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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兴于欧洲的文化传播论十分重视文化传播在文化发展史上的作用。
这一理论对国内文化界有明显影响，并进入了传播学者的视野，出现了“传播是文化本质”的论断。
在文化传播学的视域里，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都存在文化传播的问题。
中国作为文化大国，其传统内容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如何传承与传播并造福于人类，是当前文化传
播学界面临的难题。
诉诸国内外的“文化遗产”政策保护后，仍然面临着传播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探索狭义文化传播的问题就具有现实的意义。
郭玉成博士撰写了博士后研究报告《武术传播与文化传承》，并最终形成了《中国武术传播论》，在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感到非常欣慰，并乐意把这一成果推荐给大家分享。
武术是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也是被世人公认为“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文化瑰宝。
我们常跟外国人打交道，感觉外界对中国的认识，几乎都是从长城与武术开始的。
在他们眼里，被称之为“中国功夫”的武术，简直就是神秘莫测、精妙绝伦。
中国武术是一个庞大的、自成体系的文化及体育系统。
据文献显示，国内已经得到认可的拳种就有120多个，各拳种又都自成特色，流派众多。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武术传播的要旨不仅在于武术的动作、技巧等，更要紧的是可将中国优秀的传
统文化传递到全世界，服务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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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种文化的兴衰往往依赖拥有这种文化的人数。
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在时间维度上的代代相传，在空间维度上的广泛传播，再次证明越是
民族的，则越是世界的。
    《中国武术传播论》正是本着这样的宏阔视野，对武术这一国术的现状和未来作了现实而深刻的阐
述。
    武术所承载的不仅是竞技，而且是商业、文化、教育和传统，所以，武术传播所展现出的，必然也
是全方位、立体化的传播图景。
这也是《中国武术传播论》所着力勾画的。
全书15章正对应于这样的思路：前4章致力于对基本理论的阐释，第4—10章则对武术传播分层解读，
最后4章集中于对武术传播进行宏观视野的反思和前瞻。
    本书结构完整系统，内容丰富翔实，对于武术研究者和管理者、传播学者都颇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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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玉成，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教育学博士，中国武术七段。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武术文化与传播理论。
现为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现主持和合作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项，国家体育总局课题2项。
曾主持和合作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等课题15项，发表论文30余篇，著有《武术传播引论》。
2008年荣获上海市科教党委系统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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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武术传播的文化要论一、武术文化的基本属性“文化”，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汇。
“文”与“化”并联使用，较早见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
。
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里，“天文”即天道自然规律；“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
关系。
“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确。
西汉以后，“文”与“化”合成一词，如“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设神理以
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选·补之诗》）
。
这里的“文化”，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
长期以来，人们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外延差异甚大，故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
独特的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称作“大文化”。
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共业”包
括众多领域，诸如认识的（语言、哲学、科学、教育）、规范的（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的（文
学、美术）、社会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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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是中国文化界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也是人文社会科学
界争论的焦点。
武术文化作为文化领域的一个分支，其传承与传播问题自竞技武术出现以来就成为武术学界人们争鸣
的问题之一，然而，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圆满的回答。
自2000年以来，我一直在关注此问题，并引入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展开研究，但一直缺乏新的突破。
感谢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各位老师为我提供的新的、更高的研究平台。
大师们的教诲和点化，不但坚定了我继续研究的信心，也使我的认识逐渐清晰。
“武术传播”的研究设想也从2000年懵懂起步，到2005年成为上海体育学院研究生招生方向，2006年
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而渐趋成熟。
学术的思考是艰辛的，学术探索中的新的发现又是令人欢欣的。
我能一直在武术文化与传播学理论中寻求真理，首先得益于导师刘海贵教授的教导与鼓励，是先生无
私的学术关怀与严谨的学术指导，使我在探索中不畏艰难，持之以恒。
流动站的专家们也是我学习和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支持，赵凯院长、童兵教授、张骏德教授、李良荣教
授、黄旦教授、孟建教授、黄瑚教授及张涛甫博士都曾过给我教诲与鞭策。
自入站伊始，他们的关心爱护以及榜样的力量都是我持续研究的动力。
在这样一个学术高峰、一个专家群的指导下，其获益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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