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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推动传统武术的传播建设，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人工智能背景下传统武术传播一般模式、

面临困境及融合发展传播路径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口传心授、文字书籍等一般的传统武术传播方式存

在一定弊端，已不能满足传统武术发展需求。同时西方文化冲击、流派内部矛盾等社会因子制约了传统

武术的传播发展。亟需打破僵局，构建新型传统武术传播路径。基于人工智能发展进程，整合专家系统、

深度学习、智能设计及人机交互等关键技术框架，结合物联网技术，应用于传统武术传播的传承普及与

挖掘整理，构建多维立体传统武术传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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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wushu, the literature me-
thod and logical analysis method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general mode, dilemma and integ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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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path of traditional wushu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traditional wushu communication methods, such as oral instruction, 
written books and so on, have some disadvantages and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wushu. At the same time, the social factors such as the western culture shock and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schools restricted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wushu. 
It is urgent to break the deadlock and build a new propagation path of traditional wushu.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 technical frameworks such as expert system, 
deep learning, intelligent design a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re integrated,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is combined to apply the inheritance, popularization, mining and arrange-
ment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ommunication to build a multi-dimensional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ommunicatio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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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人工智能领航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悄然而至，《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报告 2020》中指出，人工智能与其他产业融合的应用创新将改变人类生活，为社会建设带来新机遇[1]。
在此时代背景的驱动下，传统武术作为体育强国与文化强国建设的汇聚点，迎来了崭新的传播空间。尤

其在抗击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进程中，聚集性传统武术传播活动开展受限，加速了传统武术线上传播的进

程，为传统武术传播生态建设奠定基础。 

2. 现实的传播困境 

十四五规划中强调：“要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传统武术作为经典的中国传统文化印

记，对构建“和谐”的国家形象起重要作用[2]。但在西方文化侵入及流派之间矛盾等不良社会因子影响

下，一般的传播模式制约了传统武术的传播发展。 

2.1. 传播内容的乏力 

一方面，随着世界格局“一体化”发展，尤其在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较西方相对滞后的背景下，传

统武术不可避免的受到西方体育文化冲击[3]。在思想观念上，传统武术所蕴含的五行、六合、阴阳是基

于中国传统哲学观构建的价值体系，并以拳种为主要表现形式，门派林立，是地域、宗教、社会及拳理

等文化及武术家的个人体悟的汇聚。但在西方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体育文化强势冲击及自

身的主动趋附下，传统武术因缺少文化自信及自我认同，而出现传播障碍[4]。同时，在价值功能上，传

统武术的核心功能技击性逐渐淡化，并向竞技化和标准化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知识共享与信息爆炸时代的到来，各个拳种、流派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加速了不

同拳理之间的碰撞，部分习武者受知识格局所限，与其他流派出现意见不统一时，出于对本流派的下意

识维护，极易发生争执从而引发流派之间矛盾，产生不良传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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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传播模式的单一 

传统武术作为非物质文化，历代相承多以口传心授作为主，以文字书籍作为一般传承模式[5]。但传

统武术行业发展形势严峻，多数传承人为维持生计选择其他职业，传统武术的习练、传播时间精力有限，

传播方式单一，传播范围呈现出区域化特点，难以开展大面积传播[6]。同时，受师承制门规影响，对于

传统武术选材较为严格，加之传统武术人才培养周期较长、就业形势严峻，后继人才严重缺失使得部分

传统武术技艺正面临失传，亟需开展抢救式挖掘整理。而文字书籍虽具有传播范围广、易保留的有点，

但直观性较低，且由于个人语言风格不同，易引起理解偏差造成误传。 
在体育项目多元化的今天，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的体育项目持续吸引着人们的关注，传统武术的受

众人群被分流，一般的传播形式难以产生较高的传播效率[4]。 

3. AI + 武术技术体系的交叉应用 

在 Web6.0 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发展产生质的飞跃，以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闭环正逐步扩展，

互联网与物联网充分融合。利用传统武术与人工智能交叉结合，开展抢救性挖掘整理，使传播内容更加

丰富、真实。以专家系统、深度学习、智能设计及人机交互等人工智能技术架构为核心框架，搭建 AI+
传统武术传播生态空间[7]。 

3.1. 技术架构 

人工智能脱胎于大数据，基于深度神经网络和生成式对抗网络(GAN)直接创造设计，它是以算法模

型为本质，整合计算机视觉与图形学设计动作，通过长期且大量的数据不断优化调整，对人的思维方式

和行为进行信息化模拟的过程[8]。 
评估人工智能模拟结果并借助物联网反馈，推动物联网升序设计和设备升级。借助海量的用户体验

生成相关大数据，通过数据积累及结构化分析，反映在传统武术传播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将问题上

传至专家系统实现智能处理，实现具有针对性的个性化传播模式，达到传播效果最优化。 

3.2. 交叉应用 

传承是传播的必要条件，对传统武术技艺的梳理是传统武术得以传承发展的内在需求，人工智能技

术不仅可以为武术技艺的梳理提供有效方案，也为武术技艺的传播提供丰富路径。 
首先，传统武术技艺来源依赖于武术传承人的活态传承和历史流传的固态典籍，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

的传统武术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与技术内涵。但高密度、大体量的技艺内容往往在朴实具体的演练技术

与精简抽象的古谱典籍之间存在断层。如何将传统武术的活态记忆与固态典籍耦合，是实现传统武术技艺

整理价值的关键。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收集的传统武术技艺属性，梳理传统武术的技艺所处类别，如打、

