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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背景下武术文化国际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刘洪，戴国斌，岳涛，白俊亚4 
(上海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上海  200438) 

 
摘      要：2021 年刚刚兴起的“元宇宙”引发业界实践、学界讨论的热潮，也给武术发展带来

了新启迪。为挖掘元宇宙对于武术文化国际传播的潜能，运用文献资料法与逻辑分析法等，对元

宇宙概念、技术本质、应用情况以及元宇宙对武术文化国际传播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与价值

预判。从机遇来说，元宇宙将以其强大的信息技术集成能力为武术文化国际传播开辟新空间、提

供新手段及创造新主体。从挑战来说，作为利弊同在的元宇宙也可能为武术文化国际传播带来信

息安全、身体解构、身份模糊及伦理失序等诸多挑战。武术与元宇宙的融合发展，将有助于实现

武术文化国际传播的愿景，更好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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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Wushu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Meta-universe 

LIU Hong，DAI Guobin，YUE Tao，BAI Junya 
(School of Martial Arts，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 

 
Abstract: The "Meta-universe" that just emerged in 2021 has triggered a boom of practice and academic discussion, 

and also brought new enlighten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In order to tap the potential of meta-universe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Wushu culture,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logic analysis,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oncept of the Meta-universe,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the main application,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Wushu culture and interprets the value of the Mete-unive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pportunity, the meta-universe can open up a new space, offer a new way and create new 

subjects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Wushu culture with its powerfu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cap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llenge, the "Meta-universe", which has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brings information security, physical deconstruction, identity ambiguity, ethical disorder and other 

challenges to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Wushu culture.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ushu and 

Meta-universe will help realize the communication vis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Wushu culture and 

better 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us. 

Keywords: Wushu culture；Meta-universe；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收稿日期：2022-07-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4ATY0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2YJA890009)。 
作者简介：刘洪(1981-)，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武术文化与社会。E-mail：284534159@qq.com  通信作者：戴国斌 

武术文化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但如何走

向世界，却面临着许多难题。2021 年兴起的元宇宙技

术，通过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信

息新技术，既可以实现将现实世界映射到虚拟空间中，

也可以将虚拟主体投射进入现实世界，具有超越现实、

跨越时空等功能，为武术文化国际传播提供新思路。

从元宇宙的概念及其技术本质出发，初步探讨元宇宙

可能给武术文化走向世界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藉此探

讨武术“元宇宙化”融合发展，助力武术创新性发展

与创造性转化，实现新时代“武术文化，人类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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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更好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1  元宇宙的概念、本质及应用 
2021 年元宇宙的兴起，主要由美国 Roblox 游戏

公司以“元宇宙”包装上市后股价大涨所引发[1]，然后

世界著名的 Facebook 公司，突然宣布将公司名称改为

“meta”[2]，一时让人大为震惊，加之媒体与资本的推

波助澜以及产学研各界的广泛关注，而迅速将元宇宙

“捧红”。 

1.1  元宇宙的由来及概念内涵 

元宇宙追溯起来，主要与以下方面密切相关：科

幻小说、科幻电影、电子游戏、哲学理念。首先，

早催生元宇宙的是科幻小说。尼尔•斯蒂芬森[3]的《雪

崩》首次提出了“Metaverse”这个新词。其次，催生

元宇宙的则是科幻电影。其中《头号玩家》这部电影

特别出名，它对元宇宙的产生有重要催化作用。再次，

电子游戏如《我的世界》《堡垒之夜》等则从丰富人类

想象力与创造力的高度对元宇宙的提出做铺垫。 后，

哲学对元宇宙的提出也功不可没，人们从中国语境“天

地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4]出发，将“Metaverse”

