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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探究国民性塑造的基础、国民性形成的特点，发掘少林文

化基因与国民性塑造的关系，从少林武术的功能出发探究国民性塑造。研究认为，从

人发展的未特定化、少林文化对人的发展作用来看，少林文化具有塑造良好国民性的

功能；少林武术的击技、认同、审美功能对国民性的塑造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利

于国人阳刚之气与国民意识的培养；少林武术塑造国民性可以通过少林武术标准化、

少林武术进校园以及少林武术软文化的传播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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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culture-health: Shaolin Wushu and Shaping National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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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asi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character shaping,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olin cultural gen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shaping, 

and explores national character shaping from the function of Shaolin Wushu.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on-specificity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role of Shaolin culture on human development, 

Shaolin culture has the function of shaping good national character; The striking skills, identity and aesthetic 

functions of Shaolin Wushu play a vital role in shaping the national character,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Chinese masculinity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Shaolin Wushu can shape the national character through the 

standardization of Shaolin Wushu, the entry of Shaolin Wushu into the campus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Shaolin 

Wushu sof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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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自我意识的

觉醒以及社会包容度的提升，“娘炮”“伪娘”开始在

移动社交软件中活跃起来。在耽改之风、“饭圈”乱象、

流量至上等不良现象的推波助澜下，“吃桃桃”的阴柔

之风开始盛行，“小鲜肉”几乎成为流行趣味，网红和

明星成为年轻人的偶像。这些玩味低俗的价值观与畸形

的审美充斥着网络空间，严重干扰了广大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造成了中国年轻一代的“阳刚之气”日渐式微，

引起了全社会对“性别气质”的讨论。我们必须清醒认

识到，男性“擦脂抹粉”“油头粉面”“搔首弄姿”“矫

揉造作”的审美倾向一旦流行，就会成为国民性塑造中

的一剂毒药，不仅严重扭曲了人格，而且有损国格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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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武术文化血液中所流淌的爱国主义精神、“武

德”、民族精神等传统特质与国民性里国民意识、国民

精神、国民人格追求的最高理想是对应的。爱国主义精神、

“武德”、民族精神和国民性都属于精神范畴，安邦靖世、

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正体现了国民性的自强自尊，

武僧们历来重视的“武德”则体现了国民性的与人为善、

宽容万物，民族精神则体现了国民性的入世进取、天人

合一和人文伦理。它们能够激励人心，在国民性塑造过

程中起主导作用。几者之间不是简简单单包含和被包含

的关系，而是相互融合和重叠的。

国民性是人格化的文化，它的形成离不开对社会和

个体起积极作用的思想观念、心理情感、文化传统等精

神文化因素。一个国家和民族想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的必备条件之一和充分准备就是以“民族性”为标志的

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充分利用少林武术在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中的优势，少林武术在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承

