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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武术的非体育属性

———马保国现象的喜剧性

路云亭

(上海体育学院
 

传媒与艺术学院,上海 200438)

摘 要:传统武术钟情者马保国脆败于王庆民一事已成为一种公众事件,事件给很多中国传统武术关

注者带来了心理冲击。马保国事件及其后续效应再度衡量了中国传统武术的本体价值,中国传统武术

是一种充满喜感的戏剧而非体育,这种喜感精神是道德国家之特殊文化存在。中国的道德基础源于儒

家的道德观,其核心是原始禁忌,其设计主体是史官或巫师,其文化主体是喜感元素。马保国的武术

其实是一种民间杂艺的拼合物,与富有攻击力的尚武之术并无关系。马保国的人格也属于表演人格,
其所捍卫的仅仅是一种喜剧的游戏性而非体育的科学性。中国人并不太喜欢纯而又纯之文化产品,马

保国最终获得了民众的高度关注,与其极端捍卫中国本土的混成式演艺文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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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自然时间而言,2020年的5月17日并无

任何特殊性,但是,这一天传统武术钟情者马保

国脆败于王庆民,给很多中国传统武术关注者带

来了一定的心理冲击。马保国事件看似简单,其

实不然,它几乎将原先隐藏在传统武术世界中的

诸多不为人关注的信息和盘托出。中国武术界部

分人士认为马保国败坏了传统武术的名声,而年

轻一代的网民则展示出了更为丰富多彩的观念,

他们认为马保国以68岁高龄参加比武活动未必

合乎社会性、日常性与国情性逻辑,赚钱不要命

说、蹭取新闻热度说、博取观众眼球说、提升自

己知名度的江湖行为说等观点开始浮升出来。不

难看出,马保国现象已然构建出一种武林迷思,

若以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武术传播学的角度来综

合研判、考察、解读马保国比武事件,则又可以

得出全新的结论。

1 马保国事件充满喜感的戏剧精神
  

大而言之,中国民间比武和竞技体育领域的

格斗并不相同,竞技格斗是一种非赢即输的竞技

活动,民间比武更多是一种无功利性的自然社交

活动;竞技格斗是刚性对抗,民间比武是以武会

友;竞技格斗是决绝之悲情展示,民间比武是喜

感十足的情感交流行为。仅从几则发生在近几年

的民间比武事件中即可看出,类似的比赛并无太

多的体育性可言,却有很强的娱乐性。笔者注意

到,马保国比武事件中的参赛者、裁判乃至主办

方并非专业的体育人,他们旨在捍卫传统武术的

内在精神,或多或少都体现出一种对体育精神的

漠视、小觑乃至挑战的意味。传统武术一向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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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价值体系,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传统武