对译为“元宇宙”。 

元宇宙究竟是什么？目前，业界与学界尚无定论。

综合现有研究，大致形成“真实与虚拟、身与心”两

大类不同的界定。在其真实与虚拟的界定，元宇宙既

是“虚拟世界的升级及高度发达的虚拟社会系统”[5]，

也是“一个融合物理和数字的虚实空间”[6]。在其身与

心界定中，元宇宙既是“赛博格身体”的升级[7]，也是

“场景时代”到“心世界”的过渡媒介[8]，还是“身宇

宙”与“心宇宙”的虚实结合[9]。总之，元宇宙既是外

在的真实与虚拟，也是内在于主体身心的虚与实，还

是由主体出发由内而外的真实与虚拟的结合。 

1.2  元宇宙的技术本质 

就技术而言，元宇宙并非传统意义上单纯的新技

术与单一技术，它是现有各种技术的组合和升级，是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扩展现实

等各种信息新技术的综合集成[10]。互联网移动化、手

机智能化、信息数据化、现实虚拟化等各类新技术轮

番上场，各自对信息社会作出其贡献。如互联网移动

化使信息利用更加便捷[11]、手机智能化使网络社交与

智能终端得以普及[12]、区块链的去中心化让数据有可

信的基础[13]、现实虚拟化形成虚实世界共融局面[14]等。

其后整合其功能，使之映射出所处世界的多维图景，

即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如何将这些各自为政的信息新

技术整合成一个统一体，成为“元宇宙”致力于实现

的目标。或者说，单一的技术只是从各个侧面“盲人

摸象式”认识信息社会，而技术的综合集成则提供全

面认识未来社会的全息技术图景。基于此，人们提出

综合集成的技术总纲领。可见，元宇宙的技术本质是

各种信息技术的综合集成[15]。 

1.3  元宇宙的主要应用 

2021 年兴起的元宇宙，还处于构想的萌芽阶段。

其现状是既有游戏、工业制造等业界的实践探索，也

有学界对教育、体育元宇宙应用场景及前景的探讨与

展望。首先， 为大家熟知的是其在游戏领域的元宇

宙应用中，让玩家在脑机接口技术下，实现虚拟与真

实的无缝连接、自由切换，不仅增强沉浸体验，而且

也体现了元宇宙 吸引人的地方[16]。其次，在制造业

对元宇宙技术的运用中，它们利用元宇宙模拟出完整

的工厂模型，让遍布网络中的专家、工程师在虚拟环

境中协作，以此进行一系列设计、优化、模拟等复杂

工作而生产出新产品[17]。再次，在体育领域对元宇宙

应用的展望中，元宇宙可以赋能于体育教学[18]、体育

赛事[19]、体育传播[20]等整个“体育元宇宙化”创新路

径中。 后，在教育、传媒等领域对元宇宙前景的讨

论中，元宇宙可以其富有工具性的技术手段形成“教

育元宇宙”[21]“元宇宙+传媒”[22]等诸多应用。 

 

2  元宇宙之于武术文化国际传播的机遇 
在业界的实践、学界的讨论中，元宇宙成为人们

谋划各行各业新发展的一个热词。作为中国文化走出

去的先锋与代表的武术[23]，其文化的国际传播继功夫

电影、武术文化展演、太极拳健身国际化之后，在元

宇宙技术集成所形成的“新空间、新手段、新主体”

的综合赋能下，可能又会迎来一次新的机遇。 

2.1  元宇宙可为武术文化国际传播开拓新空间 

文化传播是武术传播的核心，文化传播需有特定

的载体和空间作为保障。那么，如何进一步拓展武术

文化传播载体和空间、不断提高武术文化传承效果，

作为综合运用媒介技术而集成信息的元宇宙，既可推

进武术文化审美意境传播的视觉化空间、武术运动风

格传播的沉浸式空间的新建设，也可促进武术文化传

播虚实互动化空间的新发展。 

首先，元宇宙通过其“描绘想像”的特性可促进

武术审美意境视觉化新空间的建设。武术蕴含很多“难

以言说”的默化技艺，可其意境、审美情趣又是武术

文化传承传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此，传统武术

人以身体知识“即象感身”[24]的方式缓减“难以言说”

的传承传播困境。但这种“只可意会”的传承传播方式

终究影响武术文化国际传播效果。而元宇宙的“描绘想

象”技术有可能打破这一僵局，一切皆可数据化的元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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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可为描绘武术文化的审美意境提供技术的可能性。 

