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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繁复的武术，一维的技击本质难以准确地反映其历史和现状。借用吉尔·路

易·勒内·德勒兹和皮埃尔-菲利克斯-加塔利的“块茎理论”，对习武人的生活状态进行分

析，发现习武人对于武术的历史性创造主要缘于块茎化的自然、人文环境，生活关系是原动

力，其重要性大于生产关系。因此，在探究武术本质时，应重视习武人的生活世界。习武人

迥然的人生经历和习武体验塑成了相应的块茎思维。习武人块茎化的身体-思维奠定了历

代习武人多维的求生存和谋发展方式，经过块茎横生、异质交融、功用易变、无穷生成等非

线性演进，营生、养生、贵生等多维武技依循“以搏塑人”主脉，趋向于生命冲动、生命塑造等

特定对象性活动，不断丰富、充实着武术本质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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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complicated martial arts, the one-dimensional martial arts nature is difficult to ac‐

curately reflect its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Using Deleuze and Guattari’s rhizome theory to

analyze the conditions of the martial artist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historical creation of mar‐

tial arts by martial artists is mainly based on the tuberized natural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life relationship is the driving force, and its importance is greater than the produc‐

tion relations. Therefore, when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martial arts, i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life world of martial artists. The extraordinary life experience and martial arts experience of the

martial artist has shaped the corresponding tuberized thinking. The tuberized thinking of the

martial arts practitioners established the multi-dimensional way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martial arts practitioners in the past dynasties. Through the non-linear evolution of tuber

growth, heterogeneous blending, variable functions, and infinite generation, they have generated

survival,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Multi-dimensional martial arts follow the main line of “striv‐

ing to shape people” and carry out specific target activities such as life impulse and life shaping,

which continuously enrich and reinforce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marti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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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术本质的论断多是人们从军事等生产活动、有限的文献中推测而来，很少在

生活、身体行为中验证。人们普遍接受由线性逻辑抽象出的武术技击性本质。但现实

难以支持这种逻辑，武术的技击本质屡被质疑。那么，武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非对

抗、非军事的武术仍在，太极拳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意义深远，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本研究拟通过非线性的块茎理论探究武术的多维

性，从而更全面地认识武术本质。

1 非线性的客观现实

人类历史如果沿着线性的时间发展，每个时段理应是均速、均质地递进。可是，

近百年人类社会飞速发展，创造了数量繁多，密度巨大的人类文明成就，这是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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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发展的典型例证。面对极其复杂的自然和人类社

会，相继出现了解释这些问题的各种学说，并催生出非线

性理论。复杂性是繁复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突出特征

之一，这决定了自然、社会运行的非线性。武术的拳种、

流派、技术、功用等与之相似外，更表达出不可还原的特

征（吴彤，2001）。故而历经非线性流变，现今很难推导出

武术本真源头。对此，只能以实在的身体动态存在为探

究其本质的有效依据。

张艳玲（2005）认为，非线性规律反映或表达非线性

现象或非线性因果联系的内在、定性的规律性。在自然

界和人类社会，事物间不仅有以必然性为主线的因果关

系，还有以偶然性为主流的因果联系，是非线性理论将两

者有机融为一体，转化和协调必然与偶然的因果规律，合

理地解释和解决自然与社会的复杂性问题。哲学家进行

非线性思考时，拷问着人类社会演化为什么是百遍会有

百样的结果。在吉尔·路易·勒内·德勒兹看来，人类文化

生成的块茎化是复杂非线性存在的根本。

非线性的块茎理论是思考武术为何未沿技击轨迹演

化的一个切入点。戴国斌（2013）认为，武术的流变就是

一种线性有序与非线性的混沌混合体。黑格尔强调真理

既是一又是全（赵凯荣，1995）。人类社会、文化结构犹如

多维构成的“球体”，它既蕴含着线性、树状、平面的单质，

更富含非线性、块茎、立体的多质，具有多维交织共存的

立体属性。人类社会非线性运行不仅是文化受多重“高

原”因素影响，更是社会文化在“褶子”运动中的必然，块

茎与树状文化交织构成自由的“球体”文化，在非线性运

行中表现出活力。

2 块茎下的武术文化生成

柏拉图主义认为，事物各个部分都是整体中不可分

割、递进层次化的树状结构，这种树状结构衍生树状思

维。树状思维对人类社会、文化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但是，这种思维忽视了现实中的复杂性，德勒兹等

