讯息中；而低情境文化传播正好相

反，即将大量的信息置于清晰的编码中。这就造成了高

情境文化沟通多建立在群体共享经验之上，高度依赖情

境所提供的群体内共识性知识来传递深层含义；低情境

文化沟通则对情境的依赖程度较低，信息传递多靠直接

的语言或身体接触。而作为高情境文化产物的太极拳在

向欧美等低情境文化环境国家进行跨文化传播时，就会

出现当地受众对太极拳文化的“不见”或“偏见”，从而导

致了跨文化误估与跨文化曲解现象。作为“双重文化人”

的本土“桥联群体”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有着天然的优势，

他们可以将东西方文化图式同时内化于意识建构的动态

过程中，当他们对太极拳文化进行意义建构时，会主动且

自然地采用符合当地受众认知习惯的、跨文化冲突烈度

更低的信息传递方式，将更多的信息内容通过直接的身

体 参 与 和 直 白 的 语 言 传 递 给 受 众 群 体 ，以 面 对 面 、手 把

手、言传身教的太极拳交流教学使异文化地区受众产生

较为深刻的同一感和认同感，从而有效地克服传受方关

系中天然的紧张感。

综上，在未来的太极拳跨文化传播中有必要以具身认

知理论为指导，构建具身传播体系，从传播思维构建、传

播理念培养、教学方法挖掘 3 个方面入手，弥补“离身认

知”传播思维、“重心抑身”传播理念与“灌输式”教学方法

的不足（周惠新，2020），为跨文化受众提供由身及心的沉

浸式与参与式的身体体验。

3.2.2 模因适应：“桥联群体”进行太极拳跨文化传播的意

识转变　

模因论（memetics）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观点而提出的

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被定义为“能够通过模仿而

被复制的信息单位”（Blackmore，1999）。模因与基因都是

复制因子，均需要通过选择、复制与变异 3 个阶段来完成

进化过程，二者的区别在于模因依靠模仿，而基因依靠遗

传，模因通过模仿来传播，从一个宿主到另一个宿主的过

程，往往也会因宿主的主观意图或生存环境而出现变异

（Dawkins，1976）。或者说模因借助宿主发挥的主观能动

性，为模因添加了某些改良或创造因素，形成了模因的变

异（何自然 等，2014）。因此宿主是模因变异的重要促成

因素。基于此，在未来的太极拳跨文化传播中要加强对

模 因 宿 主 即 本 土“ 桥 联 群 体 ”在 跨 文 化 传 播 中 的 重 视 程

度，坚持官方与民间推广“两条腿”走路，为太极拳模因在

异国的生存、复制和传播提供坚实的动力。

模因能否成功传播的关键在于模因的变异是否能够

适应外部环境。太极拳“模因”同样也不例外，当它从一

43



《 体育科学 》 2022 年 （ 第 42 卷 ） 第 11 期

种生存环境转换到另一种生存环境时，模因自私的特性

不得不促使它努力地适应新环境以求生存，进而被新环

境中的新宿主所接受（黄婉童，2017）。依据太极拳的功

能纹理编码内容可以发现，“桥联群体”对太极拳的功能

认知是全面和具体的，既包含生理、心理健康与防身自卫

等方面的内容，也包含身份、文化认同与社会情感维系等

方面的内容。他们对太极拳健康功能的重视和其他社会

功能的开发均展现了作为模因宿主的“桥联群体”随地域

变迁、时代更替、受众演变而“变异”的强大适应能力。而

过去的武术国际推广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了武术“技

术”推广这种低附加值的“技术输出”，相对忽视了武术的

文化影响和健康服务的重要性（吕韶钧，2018）。

因此，在未来的太极拳跨文化传播中，应从新宿主的

本土“桥联群体”角度出发，主动转变“以我为主”和“技术

优先”的传播意识，发掘太极拳海外传播的“意义共享”路

径（黎在敏 等，2020），将受众群体予以分类并有针对性地

展现太极拳多元功能的不同侧面，打造以太极拳健身养

生为卖点，东方武术文化为核心的全方位、立体化传播机

制，讲好太极拳文化故事，展现太极拳健康价值，满足人

们精神文化与健身养生的共同追求，进而为推进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建设贡献力量。