术的习练者都拥有一种心理上的优势。“在当今

的传统武术练习者中,存在的一种比较普遍的观

点是传统武术是世界上最强的武术,也是最科学

最高深的武学,其他现代搏击术与国外武术都是

‘小儿科’。许多人主观地认为,国外武术以及现

代搏击术,永远无法与传统武术相提并论,并用

一些看起来高深莫测的理论来驳斥现代武术与国

外武术的 ‘肤浅’。”[1]然而,时代在前进,人们

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这里需要说一说观众对传

统武术的判断,普通的武术观众大体可以分为民

传派与体育派。两派人士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

马保国事件的态度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体育至

上论者极易生发对马保国的嘲弄之欲,而捍卫民

传精神的网民则直接将马保国事件看成戏剧表

演。由于马保国事件涉及多个学科,在权威学者

会诊暂时缺位的情况下,网民的立场便会上升为

主流观念。
中国是非宗教国家,中国人也早已习惯以道

德代宗教。汉代以后,中国尊崇儒家道德观。儒

家道德的核心是禁忌,侧翼是儒巫思维,儒巫思

维的侧翼则是喜剧精神,三者共同构建出一种相

对稳定的文化结构,其中的禁忌学制定主体是儒

巫合一的史官或巫师,而社会流行价值观是道

德,百姓日常伦理精神则是追求圆满、喜庆、吉

祥之类的喜感元素。古代儒巫思维的积极性很明

确,儒巫思维融含了一种追求战无不胜的意愿、
理想与结果,充满了积极用世的思想。于是,道

德与儒巫思维、喜剧与禁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

四角关系,四者相互支撑,相互倚重,营造出一

种中华文化的基本生存理念。马林诺夫斯基在阐

释巫术与道德的关系时曾说:“道德之所以为道

德而不同于律法与风俗者,乃在道德系由良心来

制裁。蛮野人不犯禁忌,并不是因为怕社会的处

罚或舆论的制裁。他所以不这样,一部分因为他

怕神灵见怪,但主要则因为他的良心与个人责任

不允许他这样。禁忌中的图腾,乱伦常的交通,
不准吃的物品与不准作的事,都使他自然而然地

相远。”[2]马林诺夫斯基极为重视巫术在人类日常

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其实,巫术在特定的语境中

的确有存在的必然性,而在极端的环境下,它也

会成为一种优化人的心理环境的要素。在马林诺

夫斯基看来,道德和巫术的联结媒介为禁忌。先

民的禁忌学的开创者是巫师,而禁忌的执行标准

则是道德,儒家文化被禁忌掉的内容是包括竞技

体育在内的所有类型的暴力行为,于是,中国文

化孕育出来的体育也便失去了其暴力文化的常态

身份,最终只剩下了喜感文化,而喜感文化的大

众性、表演性和舞台性形式则是喜剧。
  

马林诺夫斯基讲述的巫术文化融含了所有民

族史前社会的思想与行为本貌,其中自然包括中

国文化。由于儒家长期的统治地位之作用,中国

文化中的儒巫元素显然带有更多的普适功能。中

国文化也有禁忌,但大多将其设计为一种喜感很

强的禁忌,如喜丧、做恶梦是反的、吐唾沫可以

化解不吉利之事等。具体到武术的领域也是如

此,传统武术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至深,中国的

比武活动往往带有浓郁的喜感,对很多秉持传统

武术信念的人来说,比武就等于表演,相当于一

种仪式化的社交活动,其所折射出来的是一种喜

剧精神。仅从格斗品阶而言,马保国与王庆民的

比武格斗更像一场由乡村、街道、市郊、城乡接

合部相关人员组织起来的自然约架,存在技术含

量低、规则不严格、竞技规范性差之特点。但

是,马保国事件的反常性十分突出,其不仅引发

了媒体和观众的强力反应,且在长达数月的时间

内都是媒体和网民关注的焦点,对此需要作出合

理的解读。
  

马王比武的失范性非常明显。先说两者的身

体条件。马保国68岁,王庆民50岁,皆属中老

年人,两人的约架行为既违背了中国武术界 “拳
打少壮”的传统,也背离了世界上各种徒手格斗

须经专业机构严格检测的做法。赛事主办方在赛

前并未公布参赛者的身高、体重、臂展、战绩等

数据,亦未通报两者徒手格斗的技战术流派、风

格、特色等情况。其实,从比武的事实看,两人

都属于格斗素人,网民对两人的定位也是业余武

术玩家。抛开两人各自未必可靠的关于体重的描

述,仅从视频资料目验,王庆民的体重和肌肉发

达程度都超马保国。
  

马王比武的场地也不规范。比赛场地是一个

室内开阔地带,既无围绳锁定,亦无高出地面的

擂台,地面还有各种黏合剂的黏合痕迹。本场比

赛的现场秩序也很混乱。赛场呈高度开放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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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可以自由出入。当马保国第一次被击倒后,还

