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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合一：中国武术的艺术追求

李金龙　王刚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摘要：当我们对中国传统武术从艺术品产生的视角进行观照时，便会惊喜情景合一这一中国传统美学原则也体

现在了中国传统武术的艺术追求之中，具体表现为：理中之情与动中之景的合一、内之性情与外在动作表现的

合一、内在性情与外在模仿之景的合一、内在性情与外在自然之景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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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武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国传统文

化的诸多文化基因。中国传统文化的旨归在于求真、求善、

求美，中国传统武术亦然。从中国传统美学视角考量，传

统武术所具有的美学特征可谓见仁见智。但是，从“情景

合一”的视角观照中国传统武术特征的研究却难以见到。

从艺术品产生的角度来审视，情景合一的中国传统艺术创

造特征与中国传统武术之间有何关系？情景合一与形神合

一、内外合一、意境之间的区别何在？是否可以用情景合

一来概括中国传统武术的艺术追求特征？这些问题成为本

文的思考所在。

一、从艺术的视角看中国传统武术
学术界认为艺术的概念界定是个难题，不同时代艺术

具有不完全相同的含义，但共性的东西是存在的。按照现

代美学的观点，艺术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美国学者艾布

拉姆斯从艺术品的概念出发系统地说明了艺术这一总体概

念中各相关概念及其关系。他认为，“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

及四个因素，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在大体上对这

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

即艺术产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

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

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

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

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

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用的词来

表示，我们却不妨换成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世界。

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

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1] 目前我国美学界认为可

以把这个模式视为对艺术这个总概念的具体描述。

很久以来武学界就把中国传统武术作为艺术和审美对

象来看待，如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太极拳式名称的诗情画

意》[2]《传统美学范畴在武术中的体现》《武术美学的基

本表现特征》[3] 《武术套路运动的美学特征与艺术性》《象

形拳美学杂谈》[4] 等，其原因就在于她完全具备这样的要

素。又如陈王廷创编的太极拳现象，从艺术的角度看，陈

王廷就是作品的创造者，当然属于艺术家范畴；作品就是

他潜心琢磨创就的太极拳；太极拳这一作品反映出的是作

者对拳道与天道关系的深刻理解与认识，也反映着中国传

统武术当时的发展需要；作为陈王廷的徒子徒孙，甚至他

自己以及当代太极拳习练者、观摩者，无疑都是可以看作

是太极拳这一作品的欣赏者和接受者的。不仅中国人如此

看，外国人也会一眼就发现武术所具有的艺术性。《宇宙报》

称：“参加表演的运动员把一项体育运动变成了一种无可比

拟的艺术作品。”[5]

自从武术套路产生开始，在其以后的习练、授徒等活

动过程中，传统武术就开始走上了艺术追求的道路。理由

在于：任何一个武术套路的产生无不是创编者对拳道感悟、

发现、体认的结果和总结。套路来源于技击实践与生活，

技击实践与生活呼唤和考核着武术套路等产品的优劣，流

传 广的套路等武术形式皆为 接近道和规律的东西，也

是 接近艺术的本质—美的东西，因为此道是包含着真、

善、美的道。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人

总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只要是人类的一切带有

创造性的活动和产品都可以通过某种形式具有美学价值，

都含有审美成分，武术的套路、功法等创造性的成果当然

也不例外。

虽然武术的产生来源于技击搏斗的需要，但是它的发

展却越来越朝向艺术的追求。程大力认为，“中国武术，从

来存在一种将武术本身变成一种艺术，一种纯艺术，乃至放

弃技击术和体育的宗旨，一如艺术般自始至终完全追求审

美价值的倾向。”[6] 根据周伟良所著《中国武术史》的观点，

中国武术萌生于先秦时期。“尽管由于资料的匮乏，目前还

难以对先秦时期的各类武舞有更清晰的描述，但现有资料中

反映出的‘武’与‘舞’的结合却令人不容置疑。”[7] 这也

在说明着中国武术与艺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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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景合一原则在中国传统武术中的体现
情景合一作为一条重要的美学原则和命题，其意思是