踢、拿、摔、靠等，整合传统武术技艺的古代文字典籍与现代影音展示，构建传统武术数据库。神经网络

专家系统是神经网络为核心将运算与数据结合的智能化系统。专家系统是将该领域大量内专家级别的知识

体系输入计算机中，并较为灵活的运用知识信息处理、推理、扩充及纠错能力处理复杂的专业领域问题的

计算机系统。神经网络是通过模拟人脑结构进而复原人脑逻辑思维的一种具有学习、决策、模式识别、问

题诊断能力的人工智能途径[9]。通过数据分析该类拳种风格及技术特点，汇总各类拳种不同流派的传统武

术信息数据，采用分布式计算及去中心化处理，识别不同拳种的技法特点，将传统武术技艺分为“拳种–

流派–功法、套路、器械”，逐层搭建相应子数据库，输入属性匹配的技法内容，利用算法分析技法属性，

输出到相应数据库，匹配到所属的拳种流派，关联相应的技术内容，完善传统武术数据库体系。利用多媒

体技术通过音频、视频、三维展示、全息摄影等形式，构建智能化传统武术数据库系统，进行资源管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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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相较于传统的博物馆，公众可随时访问智能化数据库平台，形式上，多样化的展现方式可产生更为

良好的用户体验；内容上，丰富的拳种及流派可针对各类人群提供个性化数据推送，吸引其兴趣，提高传

统武术传播效率[10]。古籍、古壁画等古器物是传统武术文化、技法的见证。因此，器物还原是传统武术

挖掘整理的重要环节。针对受损或残缺的古籍、古壁画等重构 3D 建模，利用 3D 全息技术还原，基于 PULSE
算法进行人工智能修复，从而实现对于文物的信息复原。基于计算机图形学以及几何建模与处理，3D 打印

批量生产器物，以便于传统武术器物层研究及未来推广传播需要。 
其次，针对具备一定素养的传统武术爱好者或长期习练传统武术的人群，以指导科学化训练及个性

化技艺传授为主要目的。基于信息传感器的智能化感知、识别和管理，分析在传统武术练习过程中人体

的生理变化，并依照运动生理学等现代运动医学技术为参考，指导科学化训练，降低传统武术习练过程

中的受伤率，并对身体素质实时监控，并根据运动信息反馈，智能设计具有针对性、实时性的个性化运

动处方，以达到最佳习练效果，如智能手环 + Keep、智能护具等设备的应用。同时，基于数据库管理系

统搭建传统武术信息资源平台，改变传统武术传承格局，实现跨时空、跨地域的个性化自主学习，使技

艺传授效果达到最优化[8]。 
对于传统武术未接触或不了解的人群，以吸引其兴趣为基础开展传播推广活动。应用 VR+AR 技术

创建虚拟现实环境，以智能穿戴设备为媒介，通过游戏、电影等形式，构建多维传统武术传播空间。在

还原技术内容及文化内涵的前提下，构造情节生动的故事线，提高公众对于传统武术的接受度，使公众

身临其境的感受并领会传统武术的文化内涵及技击意义。 
基于当前常用的社交推广平台，如抖音、微博等，通过大数据分析各类人群兴趣爱好，为其智能化推送

内容形式相似的传统武术信息资讯；公众号、朋友圈等相关社交媒体利用“社群效应及粉丝效应”，提升传

统武术传播的维度[11]；同时，利用生成式对抗网络智能过滤不良信息，并对信息发布者加以监控和处罚。 

4. 现实挑战 

信息化传播途径正在影响着传统武术与大众的关系，并成为武术传播的重要路径。但在传统武术信

息化进程中，仍存在技术、人才、制度体系、传承人等一系列挑战，面对挑战的态度和举措，决定了传

统武术传播的力度。 
智能化传统武术多维传播生态建设不健全。万物互联使信息技术领域备受关注，尽管全球信息化发

展已达到一定高度，国内信息技术体系发展依然不成熟，“高精尖”科技主要掌握在西方国家，我国人

工智能体系建构有待完善。以传统武术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发展生态建设相对滞后。 
人才缺失尤其体现在复合型的高层次人才匮乏。多数武术家对于人工智能等互联网相关技术的了解较

少，难以开展高效的传统武术智能化传播活动，使传统武术传播乏力。而多数计算机技术从业对于传统武

术的发展现状以及文化、技术内涵等了解不深入，易导致传统武术的智能化传播过程中风格特点缺失。 
相关生态、制度建设不完善，竞技化制约多元化发展。人工智能应用的伦理道德问题逐渐被人们所

关注，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指出,要建立健全人工智能相关法律监管体系，“形成人

工智能安全评估与管控能力”。传统武术传播体系的生态构建不完善主要体现在武术场地建设落后，无

法满足传统武术长期习练要求，削弱了习武群体的积极性。各类拳种不同流派之间受地域和文化特征影

响[12]，而风格迥异。但过分侧重竞技化和表演化，仅以技术难度、舞台审美来衡量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传统武术的多元化发展。 
缺乏对于传承人的激励性政策。传承人是开展传统武术传播的主体，尽管传统武术保护及传承制度

及相关法律建设不断完善[13]，但仍缺少对于传承人的制度保护及资金扶持。多数传承人由于年龄偏高，

对于互联网的使用及掌握程度较低，难以高效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传统武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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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传统武术传播正面临着传播模式乏力、传播内容单一等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仅为武

术技艺的梳理提供有效方案，也扩充了武术技艺的传播路径，为构建新型传统武术传播空间提供了技术

可行性。但传统武术传播仍面临传播生态体系不健全、复合型的高层次人才匮乏、缺失对传承人的激励

性政策等问题。因此，亟需开展政策激励机制，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促进传统武术与智能化

发展的交叉融合；完善传统武术传播生态建设，推动传统武术智能传播创新发展；鼓励复合型人才培养，

使传承人具备信息化传播技术人员的相关素养，便于开展多维度传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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