有一位观众试图上前搀扶,比赛之混乱可见一

斑。参赛者的行为也不规范。赛前乃至赛后,两

人对比赛规则皆不熟悉。马保国每次演示其动作

之前总要先说一段话,既像在讲解理念,又像在

暗示结局,似乎又是一种诱导或威胁,充满了暗

示、诅咒、日常表演等巫性元素。
  

马保国在赛前还反复向裁判庞皓天讲解他的

一个习惯动作,并说此动作有可能伤及裁判,且

用手戳点庞皓天的后颈部,此举已涉嫌语言挑

衅、巫术诅咒及肢体威胁问题,同时也展示出马

保国对竞技体育规则体系的无知和漠视。其实,
马保国的语言威胁是摆在口头的,在很多场合都

使用过。在回答欧洲学生的问题时,马保国坚定

地认为点穴术不仅存在,而且威力巨大。“我的

西方入室弟子们也都十分赞赏中国的点穴功夫,
要求我教他们点穴秘诀,我视情况教了他们一些

点麻穴的方法,如:在教他们夺匕首时,就教他

们点内关和虎口两个麻穴。同时,也教了他们误

点大穴后的急救方法,并一再告诫他们,不到生

死关头不准点大穴。”[3]233然而,马王比武极富喜

剧性,或者说就是一场未曾彩排的即兴表演的戏

剧。比赛中,马保国穿球鞋,王庆民赤脚,画面

充斥着一种极为鲜明的滑稽元素。而从竞技体育

的角度看,其所 展 示 出 来 的 乱 象 本 身 更 值 得

解读。

2 马保国的武术来自民间杂艺
  

还要说到本场比赛的合法性。双方的格斗未

经过任何体育管理部门的认证,属于民间私斗行

为。尽管如此,马王比武所引发的后续效应仍然

非常强烈。在很多人看来,马保国伪武者的表演

性人格开始凸显,从而将个体的马保国当成了传

统武术人士整体的代表。然而,当事物演进到极

端的时候,会呈现出一定的超越性。人们最终发

现,马保国的知名度一路攀升,人们似乎用一种

接受喜剧的方式接受了马保国的所作所为。这里

需要说明,中国文化是喜感文化,这种文化对竞

技体育很排斥,因为竞技体育有输有赢,但喜感

文化只接受赢的信息。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一种

传统,某人参加比赛,一定代表的是某个群体,
于是,人们习惯上认为,霍元甲代表中国人,霍

元甲就只能胜利而不能失败,因为一旦失败,便

代表了 “中国人”概念的失败。因此,中国人更

喜欢看人为设定的武打电影,而不愿意观看充满

不确定性的格斗比赛。
对中国观众而言,代表自己一方的竞技者即

使失败,也要尽量回避有关失败的信息,借以维

持一种祥和气氛。马保国事件之所以触动了很多

传统武术热爱者的神经,也是因为马保国输掉了

比赛,观众想当然地认为马保国的失败是传统武

术的失败。于是,观众尽力将马保国排除出传统

武术体系,也就出现了马保国非传统武术人士的

说法,甚至还有一些人将马保国当成职业演员,
旨在以一种戏剧性语境来化解尴尬。其实,马保

国、王庆民所习练的武术既非传统武术,亦非竞

技武术,而是一种社会武术,它是一种以言谈、
说笑、讲叙为核心的武术,从不涉及身体的极限

性、对抗性与生命本体的风险性。马保国被连击

三拳而毫发未伤,至少可以说明王庆民的击拳质

量很低。武术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占有特殊地位,
中国人大都有过传统武术梦,且此梦又很难彻底

别离于人们的记忆深层。面对马保国的脆败,更

多中国观众仅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已,但

是,哀其不幸的动机也会构建出一种攻击力,并

在短期内将马保国乃至所有传统武术项目送到审

判台。
  

毋庸置疑,马保国事件并非有意上演的超能

闹剧。很多观众观看到马保国脆败后都会诧异,
在一种纠结矛盾的复杂情感的促动下,一些人会

产生一种激烈的情感冲动,从而否定马保国的武

功,进而厌恶马保国自言之代表传统武术精神的

各种言论,一些人将马保国看成了演戏者之辈,
其实隐含着一种解脱之道,认为马保国仅仅是在

表演传统武术,而非真正的武术家,甚至不是真

正的传统武术习练者,正因如此,其不堪一击也

会变成为一种积极信息。
真实的情况是否如此,仍值得探究。坦率说,

中国的武林本身就有其复杂性,武侠小说及影视

剧只是过滤掉了其中有关胜负的偶然性元素,却

将其动作形态保留了下来,而马保国试图展示一

种屏蔽胜负走向后的武林仪式,描绘一幅中国武

林的以武会友的美好图景,而王庆民并未心领神

会,将马保国简单看成纯然的竞技对手,从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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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出拳,结果造成了马保国脆败之结局。马保国