元宇宙的“描绘想象”技术，凭借强大的大数据、

智能算法、扩展技术(VR/AR/MR)等综合集成技术，可

将武术文化的精神世界数据化，使原本看似空洞、好

像无关文化传播现实的文化意象在视觉化、技术化之

后，让武术身体动作描绘变成“可观、可感、可测、

可控”的变量，促进受众的具身体验，推进以身体为原

点，实现人与万物交融互通的后人类审美形态的建设。 

其次，元宇宙通过其“沉浸体验”的特性可推进

武术拳种运动风格体感化新空间的建设。外表看不同

动作方式的武术拳种，其背后是不同的文化想象与身

心体验。因此，如何利用元宇宙“沉浸体验”特性进

一步深化拳种体验是武术文化国际传播的新机遇。 

在元宇宙时代，可借助“沉浸体验”的 VR、AR、

MR、XR 技术细致描绘不同拳种的武术文化想象。例

如，VR 虚拟现实或 AR 增强现实技术，有可能提供武

术锻炼者关于八卦掌和风细雨、八极拳山崩地裂、太

极拳轻盈虚空等不同拳种运动风格体验的可交互三维

环境，由此促进武术锻炼者对不同拳种运动风格的体

验；MR 的混合现实技术有可能将不同拳种运动风格

的虚拟环境引入现实场景，由此指导武术锻炼者的身

体动作；XR 的扩展虚拟现实技术有可能模糊虚实世

界的边界，实现武术锻炼者的视觉、听觉、触觉、嗅

觉的统一，由此将过去单一“视觉盛宴”转变为多感

觉通道齐头并进的具身“沉浸体验”。 

后，元宇宙通过其“空间拓展”的特性可启动

武术文化国际传播虚实相融化新空间的建设。基于人

际传播的武术文化传承，积累了丰富的师徒传承经验。

但是，作为人之延伸的媒介[25]，元宇宙以其移动互联

网、孪生数字技术实现“千里眼”“顺风耳”等物理空

间的新拓展，以时空管理技术实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

界的同步性，突破时空与感官限制之优势，由此可为

远程在线、视频教学的武术文化国际传播传统模式带

来变革，开启虚实相融化新空间的发展之路径，扩大

武术文化国际传播的传播面、提高武术文化国际传播

的传播效益。 

元宇宙对武术传播的拓展还可作以下探讨。一方

面，可发挥元宇宙突破时空与感官限制技术优势。既

可将武术师父转化成虚拟人，以投射方式将武术师父

一个“真身”投射出万千“分身”，将天各一方的师徒

共聚一堂；也可借助相应人体端点穿戴设备的辅助，

将远在天边的师父可以近在眼前的方式“手把手”进

行无人化的远程教学。另一方面，可在元宇宙虚拟世

界与虚实世界同步性的技术空间中，借助技术融合形

成一种镜像的人造世界[26]。主要手段有：通过 3D 建模、

数字孪生实现武术名家“数字人”的物理呈现，还原

武术名家的武术风采，创建“李小龙功夫学院”“蔡龙

云武术讲坛”等“魔力化”武术文化传承新空间，为

全球武术爱好者“师从”往昔武术名家，打通“穿越

时间的隧道”。 

2.2  元宇宙可为武术文化国际传播提供新手段 

当下，制约武术文化传播的瓶颈是其“客观性、

普及性、精彩性”等问题[27]。作为将人体感知技术与

虚拟技术结合，让人身心融入、沉浸其中的元宇宙，

既可为元宇宙数据化技术建构客观性，也可借元宇宙

仿真化技术提高其精彩性，还可为元宇宙在线化技术

促进其普及性。 

首先，利用元宇宙数据化技术奠定武术文化国际

传播的客观化数据库。在武术国际化发展中，武术评

价的“客观化”标尺，是不同国籍、人种、信仰、文

化背景的武术人能公平竞争并脱颖而出的基本保障。

元宇宙的智能感知和数据化技术，可为竞技武术“客

观化”这一难题的解决带来新希望。一方面，在推进

武术动作数据化认知方式的建设中，既要将武术动作

的规范性、标准化转化为数据，奠定动作质量客观性

评价的基础；又要利用 新边缘计算、脑机接口等技

术路径将不同水平的动作效果进行数据化处理，建构

不同运动水平、不同动作方式与效果的数据系统；还

要将武术动作规格、动作质量、演练水平等主观化评

判的隐性因素转变“可观、可感、可测、可控”的显

性数据。另一方面，在云雾计算、边缘计算等数据化

技术赋能下，以现场测量数据的基于大数据分析与评

估，既可突破竞技武术裁判员、武术教学训练中教师

人工眼力与经验的局限，又能借此升级“影像回放”