3.2.3 文化间性：“桥联群体”进行太极拳跨文化传播的认

识基础　

尤尔根·哈贝马斯（2018b）指出，要实现交往行为的合

理化，必须要走向主体间性的对话、共识和理解。而太极

拳文化纹理所反映的本土“桥联群体”的太极拳历史与文

化的相关认知与中国人视域下的太极拳文化特质是基本

兼容的。这说明，“桥联群体”在太极拳跨文化实践中已

经认识到了扩展文化间性在跨文化认同中的重要性，他

们 不 仅 从 本 土 标 准 或 语 境 来 对 太 极 拳 文 化 进 行 意 义 解

读，也尝试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视角下理解、传播太

极拳文化，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加公正客观的

意义思辨与解读。

跨文化认同理论认为 ，不同文化间存在着复杂的联

系，这种联系既包含文化间的同一性与互补性，又包含差

异性与矛盾性，二者相互依赖，互为促进，一同为文化主体

性的确立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在跨文化认同中既要向

文化的独特性方向延伸，也要向文化的普遍性方向拓展。

在独特性方面，亚文化群体的特性与内容被不断吸纳与

整 合 ，文 化 认 同 对 内 变 得 更 加 多 元 与 宽 容 ；在 普 遍 性 方

面，其他文化的思想与习俗被引进和消化，文化认同对外

变得更加开放与友善。依据这一逻辑，戴晓东等（2010）

提出，文化间性的拓展与深化是跨文化认同的重要认识

基础。在跨文化场域中，交际者们需要正视文化差异，以

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开放心态和良性竞争来建构积极

的 文 化 身 份 ，从 而 不 断 扩 展 双 方 文 化 共 识 ，累 积 文 化 间

性，建构互惠互利的跨文化关系。而本土“桥联群体”为

太极拳“编织”的文化纹理内容使这一群体在跨文化传播

中摆脱了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有力地拓展与深化了东

西方文化共识，切实地削弱与缩减了二者的陌生感与距

离感，使太极拳逐步融入到了西方文化的话语体系中，为

太极拳的跨文化认同提供了非对抗性的沟通机制和立足

于开放观念与整合思维的文化间性场域。

4 太极拳的跨文化“在地化”传播实践启示 

太极拳的域外传播事业想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须大

力推进项目的本土化与在地化发展进程。而本土化与在

地化的核心就在于传播者群体的“本土化”，尤其是非华

裔 的 本 土 传 播 队 伍 。 依 据 皮 尔 斯 的 再 现 体（representa‐

men）、对象（object）、解释项（interpretant）的符号三元分类

法 ，“ 太 极 拳 ”如 何 被 理 性 和 正 确 认 知 的 关 键 在 于“ 解 释

项”，即信息的“接收端”如何理解。而太极拳作为一种异

域文化，其内含的符号价值与文本表意就需要通过本土

“桥联群体”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和新一轮的发送者在其文

化社群中的反复使用与互动，形成意义累积，积累起超越

一般比喻水平的深厚意义，从而促进太极拳符号的“象征

化”转变与“本土化”改造。

本土“桥联群体”作为“双重文化人”，能够在跨文化

传播实践中发挥重要的“桥接”作用，承担着东西方文化

“译介者”的角色。该群体关于太极拳意义网络的本土协

商和在地表达能够有效地缓解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紧

张关系，使对话双方超越文化偏向，回到“互惠性理解”。

通过本土“桥联群体”太极拳“深度纹理”的理论模型可以

发现，英国太极拳的“在地化”发展不仅仅是单一维度的

技术推广，更是一种多维度的文化调试、融通与再生产的

过程。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太极拳得以跨越文化冲突的

鸿沟，实现了异质文化的“在地化”发展。因此，在未来的

太极拳跨文化传播实践中要学习太极拳本土“桥联群体”

在面对异质文化时的开放观念与在地思维，借鉴他们“在

地化”传播的成功经验，从而真正实现太极拳跨文化传播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

4.1 由表及里，赏践同行：重视太极拳跨文化传播的具身

认知　

构建“身体在场”的传播情境。改变以往重视技艺传

授，相对忽视文化教育的弊端，在传播与教学实践中遵循

太极拳技能形成的一般规律，摒弃“突击式”的高强度，短

时间的速成学习，在身体练习体验过程中高度重视主体

认知、身体参与和环境协调的整体性原则，利用身体展示

及语言引导营造宽松和谐的课堂气氛和积极向上的课堂

环境，使受众在视觉、听觉、触觉及肢体运动等多感觉器

官的协调运作下体验、参与太极拳内化于主体具身认知

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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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身心融合”的互动方法。在传播理念与互动方