或许还在小说或影视剧的情境中沉迷,其对中国

武林诸多感知的触点、深度和维度皆源于小说或

影视作品。就现阶段而言,由一部分笃信超自然

能量的传统武术人员构建出来的武林只是一个自

娱自乐的社会表演者麇集的社团,他们没有现代

竞技场域内的实战力,然而,仍有不少人认为他

们是一种堪称无敌的强人符号,对其充满了烂漫

的想象。这里再度展示出了道德、儒巫思维、禁

忌与喜剧的四角关系。四者合力打造出带有某种

准宗教性质的信仰实体。其实,这是一种刻板印

象,并非中国武林的本真风貌。马保国事件发生

后,中国观众炸锅般反应,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崩

溃后的情态,在此意义上说,马保国事件的负面

性很明显,因为他打破了中国人的武侠梦。
  

真实的情况也是如此,马保国事件不仅轻易

地解构了既有的武林规则,还急速消解了中国武

林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一些理性人士已然看到

中国传统武术存在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便是

现代性元素高度虚白化,原因很简单,当隐蔽

性、神秘性的传统武术演化为公平性、透明性的

体育竞技之后,传统武术自身的生命密码、史前

基因、原始风貌也会急剧异变,于是,人们可以

轻易感受到马保国事件缔造出来的戏剧性效果,
但是,人们依然不会感到满足,因为传统武术本

身具有永不失败的信仰性元素,而永不失败只能

是宗教性、信仰性或巫术性概念,并非体育概

念,因此,传统武术要想成为一种真正的体育项

目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充满风险。
  

按照西方竞技体育的传统,任何一种竞技类

型都应有充足的悲剧性,然而,马王比武缺失了

这样的悲剧性,这也导致两人的对垒无果而终。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马王比武称得上是中国近期