的“粗估细评”传统方式。总之，元宇宙所提供的空

间，犹如拥有“上帝视角”，可作全景、全程、全维的

评价。这样，元宇宙技术不仅可以消除不必要的人事

干扰，而且也有利于建构武术竞技的“客观化数据库”，

并在无数次的竞技运行中，自动筛选出 接近“完美”

的数据模型“楷模”，发现隐藏其中的规律。 

其次，利用元宇宙的模拟仿真技术强化武术文化

国际传播的精彩呈现方式。武术文化国际传播面对的

现实困境是“套路难度不如体操、跳水、杂技，优美

不如花样滑冰，再加之动作雷同、风格单一易生审美

疲劳；以及散打的独特性不够、特点不突出，与其他

民族国家的格斗项目区别不大”[28]。在元宇宙背景下，

综合运用 VR 体验性、AR 趣味性、MR 交互性等 新

应用的扩展现实及交互融合技术，可为武术文化国际传

播中丰富武术锻炼者的精彩性体验提供新的可能性。 

一可运用 VR 体验性，通过进入虚拟的视觉空间



 
第 2 期 刘洪，等：元宇宙背景下武术文化国际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31  

 

或游戏空间，让武术爱好者具身体验李小龙“李三腿、

双节棍、勾漏手”等绝技、领悟太极拳云手动作背后

所蕴含的“云者，流畅、轻盈、神奇”的中国文化内

涵，增添中国武术文化国际传播的沉浸体验。二可运

用 AR 趣味性，以“增强现实”为主旨，通过将不同

的真实武术场景如自然场景武当山、人文场景武术擂

台等输入仿真的虚拟空间，让 AR 体验者真实感受那

种身临其境、豪气干云的观赏体验，提高中国武术文

化国际传播的精彩呈现。三可运用 MR 交互性，在建

模与脑机接口技术下，充分发挥受众主观能动性，创

造性进行各种拳种学习、武术场景设计、拳种创造与

展示等，甚至还可以戴上具有传感器的拳套，进入“元

宇宙”与新主体做高度精彩而不受伤害的文明格斗，

增强中国武术文化国际传播的感染力与吸引力。 

后，利用元宇宙的在线化技术打开武术文化国

际传播普及性工作的新局面。目前，武术文化传播因

现实传播局限呈现出“竞技武术‘一花独艳’[29]，传

统武术‘集体失语’[30]，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国际普

及率低[31]”等问题，元宇宙可为武术文化国际传播带

来新空间、新方式。一方面，可利用元宇宙虚实空间

链接与融合的思路，及其从单维的物理空间拓展到兼

具“物理空间、社会空间、赛博空间、思维空间”新场

域的发展趋势[32]，不断拓展武术文化国际传播的新空

间、新阵地，力争使武术文化国际传播在多维元宇宙

空间里，以不同的姿态和“步伐”走出去。另一方面，

在移动互联网武术传播的基础上，可利用 新的物联

网、时空管理、虚实连接等一系列“数据化、在线化”