说，好的艺术作品是“情”和“景”结合的产物。汤一介

认为，“中国的美学或文学艺术理论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

问，成为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大体上说应该在魏晋南北朝

时期，那时不仅有表现‘情景合一’的许多文学艺术作品，

而且已经有了‘情景合一’的理论表述。”这里的“情”和

“景”分别是什么意思呢？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气之

动物，物之感人，故摇动性情，形诸舞咏”。汤一介认为钟

嵘这段话可以说是“情景合一”思想之滥觞。这里所谓之

“情”是“性情”，所谓之“景”是指“物”。自宋以后，在

文学艺术方面讨论情景合一问题的越来越多。到了清初，

戏剧理论家李渔在《窥词管见》中说：“文贵高洁，诗尚清

真，况于词乎？作词之料，不过情景二字，非对眼前写景，

即据心上说情，说得情出，写得景明，即是好词！”此处

“景”是“眼前之景”，“情”应是心中的情感、情绪、心情

等。王夫之在《薑斋诗话》中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

离。”“情景一合，自得妙语”，“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

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在

王夫之看来，好的诗必定是情景合一的产物。王国维把美

学的“情景合一”论与“境界”论联系了起来，他说：“境

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为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

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无境界。”谢榛

说：“凡作诗要情景俱工，虽名家亦不易”[8]。

将情景合一这一美学原则和命题来审视作为艺术现象

的传统武术，无论是作为艺术品的武术功法或套路创作过

程，还是在其被后人无数次的演练过程中，上佳的表现都

体现了情景合一这一点，或者说这一点始终是创作者和演

练者的艺术追求目标。但是，与其他艺术不同的是，武术

中所要体现和结合的情更多地表现为人的性情和感情，诸

如镇定、勇猛、刚柔并济、自信、平静、淡定、飘逸、神

闲气爽等，而非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一时的情

绪和心情。而要结合的景则包括自然之物、人造之物和人

的身手、躯体、动作，以及想象中的对手、敌人和场景。

（一）理中之情与动中之景的合一
陈鑫在《陈氏太极拳图说》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一片