民间比武活动乱象之巅峰。面对两种截然对立的

文化,人们对马王比武的评价也呈现高度对立状

态,民间人士开始以谐谑的方式解读马保国失败

的原因。“阿魁方言配音”直接推出了 《马大师

输拳的真正原因》的抖音短视频:“马保国大师

那次比赛被KO,完全是另有原因的。第一,听

说马大师是骑洋车子来的,别说五六十岁的大爷

骑洋车子,就算骑摩托,几百里地也累得够呛。
第二哩,大师穿的是长袖,长袖兜风,严重影响

了出拳速度。第三,大师赛前喝了几口水,比赛

时水在肚子里晃荡,影响身体平衡。第四哩,俗

话说光脚不怕穿鞋哩,但穿鞋哩害怕光脚哩! 刚

好比赛时大师穿的是千层底,王庆民则是光着大

脚板子。第五哩,马大师平时都是空手发功,但

比赛时带上了手套,这就严重影响了功力的正常

输出。所以说,大师输了比赛,并不是自己功夫

不行,最后大师还以笔直的倒地姿势来证明自己

功力不浅。”[4] “鲁生可畏”制作的 《浑元形意太

极拳山东马大师》短视频对事件的评价则更具批

判性。“鲁生可畏”开场定性:“马大师就是个打

着 ‘传统武术’各种招摇 (旗号)抢烂钱的骗

子。最可气的是呢! 他还对自己的功夫深信不

疑,骗人,骗着骗着连自己都信了。”[5]随后还将

马保国与闫芳、王林、张悟本等 “大师”放在一

起进行整体批判。这里已然呈现出一种超体育的

表演谱系,当此之境,马保国完全失去了体育人

的身份,也渐次丧失了武者的符号性,而蜕变为

一种新型的喜剧演员。
  

准确定性马保国事件有相当的难度。先说赛

制,类似的比赛很难说是正规的格斗赛。“之前

王庆民所在俱乐部发表公告,表示王庆民已经回

归了正常生活,未来也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

和约架。”[6]这里提到的 “约架”一词已经完全脱

离了体育精神。其次,比赛之后出现了大量的表

演性叫骂现象。“值得一提的是,日前,一位名

叫侯友胜的武术演员,公开叫嚣KO马大师的王

庆民,希望尝一尝外国拳的滋味,同时也讽刺马

保国,认为他不能代表中国传统武术。”[6]这不仅

违反体育道德,还触及社会道德问题。其三,马

保国事件发生后,网络世界竟然出现了冒充马保

国徒弟散布不实信息者。“关门弟子的视频在网

络上被传开之后,马保国也出面怒喷其是假冒,
要求这名 ‘关门弟子’道歉。并且声称如果假冒

者不道歉,马保国将会利用法律武器追究其责

任。然而在网上冒充马保国弟子的人远不止这名

关门弟子,还有 ‘大弟子’等,大弟子则是说要

为师报仇。其实这些所谓的弟子都是骗子,只是

在利用拍段子来蹭马大师的热度而已。”[7]如此乱

象在正规的体育比赛中不可想象,但在当下中国

武林中则是常事,可见,中国传统武术世界存在

着丰富的花絮,这些花絮时而会超越竞技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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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种高度娱乐化的文化元素。往深里说,马

