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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传统武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在构

建村落体育、塑造村落体育文化、维护村落秩序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村落传统武术的发展现状

并不乐观。 虽然对制约村落传统武术发展因素的研究

很多，但多关注于村落传统武术的自身结构和宏观文

化，而对基于村落内外环境的传统武术流变的深入研

究还不多。 本文通过对村落社会内外环境的阶段化变

化来阐释传统武术的流变，以探求传统武术流变的特

征及其功能的体现。

1 研究对象

新垵村位于福建省厦门市西北 10 公里处的海沧

“新阳工业区”内，面积 10 余平方公里，人口近 7 000

余人，目前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过程中。该村是有名的

侨乡，侨胞通过资金、文体交流等方式对新垵村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村是远近闻名的“武术之乡”，历

史上曾有 6 大武馆，习武风气浓厚，每到民俗节日，新

垵人都会组织大型的武术表演，如宋江阵等，场面颇

为壮观，而今新垵村的武术发展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

挑战。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了 2000 年-2011 年有关村落传统武术、农村

武术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并参考了新垵村的族谱、村志

和当地县志，以及有关闽南区域文化方面的书籍。
2．2 田野调查法

笔者在 2008 年 10 月-2011 年 3 月，累计 4 个月深

入到新垵村和高殿村进行广泛调研，对村落近期的政

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做了调查，并深入了解了村落

传统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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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访谈法

笔者多次与高校武术专家、福建省老武术家以及

村落老拳师进行了细致访谈，并与当地武术管理部门

的主管领导进行了沟通。

3 闽南侨乡村落传统武术流变历程简述

3．1 传统自在期（1949 年以前）
3．1．1 社会背景

（1）政治方面，在 1949 年以前，国家的政治权利并

没有实现直接对村落的管理，村落的政治权利基本分

属于乡绅阶层或宗族阶层，这种具有浓重乡土性的宗

法秩序使得村落在一个封闭、稳定、连续的社会中自在

的发展着。
（2）经济方面，在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叶，因侨汇

经济，使得新垵村出现了比较繁荣的“集镇化”现象，农

民生活水平较高。但随后因战乱影响，村落侨汇资金减

少，由此转入以农耕经济为主的时代，农民主要从事种

田、养殖、捕鱼等生产活动，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3）文化方面，传统的宗族文化浓厚，每个村落基

本都有庵或庙，村民通过信仰而聚集在一起，通过乡约

来维持村落秩序。与此同时，在战乱年代形成的习武风

气也已扎根于每个村民心中，他们把武术融入到信仰

祭祀、秩序维护中去，武术成为村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3．1．2 传统武术开展情况

（1）村落性活动：村落民俗性活动一般在每年的正

月到三月进行，包括保生大帝祭奠、送王船、王帮节、迎

香等，以武术形态体现的宋江阵则在民俗活动中进行

演练。宋江阵成为村落性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其总体特

征是：所需器材方面，均有大旗、斧、钯、刀、棍、剑等传

统武术兵器；表演人数上，整体要求最多 108 人，最少

64 人，表演者皆为男性；表演服装上，以民族色彩汉装

蓝色古军服为主；表演过程由旗手开场，再进行布阵、
演练，演练方式有多人对打及个人功夫展示；期间还有

舞狮子表演，最后再由旗手收场，整个场面气势磅礴。
宋江阵的演练不仅注重武艺的展示，更注重武德的弘

扬。 在表演过程中，如果遇到矛盾摩擦，均以锣声为警

收场，集中听从旗手和拳师指挥，做到以礼道合，以武

会友，促进团结。
（2）小群体活动：平日闲暇，大部分村民聚集在武

馆或拳师家中习武，练习过程一般是从基本功开始，再

逐步学习拳术、器械等，练到一定程度后就有了对练等

一些实战性的练习。除了在武馆学习外，部分练习者还

喜欢私下聚集在一起进行各种形式的能力比试。 武馆

还会组织学徒参加各种类型的武术比赛来为宗族争

光。 另外，在战乱期间，村子也曾组织武艺较高的青壮

年组成护村队，平日进行武术训练，白天和夜间进行巡

防，对当时社会治安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3）个体性活动：一些具有保守思想的老拳师，练