神行之谓景，景不离情，犹情之不离乎理也。心无妙趣打

拳，则打不出好景致。问何以打出好景致？始则循乎规矩，

间则化乎规矩，终则神乎规矩。在我打得天花乱坠，在人

自然拍案惊奇。里感有情，外感有景，真如天朗气清，惠

风和畅，阳春烟景，大块文章。处处则柳亸花娇，招招则

山明水秀。游人触目兴怀，诗家心弛神往。真好景致也。

拳景至此，可以观矣。”这里说到演练者和观赏者双方各自

的情景合一。在陈鑫那里演练者的情是妙趣，是对拳理规

矩的理解、体悟与玩味，演练者的景是其动作姿势、速度、

轨迹、节奏等表现形式及其变化。观赏者无论游人还是诗

家，他们是无意识地将其情与此景相融合一的。被动地合

一那就叫做产生共鸣，或触景生情。但对于演练者而言是

一种有意识地将其情与所制造之景合而为一的行动。否则

难以称得上是流动的视觉艺术！这样的作品自然也不在本

文所讨论的范围之列。

（二）内之性情与外在动作表现的合一
内之性情主要是指人的性格特点，人之性格分有坚强

懦弱、果断犹疑、刚烈柔和、稳重轻率等，而性格又有好

坏与优良之分。无论是内家拳还是外家拳，也无论是长拳、

南拳、太极拳还是刀、枪、剑、棍各种器械套路的演练，

无一不要求形神结合，正所谓“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

功”。这里之精神即指人的性情特点。在演练中对眼神有特

别高的种种要求，例如，眼法被认为是练功的“八法”之

一。“拳似流星眼似电”，似电之眼与似流星之拳表达的是

习武者的机灵、敏捷、雷厉风行！因此，拳家常说：“心一

动则眸子传之，莫之或爽”。拳谚中说到眼睛要求“当随主

要之后运行，不可旁观，旁视则神散，志亦不专”。定势时

要求“目前平视，光兼四射”。这种眼神表现的是气宇轩昂，

精神抖擞、大义凛然、意志坚定、忠贞不二。俗话说，“眼

睛是心灵的窗户”，戏曲表演艺术也格外强调“神在眉宇之

间”、“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并总结出了看、

见、瞧、观、瞥、瞟、藐、睨、盼、眺、瞪、瞅等眼法，

用以表现不同的心理活动和个性特征。武术的演练属于表

演艺术的范畴，当与戏剧等表演艺术有许多共同之处。

人的动作也被称做是表达语言的工具，所谓“身体语

言”、“肢体语言”。武术的表现主要靠动作，动作的丰富

性表达了丰富的个性和心理活动。武术练习讲究身正步稳，

势正招圆。拳法中言：“立身须中正安舒，支撑八面”，“气

势团聚，对称协调”。这样的身体姿势表现了人内在的平衡

协调，诚实可靠。在武术套路动作的结构编排和练习中，

充满了动与静、虚与实、刚与柔、快与慢、伸与缩、张与

弛、抑与扬、顿与挫、轻与重、起与伏、内与外、上与下、

正与偏等阴阳矛盾关系，要求表现的是对矛盾现象的理解

和处理方式。华拳技法理论要求一个动作要做到“方中距，

圆中规，目中绳，平衡均施，敛束相抱，左右顾盼，八面

供心”，这实际和做人的原则一致。通过不断地练习动作，

形成动作的习惯，从而影响到行为方式、行为习惯、思维

方式和性格特点。

（三）内在性情与外在模仿之景的合一
中国古人善于向大自然学习，“远取诸物，近取诸身”，

创造出了很多艺术形式和理论。中国传统武术中存在有大量

象形武术的内容和方法，猴拳、鹰爪拳、螳螂拳、蛇拳、鸭

形拳、醉拳等，在这些拳的创编过程中，被模仿物的动作与

其所表现的内在精气神等构成了景与人的精气神的结合。象

形拳的取象比类取决于人的价值选择。模仿物之形之景的同

时，要同时表达的是人自己的性格和情感追求。比如，猴拳

学习和表达的是猴的灵敏与机智；螳螂拳学习的是大敌当

前，临危不惧；鹰爪拳要学习和表现的是目光锐利，机警勇

猛；醉拳则表现的是形醉意不醉，人醉心不醉！

除了对实物形象的模仿外，武术练习时还可以通过形

象的比喻，即心造之景来进行模仿，如“动迅静定”、“动

如脱兔，静如处子”，“动如涛，静如岳”；“重如铁，轻如

叶”；“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剑法中的“单

凤展翅”，“仙人指路”；查拳的“灵猫戏尾团团转；少林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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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黑虎掏心”；通背拳的“猿猴舒背”；披挂拳的“野马

奔槽”；太极拳的“白鹤亮翅”等等。特别要指明的是，这

里与模仿之景的合一，不能理解为是对模仿之物外形的合

一，而是要与所模仿之物的内在的精气神相合一。正所谓

“境生象外”。对此，邱丕相先生说过：“象形拳是运用武术

技法结合人的醉态和动物的活动的艺术创造，在追求形似

和神似中不拘泥于自然主义的模仿。因为人毕竟是人。不

是所模仿对象的本身，有许多动作要离形得似，高于模仿

物。”[9] 如果做到了神似，那就会产生境界，或者说是一种

韵味。而中国艺术是 讲求韵味的。韵味在中国传统艺术

理论中又有“意”、“味”、“道”、“趣”、“神”、“境”、“气”、

“势”、“境界”等不同名称。但要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那

就是人所追求和欣赏的一种属于人的内在精神层面的东

西。情是属于人的，但是景中之情是人将自然人化的结果，

因此才会视草木万物皆有情，这也是中国人“天人合一”