法的改善方面，尽量避免自我中心主义情节，积极主动地

收集受众反馈信息，使因东西方文化情境差异所造成的

单向传播等情况得到有效控制。通过引导受众的直接身

体参与，构建传播者与受众间的互动发展体系并产生良

性的，双向的传播反馈机制，提高传受双方的跨文化沟通

能力。

重视“身体经验”的教学实践。在太极拳跨文化传播

的教学实践中要避免采用“输入式”与“填鸭式”的知识传

授方式，而要在具身认知理论的指导下，将“体验”作为受

众习得太极拳技能的重要途径，通过鲜活的身体语言、细

腻的拆招喂招、和睦的师生关系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

性，使他们依靠主体自身的感知与体验来构建太极拳文

化的解释框架。

4.2 撷英拾萃，因势而进：开发太极拳跨文化传播的多元

功能

加强太极拳健康促进方面的科学研究。西方受众的

认知方式倾向于建立在“工具理性”和“科学量化”的思维

模式之上，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应加强太极拳健康促进方

面的科学研究。运用现代科学检测手段、医学原理，开展相

关实证研究，逐步揭示太极拳的深刻内涵与健康机理，提

升太极拳跨文化传播语境下的解释力，并加快成果转化，

用以指导练习者通过太极拳进行科学健身与运动康复。

充分发挥太极拳的教化育人与文化管理效用。太极

拳崇尚“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能够为处理个人与社会矛

盾提供一种“柔性”的处世哲学，在改善人际关系，维持社

会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García（2018）在过程社会学

中指出，体育等机构主要起到一种非有意却明显有效的

“管理”作用，体育的“文化管理”是通过教人们面对一个

“整体”或一个团体来做出反应。这为人注入一种“整齐

划一”或“从众”的行为教育力与价值观，而太极拳在西方

主流思想中被认为是一种非对抗性的、柔和的、集体的活

动形式，具备天然的教化育人功能。因此，在太极拳传播

实践中，传播者不仅要注重太极拳“术”的技能传授，也要

强化“德”的品质引导，实现太极拳形象的多维释义与功

能的多元开发。

4.3 推己及人，铢积寸累：促进太极拳跨文化传播的意识

转变　

由文化宣传至文化传播。在太极拳未来的跨文化传

播实践中要加快由文化宣传至文化传播的意识转变，摒

弃操纵或改变他文化地区受众文化价值观与态度的直接

动机，避免采取机械呆板、内外有别、说服意味浓厚的宣

传意识。而应以太极拳文化自身的感召力来吸引异域公

众，采用民族相对主义的观点进行文化互动，尽力缩减跨

文化交际者之间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陌生感与疏离感，

从 而 起 到 调 和 文 化 纷 争 ，扩 展 东 西 方 文 化 间 性 的 实 际

效用。

由文化认同至文化适应。太极拳跨文化传播的目标

并 非 是 要 实 现 在“ 他 文 化 ”国 家 与 地 区 的 身 份 认 同 与 强

化，而是要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对太极拳及其文化做合适

的阐释与解读，让太极拳所具备的文化特质能够被受众

发掘与加工，筛选出满足他们自身需求的文化内容，从而

完成太极拳的文化适应。因此，作为太极拳文化传播者

是否能够从异域地区受众的“他者”描述中完成自我文化

的身份认同才是检验传播效果的重要依据。

由文化他者至文化自觉。太极拳未来的跨文化传播

工作的关键是要增强其在世界文化圈的“存在感”与“在

场感”，在跨文化传播场域中以“文化自觉”意识取代“文

化他者”身份并依靠太极拳文化的内在品格与外显活力

彰显民族性格，增强文化自信，提高国际话语权。在太极

拳传播过程中既要避免孤芳自赏，亦要防止将自己文化

置于边缘境地。因此，要对蕴含深刻中国传统文化的太

极拳进行深度挖掘，并尝试将太极拳文化融入他文化地

区话语体系中，不断拓宽双方文化间性，使跨文化传播实

践更加顺畅。

5 结语 

本土“桥联群体”在太极拳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发挥了

重要的“本土化”改造作用，建构起了一套易被自身母文

化圈受众接受的意义网络，有效地削减了太极拳国际传

播中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水土不服”，使太极拳这一东

方 武 术 真 正 在“ 异 文 化 ”地 区 扎 根 发 展 ，成 为 具 有“ 国 际

性”的体育文化项目。因此，应秉着潜心求变的态度主动

吸纳本土“桥联群体”的太极拳传播经验，以“身体在场”

的具身认知为切入点构建太极拳国际传播的新格局，以

开发多元功能为突破口塑造太极拳健康养生与教化育人

的新形象，以转变传播意识为着眼点打造太极拳跨文化

传播的新路径，从而有效地提升太极拳跨文化传播效果，

促进中国文化走进去，扎下根，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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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ative Research on the Depth of Texture of Taiji Quan in Local 

Bridging Groups

LA Changxu1，ZHAO Bin1，MA Xiujie1， 2*

1. School of Wushu, Chengdu Sport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2. Chinese Guoshu Academy, Chengdu Sport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NVivo 12.0 Plus text processing software was used to conduct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method on the interview texts of 
the British local Taiji Quan propagators, namely bridging groups. After three rounds of coding,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depth of 
texture of Taiji Quan of the local bridging groups was construct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The depth of texture of Taiji Quan of 
the British local bridging groups is mainly composed of three main categories: action texture, functional texture and cultural texture, 
which influence each other and jointly constitute the interpretive frame of Taiji Quan of the British local bridging groups. 2) Taiji 
Quan action texture contains two sub-categories, namely beautiful movements and easy to learn and practice. 3) Taiji Quan function 
texture mainly consists of manifest functions and positive functions. 4) The main category of Taiji Quan cultural texture is composed 
of two sub-categories: historical cognition and philosophical cogni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ocal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Taiji Quan by the local bridging groups in the UK and the logical way in the practic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the future practice of Taiji Quan cross-cultural “localized” communication in China, such a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embodied cognition, developing multiple functions and promoting the change of consciousness.
Keywords: Taiji Quan; bridging group;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localization; depth textur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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