习武术一般都在私下进行，收受徒弟的条件也较为苛

刻，要求学生一般要有过人的天资和良好的人品。
3．1．3 活动的特点

村落性活动开展较为隆重，小群体性武术训练盛

行，个体性活动较为隐蔽；传统武术演练形式多样，多

与民间信仰相结合；传统武术因战乱环境而受重视，村

中习武风气浓厚，并且敬仰武术功夫高深的拳师，他们

把武术视为护村、安家、报国的工具，同时也通过武术

达到巩固宗族地位、展示宗族势力的目的。
3．2 调试期（1949 年至 1978 年）
3．2．1 社会背景

（1）政治方面，1949 年后，国家的政治权利逐步深

入到了村落，命令取缔乡绅阶层和宗教阶层的制度统

治，实现对村落的全面管理。 由此，一些宗法系统开始

瓦解，乡土性的民间潜在权利逐步消失。
（2）经济方面，1949 年后，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

侨胞对村落的资金支持被隔断，使得村落转为依靠农

耕经济维持生活。在政府的号召和努力下，村落进行了

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但因为村落土地相对不足，农民的

生活水平较低。
（3）文化方面，这段时期，文化改造趋于单一。最显

著的就是“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使得村子里的祠堂、
菩萨、神明等受到破坏，民俗活动也被迫停止，民俗文

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
3．2．2 传统武术开展情况

（1）村落性活动：1949 年到 1966 年，村落性的“送

王船”、“王帮节”等民俗活动依旧在开展，宋江阵的表

演在规模上有所减弱。宋江阵参与人数减少，参与民俗

活动表演的次数也不多，但表演形式上依旧按排阵、
布阵进行。虽然规模不如以前宏大，表演者依旧希望通

过宋江阵的演练达到体现宗族能力的功能，同时也希

望以这种形式来宣传传统武术。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村落大型的传统

祭祀节日被禁止，依附于民俗的宋江阵表演也被停止。
（2）小群体活动：由于经济生活水平不高以及政府

政策的限制，小群体武术活动开展受到一定限制，但是

并没有停止。 主要因为当时一些村干部也是习武爱好

者，他们不但没有强行执行政府的政策，反而私下支持

武术活动的开展。 平日这些习武者就聚集在拳师家中

习武，遇到检查，则把武术特征明显的器械藏起来，检

查组看到的则是一些钯、锄头等“劳动工具”，所以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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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武术活动在精神娱乐单一的环境下依旧“秘密”开

展。
（3）个体性活动：这段时期，个体性活动较难展开，

成人则十分隐秘地练习武术，儿童则主要是以游戏等

方式进行活动。
3．2．3 活动的特点

村落性传统武术表演被禁止，取而代之的是篮球、
拔河等运动，但组织次数和规模较少；小群体武术训练

得到保护，个体性武术依旧隐秘进行；村落民俗活动被

禁止，使得村落娱乐匮乏，农民精神生活单一、枯燥。
3．3 摸索发展期（1978 年至今）
3．3．1 社会背景

（1）政治方面，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出现了社会

结构的实质性变迁，官方的传统权威受到削弱，一些宗

族权威、宗法权威、富裕阶层开始分享村落政治权利，
他们与政府机构一同“管理”村落事务。

（2）经济方面，1989 年新垵所在的海沧区成立了

“海沧台商投资开发区”，随后又成立了“新阳工业区”，
许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和厦门岛内的各类企业陆续

进入了工业区，进而也改变了村民们的生产方式。 如

今，新垵的土地基本被征用于经济开发，新垵正处于城

镇化的高速发展期。
（3）文化方面，受改革开放的影响，民间文化得到

复兴，国外文化进入村落。
3．3．2 传统武术开展情况

（1）村落性活动：改革开放后，宋江阵又重新得到

开展，不过由于村民武术运动的人数减少、宋江阵长

时间停办等原因，宋江阵的规模并不大，参与宋江阵

演练的多以儿童和中老年人居多，青壮年较少。
（2）小群体活动：由于社会上娱乐活动的增多，以

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参与武术锻炼的人数大为减少，导

致村中武馆曾关闭一段时间。但后来，经武术爱好者的

筹划，新垵村停办 20 多年的武馆又重新开馆招收学

徒。 新垵的“新江武术馆”设在下堂庵戏台，有 600m2，
可同时容纳上百名学生习武。 目前，该馆有教练 6 人，
均是义务传授传统武术，经常参与训练学生有 20 人