和时代变化中不断形成和发展国民意识、精神和人格，

为国民性培养创造有利条件。这种拥有独特特质的少林

文化在对国民性进行潜移默化渲染的同时，国民性也会

通过大众心理认同和行为来巩固少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

通过外化的行为方式去传播、传承少林文化。由此不难

得出，少林文化与国民性二者的特质是能够互相激发的，

少林武术国家情怀特质能够激发、塑造国民性，而国民

性的历史性、稳定性等特质使得少林文化能够在不断变

化的时代得以传播和传承。

2 少林武术功能与国民性塑造
2.1 少林武术的技击——防身功能与国民性塑造

少林武术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经历了数千年

的发展，不仅体现了古人对医学的认知，并在实践中不

断发展。少林武术经过漫长的历史检验，去其糟粕、取

其精华，传承的部分都是非常精华的部分，能最大限度

开发人体潜能，实为最合适的人体活动方式。少林寺的

武僧习武时，为了提升功力，对功夫里的每个动作都进

行了钻研，如《少林宗法》认为：“参贯禅机，超脱于

生死怖畏之域”为拳术之“极致所归”［4］。从这些记载

中可以看出，习武需要胆大心细，全身心投入其中，与

自然合为一体，才能练就上乘武功。

气候和文化是国民性形成的两个根本原因。具有宗教

性质的少林武术的技击—防身功能，可以通过身体锻炼磨

炼人的意志，使其面对困难不屈服、迎难而上，对人身心

健康、个性心理、意志品质及人格（国民性）的形成具有

深远的影响。习武者与非习武者的性格差别很明显：习武

者普遍比非习武者勇敢、自信、直爽、真诚、精力旺盛。

族气概。“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血性、

坚强、勇敢的国民气质以及有社会责任与担当的国民精

神，才是青少年应该具有的共性价值观。那么，应该如

何培养、塑造青少年的国民性呢？笔者以为，作为中华

传统优秀文化的少林武术，不仅能综合开发人的身体能

力，而且能够锻炼、培养人的精神意志品质，对于国民

性的塑造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基于少林武术文化特质的国民性塑造
国民性是“一个民族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

在国民身上的性格体现，并在思想意识、社会心理和行

为中以稳定形态表现出来，是国民意识、国民精神、国

民人格的总和”［1］。国民性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

程，其影响因素是复杂多样的，由于国民性具有历史性、

时代性、稳定性和变迁性等特点，导致国民性既具有继

承性，又具有发展性，并且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因

此得以流传。这种历史的积淀和现代的发展对国民性两

方面的塑造，离不开文化因素的影响。国民性的塑造与

文化息息相关，那么少林武术文化能对国民性的塑造产

生影响吗？少林武术文化塑造国民性的基础是什么呢？

“少林武术产生于中华先人的生存实践，它最终成型于

天下第一名刹的少林寺，是传统中国人生存实践的逼真

再现和真实表达，是各种技击搏斗技术的极好的总结，

也传达和彰显着武术文化价值层面和武德伦理层面等方

面的内容”［2］。

少林武术塑造国民性的基础是人的“未特定化”特性，

“未特定化”指的是人的存在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这

种状态表明人具有很大的可塑性。而少林武术作为优秀

的传统文化，可以从历史的沉淀和现代的发展两个方面，

来实现对人的双重塑造，促进人的发展。历代少林武僧

和俗家弟子及少林武术爱好者通过对各种武术技击方面

的训练，提高身体综合能力；少林武德中佛家禅宗思想。

佛家要求僧人们以慈悲为怀，忍耐和宽容是佛门必须具

有的品质和遵守的戒规，外向的训练方法不仅强化了习

武者的技击与防守能力，同时形塑习武者崇高的爱国主

义精神和见义勇为、救死扶伤正义的高尚品德，卫国拒

寇，为民除害。保家卫国的国家情怀是成为了少林僧人

的传统，从少林武术戒约的条款中，我们能看到少林武

术的国家情怀。少林寺僧正是接受了传统儒家的自由观：

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思想，才能在长期修养中不断提

升自我的生命境界、追求内在精神的充实与圆融，从而

投入到爱国主义行动之中［3］。正是因为少林武术有这样

的爱国精神，才被历代人推崇，并成为少林武术文化所

独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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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应该紧紧把握住：武术的技击—防身功能对人

的能力发展与延伸乃至更高层面上是其对人精神、意志、

品质的开发、培养和锻炼。国民掌握了一定少林武术，会

使身体素质更加出色，还会培养出果断、坚韧、自信、勇

敢等个性品质，为从事其他活动打开端口，带给人心理上

的自信，武技在身，不仅有保护自己和他人的能力，还可

以伸张正义，滋生社会正能量。可以说，少林武术这些优

良的特征为国民性的塑造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2.2 少林武术的民族认同功能与国民性塑造