哲学家通过块茎思维理论对柏拉图主义唯心理念进行颠

覆，他们构建的理论将人回归到应该被重视的地位，尊重

人千差万别的身体，以及由此生成的文化事项。

块茎思维不同于树状思维，是潜在的多元思维模式。

德勒兹认为，块茎作为一种地下茎干，无源头、无主根、无

固定生长方向，与木本根和胚根是完全不同的。根茎虽

然可以在某一点被破开、粉碎，但是它很快就会在原有断

裂线处或新的接线处重振旗鼓。因此，德勒兹以块茎隐

喻事物特殊的生发，解释各异的思维，探寻迥然的动力，

助力非线性的社会文化发展。

2.1 习武人生存的块茎空间

习武人生于块茎空间，并打造自己的块茎空间。自

然地理环境在武术萌发阶段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人文社

会环境跟进叠加，对武术发展产生主导影响。“武术重镇”

的河北省沧州市历史上虽灾祸频仍、命运多舛，然为京畿

之地、运河要冲，各色习武人纷至沓来，汇多维武技，渐成

“镖不喊沧”之域。但并非所有地域都有这般机缘，多数

习武人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空间，相似的生产方式仅使人

身处相同的社会进程，而迥异的生活造就了人各异的品

质、行为。生活是人类社会的主体，生活在“差异空间”的

“日常的人”，始终逃脱不了百态生活中的个人利益、人际

交往等辖域。即使生活被纳入冰冷的资本逻辑链条，导

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但是有“温度”的生活世界，特别

是“沉浸式体验”的人体活动，“人之原料”（亨利·列斐伏

尔，2018）184-188依然是社会与文化生成和实践的根本。因

为从人的对象化活动来看，日常生活是人的全部社会关

系生成的世界（张笑夷，2021）。“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

乐其俗”的生活才是与无言自化的天道相应的世道，更是

“涤除玄鉴”“道法自然”保持生命本真的人道（葛兆光，

2001）122-127。如此看来，源于生活的“南拳北腿”“东枪西

棍”实属必然。西北人以短棍充当手杖，由于白蜡杆质韧

皮润，易于反鞭撩挑、滑鞭袭头等梢把兼用招法，加上戳、

点、捣、挑、抡、劈、搅等技法，手杖成为实用武器——鞭

杆。我国古代民众多处“纳罢官家粮，便是自在王”的自

组织生活状态，生活是除生产外自在的主体。在血缘社

会结构中，虽经“编户齐民”，却始终“聚族而居”，“孝悌”

生活关系重于“忠信”生产关系，生活中遇到需要拳脚防

身的生死攸关事件十分有限。在文化大背景中，虽有“小

说教”蛊惑，终不及“三教”辖域，使习武人力求文武兼备。

特别是在老子倡导“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人

应“全性保真，不亏其身”而“贵生”；孔子主张“躬行忠信”

“仁义在己”，人须以君子为榜样，“正心修身”而“知命”；

庄子力荐人可经“无己”“无功”“无名”而达生命自由的

“至人”等（葛兆光，2001）179-187影响下，习武人持武向度逐

步关注生命、注重日常生活。

在块茎空间中，各种因素均会潜移默化使文化事项

出现适应性、特定性和多维性。拳种在特定地域被习武

人创造出来后，不会完全沿着线性方向发展，最终要依照

蔓生方式寻找适宜的生存空间。比如，马步在南拳中为

守势的稳桥硬马，在翻子拳演变成攻势的四六步；条子仅

为阳手灵活滑动，鞭杆中平增了阳手与阴手频繁转换；南

拳在福建省为咏春拳，在江浙地区被称为船拳，广西壮族

自治区则称之为十八路桩；“北腿之杰”的戳脚在河北省

分化为饶阳戳脚、肃宁戳脚、蠡县戳脚等。习武人不时遇

到如南宋临安府的角抵社、相扑社等社团，由于只有具备

一定武艺水平者才可入社（郭玉成，2019a）240-241，由此构建

了块茎化的尚武、育武空间。在德勒兹看来，人类社会中

存在诸多块茎“高原”，每个高原都有自己特定的环境，各

种事物需要特殊的方法进行处理。各块茎高原是并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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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形成多质并存的空间。习武人的身体空间除了主体