左右。孩子训练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本功

阶段，主要为 9－12 岁孩子，这也是武馆练习最多的群

体。 第二阶段是全面训练阶段，学生年龄比较大。 第三

阶段为健体阶段。训练时间一般在周末，并且要求学生

必须在完成学习作业的情况下才能来练习武术，练习

时间大约 2 个小时，内容主要以传统武术为主。据统计

经他们培训的学生达 100 多人。在比赛方面，新江武术

馆自复馆以来，多次组织参加国内外的武术大赛，并取

得了优异成绩。

（3）个体性活动：个人专门练习武术的人数变得越

来越少，只有极少数老拳师会在自己家中练习；闲暇时

间占用个人较多的活动为看电视、棋牌活动等。
3．3．3 活动的特点

民俗武术活动逐步发展起来；武术在比赛和对外

交流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受众群体减少，传统武术

复兴面临一定困难；现代武术项目逐渐活跃起来。

4 村落社会与传统武术

4．1 宗族认同与武术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由于生活条件的艰辛以及动

荡的外界环境，个体为了抵御风险，一般都需要依附于

一个宗族，他们的这种宗族认同感都十分强烈。村落传

统武术具有培养宗族认同感的功能，村落传统武术是

一种文化的载体，蕴含着宗族形成过程的各种信仰和

理念，体现着一个宗族的文化特色。村落传统武术能够

把具有不同价值理念的个体聚集在一起，通过一定的

“武术规则”，暂时遮蔽那些不同的文化符号，只保留规

则允许的文化符号部分，这有助于促进个体对宗族文

化的了解，强化宗族文化认同，进而加深宗族凝聚力。
如村角武馆，本宗族的村民自幼在武馆接受拳师的训

练和教导，有着共同的宗族理念，日积月累后便把每个

个体融入到了一个集体当中，大家共同应对各种风险，
为本宗族的共同利益而服务。
4．2 村落秩序与武术

村落社会秩序的维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括村

落各势力的分化以及整合。 村落传统武术作为一种表

达形态，一方面能够反映村落社会的秩序状态，另一方

面也在积极构建这种流动化的秩序。村落的分化方面：
武术讲究师徒关系、功夫强弱等，这些是分化等级群体

的一种表现。 这种通过武术手段的等级分化是将隐藏

的强势经济、权威进行了合理的表面化操作，例如家庭

的富足、权威或许容易引来外界的仇视，而根植于富

裕、权威上的传统武术等级分化则能够获得一定程度

的认同， 因而传统武术在村落中划分等级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等级划分具有一定流动

性。
村落的整合方面：村落传统武术又起到一定的整

合作用。 在村落中，宗族是村落社会整合的集体，但分

散性的生活方式使得这种集体的关联度并不高，而开

展群体性的传统武术活动，能够把分散的个体以共同

的目的集合起来，有利于形成村落社会结构，化解日常

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从而把分化的等级又紧密的融合

在一起。通过对宋江阵老拳师的访谈得知，宗族中虽然

在日常生活中会产生各种利益摩擦，但是为了本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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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体利益，大家对宋江阵的演练都十分重视，能够齐

心协力。
4．3 文化认同与武术

在人类学领域，文化认同是指“个人自觉投入并归

属于某一文化群体的程度”或是“个人接受某一族群文

化所认可的态度与行为，并且不断将该文化之价值体

系与行为规范内化至心灵的过程”。 随着社会的转型，
村落在经历全球化的洗礼后价值体系出现了失衡，隐

藏于稳定背后的是各种个人利益的碰撞。 尤其是闽南

区域，伴随改革开放，总体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收入

差距却逐渐拉大，这就使得村落个体在文化认同上出

现了危机。村落传统武术有利于促进村落的文化认同，
首先，它产生并发展在村落，是村落人群所共有的文化

背景。其次，传统武术能够使不均衡的利益冲突维系在

统一的规则下，能够让更多的人群融入到这个体系中。
以宋江阵为例，它拥有大家所公认的文化内涵，并且它

流传了几百年而没有消失，这说明宋江阵具有文化凝

聚力，能够把个体整合在一起，达到文化认同的目的。

5 结语

依据村落内外环境的变迁，将新垵传统武术流变

分 为 传 统 自 在 期 （1949 年 以 前 ）、调 试 期 （1949 年 至

1978 年）和摸索发展期（1978 年至今）。 村落传统武术

的流变依附于村落的内外环境， 具有明显的弹性和韧

性特征，但多数表现为一种被动的适应。村落内环境是

武术流变的内隐因素，且与武术具有长期性和生活性

的紧密关系，对于武术的流变多表现为一种软环境的

渐变。 村落外环境是武术流变的外显因素，对于武术

的流变多表现为一种硬环境的速变，但这种影响受制

于软环境的潜在制约。
新垵村落社会与武术的突出关系主要体现在宗族

认同、秩序维护以及文化认同方面。宗族是武术发展的

推动力，也是武术发展的维护主体，宗族的分化与争斗

促进了武术的发展，武术则在排除多元文化意识的状

态下融合了村落个体。 秩序维护是社会得以良性发展

的基础，武术则以武术等级特征对村落进行了分化与

整合，以达到一种流动化的秩序维护。武术使具有不同

意识形态的个体定期在民俗日加以武术文化的强化和

认同，进而推动村落个体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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