交互融合传播新方式，创建武术文化国际传播元宇宙

化发展新模式，通过控制各种变量观察不同地区、不

同对象武术文化国际化传播的变化轨迹，以一系列计

算发掘武术文化国际化传播规律、预测武术文化国际

化传播发展趋势。 

2.3  元宇宙可为武术文化国际传播创造新主体 

依靠师徒人际传播的传统武术，在其历史发展中

因其师徒的双主体，在强化传承的坚实性基础时，也

以“法不传六耳”习惯影响大众化传播的需要。元宇

宙虚拟数字人身份建模技术，不仅可以拓展原先更多

为师徒的现实性主体之局限，而且还可以“数据人、

原生人、机器人”的新主体[33]丰富武术文化国际传播

的传播主体，并以丰富而多元的新主体提高武术国际

传播效率。 

首先，利用元宇宙数字人技术突破“灵肉人”师

徒主体武术文化传播的局限性。武术现代化由师徒制

向师生制变革，其背后还有教育方式由小班化向大班

化的转型发展。武术现代化传播的大班化教学，在提

高文化传播面的同时也因教师辅导次数的减少而降低

传播效率。元宇宙将现实生物性的“灵肉人”通过数

字化计算与建模技术映射为“数字人”，不仅可在一定

程度解决武术现代传播大班化教学带来的问题，而且还

能为世界各地武术爱好者同步性学习带来新可能性。

一方面，在“灵肉人”师父的基础上，可利用元宇宙

将现实师父进行数字化的技术处理，建设武术文化国

际化传播的新格局。既可将现实师父以“数字人”“分

身”的方式在世界各地同时开展武术教学，以缓解武

术文化国际化传播中师父主体的供不应求现状；也可

以现实师父“数字人”的拟真技术以及虚实时空一致

性管理技术，将武术师父的教学特征同质化出现在世

界各地元宇宙教学的虚拟场景之中，对不同天资的武

术爱好者实施个性化指导。另一方面，在“灵肉人”

徒弟的基础上，利用元宇宙将现实徒弟做数字化处理，

既能以大数据与特定武术爱好者的身体结构、力量、

风格等体能进行契合度比较，为徒弟筛选 合适的武

术拳种、量身定制 恰当的教学内容和训练方式，技

术化实现因材施教；也可让武术爱好者同时接受不同

数字化师父的指导，并在不同指导效果中遴选 优方

案，力争实现事半而功倍的武术学习与锻炼效果。总

之，因元宇宙数据化技术处理的虚拟人同样具有现实

武术师徒的思想与行为特征，故而极有可能成为武术

文化国际传播新的替身与主体。 

其次，元宇宙以数字孪生拟人技术构建而成的原

生人技术，既可突破以“灵肉人”徒弟作为武术文化

传承对象的局限性，也可将中国文化传承传播的理想

在技术的助力下进行现实化呈现。一方面，可像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上虚拟气象主播“冯小殊”的技术应用

一样，利用史料与音像资料技术还原武术历史名人的

面容、表情、肢体动作、声音，将武术历史名人变得

实在而又可感可触，并在武术轶事与传说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武术名人文化传播的效应。另一方面，可

利用数字孪生拟人技术，将李小龙、蔡龙云等武术名

家“复活”于元宇宙，通过其性格、情感、经历乃至

武术风格的数据与大师级人物的“机器人建模”，重塑

武术爱好者的武术人格， 大化地发挥武术名家的传

承传播效果与价值，并将“继往圣之绝学”的理想在元

宇宙技术手段帮助下转化为现实。 

后，利用元宇宙机器人技术突破“灵肉人”师

徒主体武术文化传承的局限性。武术文化传承既需百

日筑基的换劲阶段，也有“易筋，易骨，易髓”的脱

胎换骨之变。这种牢固建立在徒弟具身性变化基础之

上的武术文化传播，在“流动起来”的现代性面前，

无法满足武术爱好者天天向上的期待。元宇宙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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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技术能以“近在眼前、伸手可触”的武术学习时，

强化武术爱好者的传承之旅。一方面，可像清华大学

校园内，如正常学生一样自由活动的仿真机器人华智

冰[34]那样，以仿真机器人为全世界武术爱好者设立武

术学习的榜样，并以这个仿真机器人扮演传统武术文

化传承的“大师兄”角色，协助武术师傅更为具体指

导世界各地武术爱好者的武术学习与锻炼。另一方面，

在智能场馆、穿戴设备基础上，可像北京大学王韬团

队研发的 4 款实体智能机器人那样[35]，以综合而成的

仿真机器人穿戴，为具体武术爱好者的武术学习与训

练提供比其武术动作完成情况稍进一步的数据口令，

并以武术动作速度、力度、幅度的数据信息与具身性

刺激，具身指导武术爱好者的武术学习与锻炼，强化武

术爱好者学习与锻炼的动力。 

 