将情境性体验的含混性注入均质性空间，并借此承认自

身同处于其他情境的他人得以发生空间性关联的过程

（温权，2020），更有身体素质、技能状态、掌握程度、创造

能力等差异，这加剧着块茎空间的差异性。同为枪术，因

身体差异，明代就有石沙杨马少林冲斗六家枪法说（吴

殳，1939）15。郑若曾（2017）557列举了“使枪之家十七”，仅

杨家三十六路花枪便衍生出大闪干、小闪干、大六合、小

六合、穿心六合、推红六合、埋伏六合、边栏六合、大封臂、

小封臂等。此外，还有河南枪、关东枪、峨眉枪、山东枪，

以及六合枪、八母枪等。身体空间在“习惯的身体”作用

下，与“当前的身体”结合成为新空间，如足球运动员做出

的每一个动作都改变着场地的外观，并力图在这里建立

起新的力线（莫里斯·梅洛-庞蒂，2010）252。使不变的场地

频现多变场景一样，相同的武术技法则被习武人演绎出

各异的拳种。德勒兹形象地用“山川是对地壳构成性压

力的一种解决之途，钻石则是另一种解决之道”比喻不同

主体对事物处理方式的确存在很大差异。对于生命体而

言更是变化无穷，演化并没有先定的进程：演化发生于一

个开放的系统之中，而且它自身就是一个开放系统，它以

所谓“探头”试验的方式来运转，以经随机应变而偶然产

生的生命形态去试验，然后试验不同的有机结构与各种

行为模式，看它们能否在既定的生存环境中生存下来（尤

金·W. 霍兰德，2016）25。人在对环境运用“探头”探索中，

通过试错，最终方能找到一个与时空相适的反应行为，表

现出极为复杂的行为体系。

2.2 习武人巧用的块茎思维

从生物人到社会人演化中，既有线性的树状思维，更

有非线性的块茎思维，而块茎思维是促进人类文化演化

的重要思维。树状与块茎思维共同作用于习武人，习武

人被树状思维辖域时，总会存在块茎思维的解域。

1）习武人深受树状和块茎思维叠加影响，确有百人

百样的想法、练法。武术从身体权力逐步滑落至身体生

存，再提升为身体资本，其身体的层累变异表现出树状思

维的强大影响。在树状思维引导下，习武人秉持一统思

维，借其力强化自身的身体行为。习武人借传统哲学解

释拳理、指导武术实践，从而避免被淘汰的结果。同时，

由于习武人身体层累，武术渗入各种块茎空间，习武人再

次巧用商业、节庆、仪式等契机，通过武术实现着个体的

“脱序”（张震，2019a）17-96，从而获得了块茎思维的自由。

2）习武人的块茎身体决定着其身体体验，进而影响

其思维方式。在习武人的身体状态、身体体验基础上建

构的块茎思维，影响着习武人的身体意向和身体创造向

度，实现身体-思维合一。当体验到硬冲直取“六大开”的

益处后，主攻思维强化习武人完善拳势刚猛的八极拳；在

体会到“避正击斜”走转技法后，“伺机进攻”成为主导，主

守思维使习武人采取迂回走转的八卦掌。习武人秉持何

种思维又决定着拳种的技术取向，无论是“手是两扇门，

全凭脚打人”，还是“起腿半边空”的技击思维，都会影响

腿法截然不同的使用频次和方式，如戳脚与南拳有明显

不同的腿法。最为典型的是太极思维，指导着太极拳和

引导着武术的持续发展。

3）特立独行的习武人方能安身立命。武术中的师徒

被演化为拟血缘关系，徒弟必须遵师徒之伦。然而，这种

关系遏制着徒弟的创造力。人固存的块茎思维拥有顽强

的力量，遇到机缘块茎逃逸线便巧妙地影响文化事项的

向度，徒弟学成而立之刻便是其重大创新之时。树状辖

域化和块茎解辖域意识并蓄的习武人，独行屡创新的块

茎技法。即使是受益于特定拳种，也会有“张三丰既精于

少林，复从而翻之，是名内家，得其一二者，已足胜少林”