国民性是人格化的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一个国

家的文化对国民性有重大影响，这也是国家和民族之间

相互区别的表现之一。少林武术能够增强民族认同功能，

对国民性形成有深远的、决定性的影响。少林武术可以

通过改变个人的意识空间来改变个体的选择指向，将其

强烈的民族认同功能附着在个体的意识当中，发挥了宗

教世俗化的社会功能，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国民性。

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赋予了少林武术民族文化寓

意，并成为中国民间的精神力量象征。随着中国文化和

世界的文化交流愈加频繁，以及现代媒体传播的快速发

展，少林武术文化已经成为一种代表中华文化的重要象

征，对民族认同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此外，随着武术

的国际化，国外爱好者与中国交流越来越多，各种武术

交流活动越来越多，少林武术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和体育

项目，是正义、正直、勇敢气节和爱国、利民的象征，

代表了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在国际交往中有特殊的政

治功能，同样能彰显出在民族认同的功能。

2.3 少林武术的审美功能与国民性塑造

人们总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从事着世代相传的各

类社会实践活动。所以，人们的审美意识无法摆脱历史、

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少林武术是在嵩山少林寺特定的

佛教文化环境中，在漫长发展史中由无数少林武僧发展

流传下来的一项宝贵的优秀中华文化遗产。少林武术的

发展包含佛教、禅教、道家、儒家等精髓，集百家之所长，

对少林武术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补充。因此从古至今，

少林武术在国人心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如今，

少林文化依旧通过少林影视作品、媒体、演出、武术教

育等方式潜移默化影响、塑造着国民的审美意识、个性

心理特征。

少林武术受佛教和禅宗文化的影响，因此少林武术

的最高境界则为禅通武达、禅武合一，只有沉心修炼才

能体会其中的悟道。少林武术的风格通常以“硬”为主，

动作简短有力，结构短小精悍，变化多端，一招一式之

间无不体现出少林武术的“寸劲”和“阳刚之气”。所以，

少林武术的阳刚与养气的功夫，对国民刚柔相济的人格

塑造是有极大影响的。

3 少林武术塑造国民性的策略
3.1 少林武术标准化与国民性的塑造

少林武术作为中华武术最具代表性的典范，是中华文

化的宝贵遗产，在漫长岁月中由中华民族无数武僧的心血

发展流传下来，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标准化既关系

着少林武术的继承与发展，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与复兴紧密相关。纵观少林武术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少

林武术在千百年的传习过程中形成了风格迥异、各具特色

的拳种体系。但从少林武术文化传播力来看，过于庞杂的

少林武术拳种体系不利于社会大众的普及与推广，严重制

约了少林武术的传播与发展。基于此，在当今社会的传播

少林武术，就急需建立一套适用于不同区域不同练习者使

用的少林武术标准化体系。目前，少林武术在继承中国传

统段位制的基础上，将少林武术标准化体系命名为少林武

术段品制，这既是对现代传统体育项目段位制的借鉴，又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在少林武术段品制的推广中，既要有针对专业人员

的品阶系列，又要有面向业余大众的段位系列，目的在

于让广大的少林武术爱好群体能够系统地学习和掌握少

林武术，让其自觉融入少林武术锻炼体系。另一方面，

少林武术段品制视觉识别系统作为少林武术的核心体系

之一，其设计要素来源于少林寺特有的文化背景，具有

少林武术段品制独特的文化意蕴，并且始终贯穿于少林

武术段品制的服装、腰带、徽章和证书等视觉设计应用

之中。比如腰带的设计，从视觉角度来看，鲜明的颜色

组合不仅能够识别习练者的少林武术水平等级，而且着

装整齐、美化服饰的视觉效果也能赋予练学者新的精气

神。从功能角度来看，一方面，佩戴腰带有利于运气和

发力，在运动中能有效保护练习者的腰腹；另一方面，

激励练习者向新的目标不断前进。所以，少林武术具有

一个民族国家强大的文化底蕴，其段位制以及视觉识别

系统的标准化，势必会在塑造国民性的同时，国民性也

会通过社会心理的认同和行为方式的外化来巩固少林武

术标准化的存在，并通过行为方式的外化使得少林武术

得以传播与继承。

3.2 少林武术进校园与青少年国民性培养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等部门印发的《武术产