3  元宇宙之于武术文化国际传播的挑战 
科技革命既对武术人的思想与行为产生巨大影

响，对武术传播手段产生巨大变革，同时也使许多传

统的传播手段有可能失效。元宇宙作为利弊同在的新

技术，在为武术文化国际传播带来新空间、新手段、

新主体等机遇时，有可能为武术文化国际传播带来信

息安全、身体解构、身份模糊、伦理失序等一系列新

问题。 

3.1  信息安全 

在传播学看来,文化传播是以信息作为重要内容

的传播。试图将现实世界虚拟化、网络化、数据化的

元宇宙，自然不可避免面临网络攻击与信息泄漏的风

险[36]。因此，如何运用其技术手段保护信息安全也就

成为武术文化国际传播的元宇宙变革中需要未雨绸缪

的重要工作。 

元宇宙的信息安全，大而言之可能存在个人隐私

安全、武术文化知识产权侵权、武术文化安全等隐患。

一是从武术人而言，元宇宙可将武术人的行为与思想

转化成数据，但其有迹可循的数据也使一切隐私都有

可能被暴露，因此武术人的个人隐私保护与数据安全

将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例如，元宇宙中储存武术人

的地理位置、家庭详情、财产信息等个人隐私，极有

可能为现实世界“踢馆”“绑票”等恶性事件提供便捷。

二是从文化知识产权而言，元宇宙既然具备武术数字

化捕捉与转化的技术潜能，也就意味着“偷拳”“偷艺”

在元宇宙空间如同“复制粘贴”一般轻而易举，武术

众多拳种的核心技术以及传统武术中宝贵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很可能因信息泄漏而陷入知识产权危机引发

出新型的法律纠纷，武术文化知识产权或将成为令武

术人头疼的问题。三是从武术文化安全而言，武术文

化传播的元宇宙化发展，其运营商、设备终端、用户

如何应对可能遭受的网络攻击问题，也是一大挑战。

例如，元宇宙环境中记录的武术爱好者学习与锻炼的

数据，皆有可能像“透明人”一样出现在对手的战术

研究和实战性模拟训练之中，其“杀手锏”“秘密武器”

有可能成为对手早已熟知的数据库信息。 

概言之，武术人隐私安全、武术文化知识产权及

武术文化安全，在信息数据化、透明化、公开化的元

宇宙时代，其信息安全风险有可能比互联网时代存在

的信息风险更甚。因此，在元宇宙空间，武术文化既

能走出去又能同时做到信息安全的“攻守有据”将是

严峻的考验。 

3.2  身体解构 

从文化传播看，教育是社会文化的传播。从教育

视域看，文化传播是广义的教育。但因元宇宙底层架

构是虚拟技术，其“脑机融合、意识上传”技术以及

“脱域”“离身”[37]的特征，对于强调具身实践的武术

人而言，存在着解构身体运动的可能。 

一方面，如同电脑游戏中第一人称视角的“主体”，

其灵活身姿、上下跳跃、手脚并用的娴熟技能，只不

过在现实世界中映射现实游戏主体的几根手指对几个

按键的熟练操弄而已，但游戏主体却觉得自己正在“上

下跳跃、手脚并用”。也就是说，元宇宙虚拟技术带来

的逼真感与上手感，还潜伏着解构真实身体运动的可

能，它使本应专注自我身体的武术爱好者转向对虚拟

身体的关注，长期沉溺于虚拟空间或游离于现实世界，

很可能会架空武术人“身体”本身、解构具身性“运

动”。因此，在推进武术文化国际传播的元宇宙化发展

时，我们须坚定的信念是，元宇宙“体感模拟”中所

获得的“上手感”“逼真感”并不等同于运动技能的掌

握与提高，更不能取代实际的身体练习，而只能作为

武术文化国际传播中实际身体练习的辅助手段。另一

方面，元宇宙中的“肉身人”主体，在将精神聚焦于

元宇宙空间时，其真实的身体却停留于“此岸”，而有

可能造成“离身”现象。其一头是游魂于元宇宙的感

觉，另一头是木讷地如提线木偶的空泛躯壳，不仅可

能解构“身心一统”“天人合一”的武术身体观，而且

也潜伏着解构和异化身体的趋势，可能造成武术身体

文化“身心相离”之弊，甚至会出现普特南所说的“钵

中之脑”现象。 

由此可见，元宇宙化的武术文化国际传播及武术

元宇宙化的融合发展，须以具身性、实践性不断强化

武术身体文化“身心一统”的具身性特征。唯有 大

程度强调武术文化传播的具身性，方能实现元宇宙空

间的身体回归、规避身体解构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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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身份模糊 

