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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武踪舞迹，舞武相益张力先生的力作《功夫片的秘密：动作导演艺术》是笔者目前见到的第一部以教
材体例撰写的武侠功夫片创作专著。
说到武侠，免不了联想到中国武术。
说到功夫片，免不了联想到从中国步入世界影坛的这一新片种的艺术渊源。
当然也免不了联想到两者相得益彰地从远古走来、冲出亚洲、迈向全球的发展踪迹。
“功夫片”也被称作“武打片”、“武侠片”或“武侠功夫片”。
回觅功夫片的远迹，举凡“象用兵时刺伐之舞”的武舞，扮装人按一定程式“对舞如击刺之状”的百
戏武打套子和武戏，以夸张手法表演超常武功功力的杂技武技等舞台表演艺术，都能在功夫片中看到
踪影。
将这些舞台武技表演艺术串联成“片”的故事，大多是华夏文献中精忠报国的疆场战事、仗义行侠的
江湖争斗、比试武功的擂台较量等武人习武、练武、用武和传武的情节，以及武人卫国、为民、“替
天行道”的侠义精神。
显然，若要探寻功夫片的渊源，能够直溯至中国文艺的源头，横涉及中国文艺的四周。
可以说，功夫片是综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表现武人、武术、武事的文学创作和艺术表现形式的结晶
。
在这一漫长的“结晶”历程中，功夫片及其渊源的各种艺术形式对完善武术技术体系、揭示武术文化
内涵和促进武术社会化发展，都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在完善武术技术体系方面，最为耀眼的是舞台表演艺术对武术套路运动形式的形成和完善的影响。
在明代，以戚继光、程冲斗为代表的武术家，借鉴舞台武技表演艺术中的程式化形式，在抛弃“戏局
套数”对营阵操练的影响、扬弃“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的“虚套”等前提下，编制成了“三十二
势长拳”和“成路刀法”等武术套路。
两位编者分别在《纪效新书》和《耕余剩技》中说明编制武术套路的目的，在于将“上下周全”、“
着着实用”的攻防技法，按照“势势相承”的规律编排成套，使习练者全面掌握和提高武术技法与技
能，达到“遇敌制胜”和“活动手足，惯勤肢体”的目的。
克服练时“有上而无下”或“有下而无上”的局限，避免用时“临敌掣肘”。
在揭示武术文化内涵方面，最值得称道的是文学创作和舞台表演艺术中塑造的武人形象，直观而生动
地展现了他们的精神境界。
武侠英豪“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民族英雄“精忠报国”，水
浒群英“替天行道”⋯⋯一个个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彰显了民族精神，完善了武德理念
。
发挥着规范武人言行，激励青少年为卫国为民而努力学习的教育作用。
在促进武术社会化发展方面，功夫片发挥了引人瞩目的宣传作用。
且不说海外众多武术爱好者，是因为看了功夫片才知道中国武术，走上习练武术之路的，就连国内中
小学校中，也有多达86.9%的学生是通过功夫片了解武术的。
（据2008年出版的《我国中小学武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研究》）在功夫片及其渊源的各种艺术形式取
材于武人、武事、武术，又反过来促进武术发展、彰显武事意义和武人精神的过程中，虽然出现了程
式化动作的相互融摄、民族精神和武德风采的相互融通等，但由于两者的目的不同，采用的方法也就
不同，在技术层面上始终是同源异流地发展着各自的体系。
作为功夫片表现对象的武术，起源于人类求生存、争生存的本能行为，形成于以攻防动作为素材、以
对应统一为技法、以提高攻防技能为目的的专门化整合过程。
在长达数千年的冷兵器时代，武术的主要价值始终体现为提高攻防技能。
依赖着这一主要价值衍生出的健身价值、文化教育价值等等，都离不开练习攻防动作和提高攻防技能
这一基本形式。
即使随着火器代替冷兵器的战场作用，练习武术的目的或说是武术的主要价值也随之“转型”为强健
身心后，其赖以实现价值的基础仍然是练习攻防动作和提高攻防技能这一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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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武舞、百戏武打套子和武戏等舞台武技表演艺术，摹拟武术动作作为舞的素材，加工成了舞台艺
术语言，用于表达一定的故事情节，塑造一定的人物形象。
一脉相承于古代舞台表演艺术的功夫片，虽然发展到了以“片”为舞台，武的场境得以随心所欲；以
现代科技强化舞美，武的能力得以无限夸张；以现代语境创新思维，武的故事得以妙趣横生，然而，
这些现代艺术手段，仍然没有脱离表演艺术的目的，都只是增加了功夫片的表现力，增强了功夫片的
娱乐性和观赏性。
或者说，被采纳为舞台表演艺术和功夫片的武术素材，已被加工成了舞台艺术语言，沿着表演艺术的
方向发展下去。
是否还保持素材原有的攻防因素和健身价值，已不再是必须遵循的标准。
目前，功夫片作为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影坛的一个新片种，引起了世界各国人们的青睐，也引来了各