业发展规划（2019—2025 年）》指出，推动“少林武术

进校园”是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促进青少年茁

壮成长的重要举措［5］。青少年正处于学习各种知识和技

能的最佳时期，当下一些青少年喜欢在闲暇时间与手机、

电脑为伴，因此形成了不良饮食习惯和不规律的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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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身心素质逐年下降，长而久之造成身体活动不足症

（Physical Inactivity）。少林武术作为优秀传统中华文化，

推动“少林武术进校园”让青少年学习少林武术，不仅

有助于青少年强身健体、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培育青少

年良好道德品质、顽强的意志力、爱国主义精神，以及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刚毅、勇敢、果断的阳刚

之气。因此，“少林武术进校园”与青少年国民性培养

有着密切的关系。

近年来，我国青少年体能素质指标持续下降。广大

青少年学生受武侠小说影响，对武术有着浓厚的兴趣。

从教育角度来看，少林武术教育在学校推广普及是非常

重要的形式，有效的德育教育形式对培养青少年国民性

起着重要的作用。少林武术教育不仅能培养青少年的爱

国主义情操和高尚品德，而且还能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与精神，“少林武术进校园”能为国民性塑造提供

有益的营养因子。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少林武术教育

在培养青少年国民性中发挥直接主导作用，必须处理好

“少林武术进校园该怎么做”和“如何在学校组织少林

武术教学的问题”，还需要把少林武术培养青少年国民

性的理念渗透到教学内容、课程大纲和培养方案等方面。

3.3 少林武术软文化传播与国民性塑造

软实力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力量，

而软文化归属于软实力的其中一部分，包括制度文化、

观念文化和行为文化，是一种“隐性文化”［6］。在现代

媒体的快速发展和传播下，少林武术已经成为代表中华

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象征。1982 年版《少林寺》等为代

表的功夫电影激起了全民的武术热，少林功夫、少林武

术再次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话题。因此，一方面，我们

要生产更多优秀的少林武术的电影作品，一方面要多制

作一些以少林功夫为代表的武术动漫，潜移默化影响下

一代，让孩子们能够接触到少林武术。作为动漫强国的

日本，拍出了系列的体育动漫，其动漫风格、发展模式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极具创新和吸引力。《功夫小子》

《棒球小子》《足球小将》等热血、激情、具有竞争性

的影视类型向儿童、青少年传达着日本所推崇的价值观

和意识形态。

基于此，少林武术软文化传播首先急需对国内动漫

类型进行调整以及增加少林武术等体育类型的动漫；其

次，利用现代媒体技术对少林武术软文化进行传播，在

世界文化交流中充分展示少林文化，树立中国的良好形

象，让世界对中国文化有更好的认识。因此，少林武术

软文化传播不仅能启发我们青少年深思中华传统文化中

美美与共的文化精神，帮助当代人在传统中找到文化归

属，而且也能激励青少年投身到习武和修心于一体的少

林武术活动中。

4 结语
少林寺是全世界武术爱好者心中敬仰的圣地，以其

独特的吸引力推动着少林武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对

国民性的形成具有直接作用。由于少林功夫具有武术实

战和禅宗修行的双重功能，其根本目的是培养人，是以

促进人身心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特殊活动。因

此，在新发展阶段，少林功夫技击、修行、健体、审美

和增进民族认同感的社会功应该得到进一步发展，渗透

到人们的生活锻炼当中。尤其是要在学校大力开展少林

武术教育，利用少林武术来“增强学生体质，提高运动

技能，塑造健全人格”，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儿童青

少年心灵深处，培育青少年良好的道德品质、坚韧不拔

的意志力、厚重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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