武术文化传播既是技艺的传习，也是个人与社会

身份的形成。现实世界武术人的身份认同，继承了中

国传统文化血缘宗法式“认身”路径与千年文化道统

的“认心”传统。在武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历史发展

中，它既以武术的拳种技艺而“认心”、以“师徒如父

子”而“认身”，也以“亲其师、信其道、感其恩”的

师徒关系建设而形成武术人身份认同之模式。但一切

皆数据的元宇宙为武术文化国际传播可能带来身份模

糊的新问题，并由此引发认同困难的新矛盾。 

首先，作为高自由度、高包容度的元宇宙，武术

文化国际化传播的元宇宙化发展，可能会因虚拟化的

多元主体而模糊现实人与虚拟人的真假及其认同的指

向性，甚至会使武术爱好者像“庄周梦蝶”那样难以

分清自己究竟是现实人还是数字分身。其次，作为虚

实共生的元宇宙，不仅可能会导致传统武术共同体失

去了组织边界，而且也可能会解构武术文化传承与传

播中师徒的人际关系，致使武术爱好者的文化身份认

同因缺乏现实人际交往的地基而摇摇欲坠。 后，元

宇宙的多元主体，以虚拟身份进入虚实结合武术传播

场域的实践方式，均会致使传统武术师徒身份因多元

文化背景、现实与虚拟多元交织主体而变得难以辨认。 

可见，元宇宙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一样需要治

理。武术文化国际传播的元宇宙化发展需要以武术人

身份的认同、门户共同体身份的维持，前瞻性谋划其

身份模糊问题，有效规避因身份模糊引起的经济困扰

和法律风险等。 

3.4  伦理失序 

元宇宙时代，既可以其科技的集成性发展给武术

文化国际传播带来机遇，也可能因其主体的多变性、

技术手段的复杂性、监管的困难性而带来武术文化国

际发展的伦理失序新问题。 

首先，从主体的多变性而言，武术文化国际传播

不仅面临多元主体的环境与文化因素的多变性，而且

元宇宙虚实空间的“肉身人、原生人、数据人、机器

人”等多元主体又徒增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武术文化

国际传播中的人际关系变得难以维系，甚至可能会引

发出新型伦理问题。其次，从技术手段的复杂性而言，

元宇宙的技术应用及技术生态尚未成熟，场景入口也

有待拓宽，加之作为“双刃剑”的技术，还可能成为

少数不法分子的“武器”或“凶器”而引发伦理问题。

后，从监管困难性而言，在元宇宙武术文化国际化

传播的远景中，如何构建元宇宙武术人新型伦理及法

律体系，让武术爱好者坚守武术锻炼初心而不是“以

武犯禁”，防范武术爱好者以黑客手段进入虚实结合的

武术文化传播场域中窥探、干扰乃至改变真实武术世界

的规则、评价方式、比赛结果等，又将是另一大挑战。 

总之，武术元宇宙化发展既需强化现实世界武术

爱好者的武德规约、提升其伦理素养、坚持与发扬武

术文化传播的人际和谐，也需构建元宇宙武术人新型

的伦理及法律体系、虚实世界主体联动，自觉防范、

积极规避可能面临的伦理失序。 

 

2021 年刚刚兴起的“元宇宙”，作为人类大脑想

象的智慧结晶，会随着科技的更新迭代，将其很多“乌

托邦”式的想法与描绘有可能转化为现实。在元宇宙

背景下，其“扩展”“连接”之核心、虚拟现实技术综

合体之本质，其强大技术集成能力所造就的新手段、

新场域、新主体，可为武术文化国际传播描绘新的蓝

图、带来新的希望，很有可能助力实现“武术动作规

格和不同运动水平动作特征及不同拳种动作特征的数

字化、武术动作审美意境的体感化、武术文化传播的

虚拟现实、武术动作效果评价与指导的网络化”等愿

景。但是，鉴于元宇宙本质及其工具性思维方式，故

在借助元宇宙促进武术文化国际传播时，还需要高度

警惕、努力防范其信息安全、身体解构、身份模糊、

伦理失序等新挑战。既然元宇宙已不可避免向人类走

来，我们不如主动拥抱元宇宙，借助其手段让武术文

化国际传播闯出一条新路，并“兴其利而除其害”地

实现武术文化国际传播与元宇宙的融合式发展。换言

之，唯有保持现实世界与元宇宙正面的互动关系，既

利用好元宇宙技术方式的积极作用，又未雨绸缪地警

惕元宇宙工具性思维的困境，避免与预防其沉溺虚拟

现实的消极影响，加强元宇宙负面清单的管理，方能真

正实现“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文化传播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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