地影人的仿效。
功夫片的秘密何在？
武术指导和动作导演应遵循哪些原理和掌握哪些方法？
不一而足的做好功夫片动作导演的问题，催生了这本《功夫片的秘密：动作导演艺术》。
此书由洪金宝、徐小明、元彬等香港资深功夫片导演推荐，也是艺坛后起之秀张力先生的三勤之作。
这个艺坛，是武艺和文艺汇聚一台的艺坛。
这里说的“三勤”，包括勤学、勤问、勤研。
张力11岁进入武校学习多种传统及竞技武术，求武期间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满18岁已在武校担
任助教。
随后，又考入南京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本科、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打下坚实的影视艺术理论基础。
近年来，这位后起之秀以武术与武侠影视文化为研究对象，在不断博采众长增益学问的同时，以独到
的见解写出数十篇学术文论，参与策划和编导了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五十集纪录片《中国武侠电影人
物志》。
在这本《功夫片的秘密：动作导演艺术》中，他以从文献学习和访问对象中获取的大量动作导演理论
和经验为素材，在回顾、总结和梳理、归纳的基础上，提炼出不少武术指导、动作导演的原理和方法
。
可以说，这本“三勤之作”，既是作者的研究成果，也是为功夫片的发展做出努力与奉献的广大编导
和演员的集体成果。
最后，感谢作者邀我作序，给了我一个表述管窥之见，向凭借文艺形式推动武术发展、弘扬民族文化
的贤达们表示敬意的机会。
康戈武2009年3月30日于北京（康戈武，中国武术九段、中国武术协会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
院研究员、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科研部原主任、国际武术联合会传统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将侠义精神存留后世中国武术能够发扬光大、扬威海外，功夫片所产生的宣传作用应记一功！
长久以来，功夫片为观众带来无限的观能满足，与此同时，亦将各门派武术的独有风格、文化特色、
侠义精神，以至历史发展，都一一呈现于观众眼前，所以功夫片可算是广大民众接触中国武术的一道
重要桥梁。
虽然功夫片与武术的发展结下不解之缘，而且对其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一直以来却缺乏有系统的功夫
片研究和深入的文字分析，未能让功夫片这门艺术得以进一步发展。
回想当年撰写硕士论文时，想找一些关于武术电影发展的参考资料也甚为艰难。
但很高兴近年国内终于有专家学者着手这方面的探索，而张力先生就是当中默默做出贡献的一人。
香港保存了不少武术的传统，功夫片在香港萌芽，香港称得上是发祥地，更是将其输往海外市场的门
户。
不同的导演创作出风格各异的功夫片，令香港的影坛更为璀璨，使观众目不暇给。
张力先生能看准这个特点，在《功夫片的秘密：动作导演艺术》一书中，对香港功夫片的发展进行透
彻分析和梳理，更就某些导演的风格进行剖析。
一直以来，将不同导演的个人风格与拍摄手法逐一进行剖析的著作可谓少之又少，张力先生此项工作
实在是填补了多年来的空白，为功夫武侠电影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性资料，对功夫片之持续发展必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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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极大裨益！
功夫电影强调侠义精神和家国观念，加上善恶分明，在社会上能产生正面的影响，可称得上是一种另
类教育。
历年来的武侠片创造出无数英雄人物，不少均成为年轻人所崇拜的偶像。
具有感染力的影片，能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影响力，故而分析功夫片的发展不单只是探究一门艺术，更
是对社会的文化与道德进行解构。
张力先生这本著作在不同层面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相信必定会为功夫片的发展写下光辉的一页，
并将侠义精神存留后世！
预祝《功夫片的秘密：动作导演艺术》出版后一纸风行！
徐小明2009年4月16日于香港（徐小明，中国著名功夫片导演、动作导演、监制，香港骄阳电影有限公
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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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千年中国武术与百年西方电影在中国交汇，诞生了享誉世界的武侠功夫电影，其核心部分“动作
导演”则集中体现了中国电影人的智慧，是中国电影对世界影坛独一无二的贡献！