王比武只有输家,而没有赢家。王庆民在赛后

说,裁判并没有根据国际惯例举起他的手,宣告

他为胜利者,王庆民为此而困惑。这样的细节也

再度体现出本场比赛的独特性,其中的戏剧性、
表演性、戏耍性、喜剧性要大于其体育性、竞技

性、严肃性与悲剧性。
  

马保国事件还折射出一些其他情况,人们至

少通过此类事件看清了经典的戏剧表演与竞技比

赛并不完全相同,竞技体育的竞赛双方地位平

等,而戏剧中不仅有主角、配角之分,还有正

角、反角之别。假如说马王比武是一场真实的戏

剧表演的话,那么,裁判庞皓天则是第二主角,
其戏剧性地位超过了王庆民。无论是否有意,庞

皓天从始至终都没有宣布比赛结果,使得比赛更

像戏剧而不像体育。或许是受到没宣布比赛结果

的影响,马保国始终不承认自己失败,这也再度

为赛事增添了值得继续探讨的分化性议题。其

实,本场比赛的很多问题都出在马保国的身上,
马保国大体可以称为本场演出带有反角元素的主

角,因此,要想彻底解读庞皓天不宣布比赛结果

之谜,就要了解马保国的参赛动机和心理特征。

3 喜剧的游戏性可以降解所有类型的精

神纷争

  新媒体时代到来后,海量信息可以畅通传

递,为全方位追索、展示马保国的个性特质提供

了方便。当前中国的草根传统武术人士大致有三

种类型,其一,争取非遗待遇者。此类人士兢兢

业业,甘于寂寞,静候机会到来。其二,各大院

校的武术教师。此类人士将自己设计为力争进入

体育界的人,试图以一技之长赢得社会尊重。其

三,以出卖武技及相关能力的生活者。此类人大

多不在乎武技术水平,而着意于传播一些想象

性、传说性、超异性信息,以便吸引民众的关注

力。他们更像一群布道者,致力于扩大信众规

模,直接或间接地培植粉丝群,办班赚钱,维持

生计。马保国以及人所熟知的雷雷、闫芳、丁浩

等,大体属于此类。
  

作为一个自然的江湖人或超异派思想的笃信

者,马保国长期生活在想象的世界中,他或许从

来都不愿意认可格斗项目的体育特性,亦从未深

刻领会和正视公平竞争的合理性,所以才会在古

稀之年参加这场毫无公平性可言的比赛,且未想

到自己的失败,因为他始终秉持超人不败理念。
但是,竞技体育是一种真实的对抗行为,其以科

学性为前提,马保国的巫师般的想象力最终败在

了科学主义的场域,人们对此不应感到奇怪。
马保国的思维亦有其合乎理性的一面,那便

是他对民间比武规则的高度信赖。中国的民间比

武一向自成规则。沈乔生曾讲述过中国民间比武

的合法性,“民间比武,从来就是一件盛事,在中

华大地上,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虽然现在当局

不提倡,但私下里也没有禁止,现在中央台也播

出武术散打的节目。”[8]马王比武尚不属此类,因

为王庆民一度试图捍卫体育的规则,问题在于马

保国早已放弃了公平竞技理念,两者的比武失去

了对称性。然而,如以儒家文明的标准来衡量,
西方格斗带有与生俱来的文化 “原罪”,这种文化

原罪带有多方面的内涵。首先涉及中国人常提及

的面子问题。儒家文化圈中的人好面子,而纯然

的比武要决出胜负,就一定要伤面子,于是,为

了维持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之做人准

则,民间武者往往在心理上更乐意接受中国式比

武方式,而排斥西方的体育规则。马王比武的裁

判至今未举起王庆民的手,最主要的原因或许正

在于维护失败者的面子。在中国独特的以和为贵

的文化精神影响下,马保国事件的连锁性作用还

在持续,貌似获得胜利的王庆民也心情沉重,王

庆民对媒体声明,因为其父母年迈,他今后不再

参加任何比赛了。王庆民试图还给传统武术界一

个面子。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武术界并未进入体

育领域,在接受悲剧理论之前,面子循环机制仍

在起作用。这便涉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
马保国事件再度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凸显了

出来。儒家文化讲人性善,而比武现象是人与人

之间的直接身体对抗,属于人性之恶,于是,中

国武者便确立了 “点到为止”的规矩,借以维持

人性之善。这里需要解读一下 “点到为止”的学

理价值。只要熟知幼年时代的猫科和犬科动物参

与打斗游戏的情况就会知道,点到为止是那些小

动物们的本能做法,它们在游戏的时候不会真的

伤害对方,它们本能地知道什么时候是在做游

戏,什么时候是在参与狩猎。由此也可以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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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国式比武的 “点到为止”是一种儿童游戏