思维方式产生的必然结果。这时的情情合一即是情景合一

的 佳状态，是艺术追求的 高境界。何谓“境界”？王

国维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为人心中之一境

界。”王国维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

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

出矣。”叶嘉莹对此解释说：“境界之产生，全赖吾人感受

之作用；境界之存在，全赖吾人感受之所及，因此，外在

世界在未经吾人感受之功能予以再现时，并不得称之为境

界。”[10] 书法理论亦有“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之说。皆

道出了同样道理。

说到万物皆有情的认识，人们认为服装颜色式样也是

能表达感情的。比如白色表示高洁，黑色代表庄重，红色

表示喜悦，绿色代表生机。短打扮感觉精干，细软长袖则

表示飘逸潇洒。在武术运动员比赛和表演动作时，对于服

装的选择也丝毫含糊不得。原因就是为了达到情景合一。 

（四）内在性情与外在自然之景的合一
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人之所乐为人之感

情，所乐者或山或水，则为景也。而乐的基础则在于两者

之间的一致性上。这也可看作是将山和水赋予了人的特性。

传统武术训练一般都要求训练场所“须择山林茂盛之地，

或奇观庄严之处，或房屋洁净之区。”八卦掌大师程廷华认

为，训练中“得天气之清者为之精，得地气之灵者为之灵。

二者皆得，方为神化之功。”[11] 除了与这样真实的自然之景

的合一外，在武术的演练中还要求演练者在想象中制造出

一种自然景象或客观环境。现代著名武术家蔡龙云就提倡

演练套路时要将自己“置于一个战斗的场合”。[12]

三、传统武术追求情景合一之因
产生传统武术追求情景合一的根本原因，笔者以为应

是武术发展的主客观需要。我国武术史学者研究认为，尽

管在原始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后期），人们的生产活动和

军事活动充满了格杀搏斗的武力活动内容，但这种武力活

动的形式还不能称之为“武术”，它只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

孕育的一个文化胚胎，武术的形成尚需要社会文化对它的

进一步滋养。只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武术活动才被称为

是武术的“初始形态”。此时期的武术已从原始社会的胚胎

期逐步萌生了出来，初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武术文化形

态。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武术活动除攻击功能外，还具有了

教育、娱乐等功能。而娱乐的需要则首先来自于统治阶级。

《汉书 · 刑法志》中记载：春秋之后，稍增讲武之礼，以为

戏乐，用相夸示，而秦更名为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

矣。[13] 这类“戏乐”并非一般的戏耍作乐之意，这却开启

了武术的艺术化之路。其二，武术的独立化发展，使得武

术活动成为了习武之人的生活方式和内容，又把这种生活

变成了艺术生活。而追求生活的艺术化可以说是中国人的

天性。陶行知就曾说艺术是中国人的宗教。程大力研究认

为，“东方中国，由于特殊的人文传统，导致了他们格外关

注人的身体、生命和生活。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艺

术与生活合而为一体。中国文化实在是一种审美文化、艺

术文化。”[14] 只要一摊上艺术，那这种活动本身就成为了乐

趣。这也是做人的乐趣和生活的乐趣。这也正是传统武术

枝繁叶茂、习武之人终身为之孜孜不倦的原因吧。

四、学武之人追求情景合一之法
当我们基本上明确了情景合一是传统武术的艺术追求

目标之后，要想成为真正的传统武术的继承者和创造者就

必然要寻求实现这一追求的方法。其实，方法只有一个，

“诗的功夫在诗外”。看看中国历史上的艺术大师的成长就

会明白这一点。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不仅仅是某一门类的艺

术家。他们同时是画家、诗人、书法家，又兼为政治家、

思想家或军事家等。齐白石以画著名，但他却不止一次说，

他诗为第一，字为第二，治印第三，画为第四。再看看创

拳的武术大师，他们往往都是文武皆能的人。创立大成拳

的王乡斋先生，于诗词歌赋均造诣很深，特别喜欢书画，

和国画大师李苦禅、徐燕荪是要好的朋友。就是一般的武

术家也都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画。例如，已故著名武术

前辈王子平先生，生前对书法颇有研究。当代武术大家万

籁声、何福生、蔡龙云、李文彬的书法都已具“神韵”。所

以，我们在武术艺术之途上要走的路就是：诗在诗外，画

在画外，拳在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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