　　武侠电影、功夫电影、动作电影的区别是什么？

　　八十多年中国武侠电影史的技术发展脉络是什么？

　　中国武侠功夫电影的核心秘密和创作原型是什么？

　　电影武术指导、动作导演的创作依据和方法是什么？

　　如何将剧本中的武功描写转化为银幕上的直观形象？

　　如何将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与精彩绝伦的银幕动作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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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历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动作设计获奖及提名名单
附录5：历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获奖及提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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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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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功夫片是世界影坛的一枝奇葩，是华人对世界电影的一大贡献。
功夫片把东方古老的武术文化和发源于西方的电影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创作出一部部不朽的经典。
从《火烧红莲寺》到《黄飞鸿》系列，从《少林寺》到《卧虎藏龙》，中国功夫片可谓源远流长。
功夫片建立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沃土之上，在中国得以充分的发展，并已初步形成自己独特的
风格。
2000年，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荣获第73届奥斯卡四项大奖，而其中的武打设计已被公认为电影重
头戏，在全球掀起了一股功夫片的高潮，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也随着功夫片传到了全世界。
“动作设计”是功夫片创作的灵魂，而“动作设计”的执行者“武术指导”、“动作导演”则是一部
功夫片成败的关键人物，这一职位也是华人电影对世界电影的贡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武术指导
”、“动作导演”参加外国电影的拍摄工作，把功夫片的元素带到世界各地，同时，他们也吸收了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优秀功夫元素，丰富了“动作设计”的内涵。
然而，“武术指导”、“动作导演”这些专门人才的培养，还是传统的“师傅带徒弟”模式，这严重
制约了功夫片的创新发展。
不少有志于功夫片创作的人才又不知如何入门。
张力老师撰写的《功夫片的秘密：动作导演艺术》一书，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部书对“武术指导”和“动作导演”这个行当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回顾了动作导演的源流，解析了
动作导演的基本原理，总结了动作导演的基本方法。
著名的动作演员、导演洪金宝认为这部书“可以作为一本入行必读教材研读”，给予了很高评价。
此外，书中还有对金牌影人的访谈，为我们学习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本书于2009年初版印刷，赢得了业界人士的好评。
我们在策划筹备“电影学院”丛书的过程中，发现了这部书对于中国功夫片未来发展的意义，因此邀
请张力先生重出此书。
张力先生欣然应允，并且对书稿进行了修订，增补了近几年新的研究成果，充实了这部书的内容，使
其更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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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功夫片的秘密》以从文献学习和访问对象中获取的大量动作导演理论和经历经验为素材，在回顾、
总结和梳理归纳的基础上，提炼出了武术指导、动作导演原理和方法，是笔者目前见到的第一部武侠
功夫片创作教程。
——康戈武：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武术协会秘书长《功夫片的秘密》第一次对武侠
功夫片的重要行当“动作导演”和“武术指导”进行了专门研究，总结了很多我们用血汗换来的经验
和方法，可以作为一本入行的必读教材，对提高“动作导演”的艺术地位，推动华语功夫片的整体创
新有帮助。
——洪金宝：著名动作演员、动作导演、导演武术指导和动作导演要在电影界占有一席之地，《功夫
片的秘密》这本书打开了武侠银幕上很多经典武打场面的内在秘密，将武侠功夫片幕后的神秘文化发
掘出来，能更好促进武术和电影的结合，让大家更深地了解中国武术文化。
——程小东：著名动作导演、导演张力先生这本著作在不同层面都具有相当参考价值，相信必定会为
功夫片谱下光辉的一页，并将侠义精神存留后世！
——徐小明：著名功夫片导演、武术指导中国武侠功夫电影源于内地，崛起于香港。
近年来内地的功夫片已经有了飞速发展，张力这本《功夫片的秘密》给内地以及港台的同行们做了一
次完整的总结，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功夫片，这是我们的骄傲。
——元奎：著名动作导演、导演看到张力这本《功夫片的秘密》，第一感觉是一种庆幸和喜悦。
在当前香港电影急需复兴的环境下，这本由内地“功夫片”作者写的功夫片教科书，让我们有一种“
相见恨晚”的感觉。
——元彬：著名动作导演、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执行会长武侠电影是国人创造的类型片，但其技法
一直自秘于行内，张力此书开门见山，“剪接”一章尤下功夫。
有志于武侠片创作的人，读之增益。
——徐皓峰：著名硬派武侠文学作家、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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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功夫片的秘密:动作导演艺术(修订版)》图文并茂、行文简洁，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武侠电影史上经典
影片的经典动作，归纳出了武侠电影的制作规律，还原了功夫电影的艺术本色。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功夫片的秘密>>