规则,而非成人世界规则。可以这样认为,传统

武术之所以未能发展成为现代体育,就在于其带

有儿童游戏的特质,这便推演出悲剧性和喜剧性

的对立问题。竞技体育是悲剧,中国传统武术是

喜剧。传统的中国人讲大团圆,追求一种你好我

好大家都好的和气境界。这便说明,中国文化有

一种迥异于西方文化的特质,这其中既包含礼仪

教化之学,还包括待人接物之道。中国人的日常

人伦文化中有一种隐性的强制规则,人们一旦越

出此规则,就会失去安全感。马保国也一样,他

将点到为止看做是武德的特定组成元素。马保国

在 《我在英国教功夫》一书中专门讲述到武德问

题:“一、爱国爱民,遵纪守法;二、尊师重教,
勤奋好学;三、团结同门,情同手足;四、择良

而教,关 爱 学 生;五、比 武 切 磋,点 到 为

止。”[3]241 由此可知,马保国的武学重心是个体

的修炼、修养、道德、伦理之类的非体育元素,
传统武术的非体育属性在马保国的身上有较为完

整的体现。
  

其实,以武会友的待人之道的确是中国传统

比武活动的默认规则。有过武术人类学考察经历

的徐皓峰曾说:“武术要传承下去,有很重要的

一关叫 ‘过门子’,师傅要通过实战把看中的徒

弟培养出来。要带着徒弟,或者让徒弟自己去其

他门派比武。以前民间比武要有公证人,要立

约,有严格的场地,比前要休息好调养好,现在

不允许这样了。所以现在的比试往往不是真正的

比武,而是在受约束的情况下,局部性、两个人

打那么两三下,或者在家里就比了。”[9]类似的比

武带有礼俗性,大体可以体现儒家文明传统。于

是,中国式比武从本质上讲一定是一种喜剧,即

便因故出现了悲剧结果,裁判、主办方、媒介乃

至对手也都会利用各种机会,将其设计、描述或

矫正为一种喜剧。王庆民赛后一直声称自己练的

是传统武术,而非自由搏击,其实就是想抹平由

于不和谐因素造成的消极后果,其唯一的价值观

依据便是以武会友之宗旨。

4 结语
  

马保国事件的争议面很大。就来自自媒体的

信息而言,有人认为马保国事件是个悲剧,与此

同时,亦有人像对待喜剧演员一样议论马保国。
有人从竞技学的角度出发,认为马保国打的是假

太极,马保国由此也便成为一种 “伪武术”的代

言人。马保国在赛场上多余的语言很多,但这也

是一种中国文化,中国人在文化选择上有其独特

性,中国人并不太喜欢纯而又纯之物,更喜欢一

种混成式语境。很难想象成龙的电影中两位武者

孤独地格斗而无台词之局面,如果出现那样的场

景,中国观众就会觉得很孤独。成龙的电影是中

国儒家文化的缩影,两位武者一定会亦战亦言,
有声有色,呈现出一团和气、喜气洋洋之大团圆

格局。马保国也一样,马保国事先用语言威胁裁

判,看似一种恶性,其实更容易催生出喜剧元

素。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式比武和儒家文明本体

一样,其终极价值体现在对喜剧性的追求层面。
传统武术的喜剧性还有自身的扩张能量,当它与

极富原始感的草根群体融合之后,更容易爆发出

超强的喜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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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has
 

become
 

a
 

public
 

event
 

that
 

Ma
 

Baoguo,
 

a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lover,
 

was
 

defeated
 

by
 

Wang
 

Qingmin,
 

which
 

has
 

brought
 

psychological
 

impact
 

to
 

many
 

Chines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followers.
 

Ma
 

Baoguo
 

event
 

and
 

its
 

follow-up
 

effects
 

once
 

again
 

measure
 

the
 

noumenon
 

value
 

of
 

Chi-
nes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which
 

is
 

a
 

drama
 

full
 

of
 

joy
 

instead
 

of
 

a
 

sport,
 

and
 

the
 

spirit
 

of
 

joy
 

is
 

a
 

special
 

cultural
 

existence
 

in
 

a
 

moral
 

country.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China
 

originates
 

from
 

Confucian
 

moral
 

view,
 

its
 

core
 

is
 

original
 

taboo,
 

its
 

design
 

subject
 

is
 

a
 

historian
 

or
 

wizard,
 

and
 

its
 

cultural
 

sub-
ject

 

is
 

a
 

joy
 

element.
 

Ma
 

Baoguo’s
 

martial
 

arts
 

is
 

actually
 

a
 

combination
 

of
 

folk
 

arts,
 

which
 

has
 

noth-
ing

 

to
 

do
 

with
 

the
 

aggressive
 

ones.
 

Ma
 

Baoguo’s
 

personality
 

also
 

belongs
 

to
 

performance,
 

which
 

only
 

defends
 

the
 

game
 

of
 

comedy
 

rather
 

than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sports.
 

Because
 

Chinese
 

people
 

don’t
 

like
 

pure
 

cultural
 

products
 

very
 

much,
 

Ma
 

Baoguo
 

finally
 

won
 

the
 

high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which
 

is
 

related
 

to
 

his
 

extreme
 

defense
 

of
 

China’s
 

local
 

mixed
 

performing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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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pirit
 

of
 

sports
 

contract
 

is
 

manifested
 

in
 

the
 

maintenance
 

of
 

sports
 

rules
 

and
 

the
 

com-
pliance

 

with
 

the
 

internal
 

order
 

of
 

the
 

sports
 

world.
 

It
 

has
 

a
 

wide
 

range
 

of
 

existence,
 

multiple
 

subjects
 

and
 

various
 

forms,
 

and
 

is
 

highly
 

related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sports
 

ethics.
 

The
 

spirit
 

of
 

sports
 

contract
 

has
 

significant
 

value
 

in
 

individual,
 

society
 

and
 

country.
 

I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indi-
vidual

 

personality,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ports,
 

and
 

a
 

spiritual
 

wealth
 

of
 

national
 

social
 

govern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China
 

into
 

a
 

sports
 

power,
 

we
 

can
 

strengthen
 

the
 

social
 

cognition
 

through
 

active
 

publicity,
 

maintain
 

the
 

prestige
 

through
 

severe
 

pun-
ishment,

 

and
 

form
 

a
 

good
 

trend
 

through
 

concerted
 

efforts.
 

The
 

purpose
 

is
 

to
 

help
 

modern
 

sports
 

de-
velop

 

orderly
 

and
 

healthily
 

and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by
 

cultiva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sports
 

contract.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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