名人推荐

本书以从文献学习和访问对象中获取的大量动作导演理论和经历经验为素材，在回顾、总结和梳理归
纳的基础上，提炼出了武术指导、动作导演原理和方法，是笔者目前见到的第一部武侠功夫片创作教
程。
 ——康戈武：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武术协会秘书长 本书第一次对武侠功夫片的重
要行当“动作导演”和“武术指导”进行了专门研究，总结了很多我们用血汗换来的经验和方法，可
以作为一本入行的必读教材，对提高“动作导演”的艺术地位，推动华语功夫片的整体创新有帮助。
 ——洪金宝：著名动作演员、动作导演、导演 武术指导和动作导演要在电影界占有一席之地，本书
打开了武侠银幕上很多经典武打场面的内在秘密，将武侠功夫片幕后的神秘文化发掘出来，能更好促
进武术和电影的结合，让大家更深地了解中国武术文化。
 ——程小东：著名动作导演、导演 中国武侠功夫电影源于内地，崛起于香港。
近年来内地的功夫片已经有了飞速发展，张力这本书给内地以及港台的同行们做了一次完整的总结，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功夫片，这是我们的骄傲。
 ——元奎：著名动作导演、导演 看到张力这本书，第一感觉是一种庆幸和喜悦。
在当前香港电影急需复兴的环境下，这本由内地“功夫片”作者写的功夫片教科书，让我们有一种“
相见恨晚”的感觉。
 ——元彬：著各动作导演、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执行会长 张力先生这本著作在不同层面都具有相
当参考价值，相信必定会为功夫片谱下光辉的一页，并将侠义精神存留后世！
 ——徐小明：著名功夫片导演、武术指导 武侠电影是国人创造的类型片，但其技法一直自秘于行内
，张力此书开门见山，“剪接”一章尤下功夫。
有志于武侠片创作的人，读之增益。
 ——徐皓峰：著名硬派武侠文学作家、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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