（周伟良，2009）63的倾向。

德勒兹认为，认知系统并不仅是一个封闭的大脑，由

于神经系统、身体和环境是不断变化和相互作用的，真正的

认知系统是包含三者的一个同一系统（韩桂玲，2011）165，

因此，思维表现出实在的身体性。“无反思的身体”在“生

命场”中充分发挥了身体体验的“原初性”，在梅洛-庞蒂

看来这是最真实的身体认知，是意识形成最可靠的基础。

块茎思维无刻板规定，在“生命场”中通过身体体验感知

世界，被身体塑造为非特定化，形成相应的身体认知、思维

类型与向度，两者无限循环，彼此影响。习武人在普遍缺失

实战技击对象时，其技击思维和能力必然受到制约。习

武人却时常进行教化、养生等身体实践，这种原初性的身体

体验明确告知武术存在非技击的塑人作用，习武人不约而

同地凝练着修德、健身思维，该思维进一步驱动着“反技

击结构”逃逸线渐成趋势，推动着武术向非技击方向发展。

2.3 习武人富有的块茎动力

求生存动力。习武人在强烈的竞争意识作用下，各

门各派相互比较，彼此竞争。在习武人以武为生的年代，

拳种是否被认可和认同至关重要。师父所习拳种的名望决

定着求艺门徒数量的多少。内家拳在明代“流传于陕西，

而王宗为最著。温州陈州同从王宗受之，以此教其乡人，

由是流传于温州。嘉靖年间，张松溪为最著，松溪之徒三

四人，而四明叶继美、近泉为之魁”（郭玉成，2019a）281-282。

再如，镖师所持拳种的社会声望直接决定着镖局的经济

效益，“民国初年，某镖局因无人代其‘亮镖’，即使生意上

门，亦不可轻易应承，后延聘河北‘戳脚翻门’高手吴斌楼

代其‘亮镖’，方在镖行立足”（韩红雨，2015）161，此乃求生

存的欲望。德勒兹认为，欲望是不受理性主体限制的生

命实在，遵循非意指符号系统的生命冲动，作为生成的起

点，赋予欲望以生命的力量。欲望因缺乏而生，以“我能”

而盛，这种实在的内在动力随着身体体验范围的广泛和

深入，身体认知的扩展，身体欲望也越加强烈（韩桂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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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2-121。中国武艺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偃武政策导致

各门各派的“秘法”隐传于民间社会中（龚茂富，2018）75。

块茎身体-思维的生存动力成为习武人谋生图存的基本

动力，面对武禁，部分习武人自我“脱序”成为游民，游民

进入城市之后，逐渐发现自己有文艺天赋，于是从事一些

娱乐工作，成为第一代江湖艺人（王学泰，2012）。游民中

“身上有把式”的习武人则发掘自身潜能，将击技术改为

“单刀破花枪，拐子破棍”（连阔如，2019）221适于表演的套

路，或修神养性易于“大隐”的功法，以便立足。

谋发展动力。名与利同为习武人谋发展的动力。武

举制以“文武兼备”的考核方式选拔了文武兼能的将才，

习武人由此入仕。扬“国术”、鼓“民力”催生了“泛学博

通”的国术馆，涌现了众多人才。古人早已明白身体资本

的重要性，习武练剑“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

矣”（周伟良，2012）10，日渐完善的武术结构和功能是身体

资本转化的重要手段，以特有击技术求长寿、修德行成为

驱动武术非技击线性发展的主导动力。特别是火器逐渐

取代冷兵器之际，习武人必须另谋出路。“梅花”已成为

“开道度人”的一个观念符号，是对原教门文化中“神道设

教”的延续（周伟良，2012）119，类似梅花拳发展的各种欲

求逃逸线广泛存在，这规定着习武人身体资本转化方向。

比如，习武人另辟蹊径，持游戏化理念使武术演练涌现出

“周急快”“赛关索”“挂子”等人，他们再现“七圣刀”“扳

落”（孟元老，2010）132-135等花法武技，以取悦观众；习武人

在江湖化营生中，以“合吾”开道、刃不染血，利用绿林人

际互动规矩，以求营生效益；习武人在休闲化旅程中，将

“闲来造拳”的太极、气功运动用于消遣，塑造着人的健康

身体资本。习武人在发展各异拳种过程中，逐渐显现出

块茎趋向：1）易变、流动的武术文化形成文化涡旋，涡旋

力克服了静态的稳定和恒常，便于频繁接触各种块茎空

间和思维，表现出更为灵活的生成性和广泛的异质性，成

为繁多拳种并存的文化事项；2）在我国养生文化氛围中，

各类身心兼修的武技能够满足生命塑造之需，使之成为

国人普遍采纳的养生手段；3）武术借助母文化的助力，增

加自身的文化含量，且逐步生成身体化哲理，如身体伦

理、身体太极、身体五行，拥有了更为深邃、鲜活、具体的

教化价值；4）生活文化作为武术之壤，派生出大量的板凳

拳、峨眉刺等生活化武术器具，催生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

武术形态。由此，块茎趋向的“以搏娱人”“以搏完人”“以

搏塑人”武术不断萌生。

3 块茎中异质交融的武术发展

3.1 差异性块茎造就异质交融

块茎显现差异，差异性为客观存在，差异性带来异

质，造就了复杂的非线性块茎，当力求有序的线性发展难

以应付之际，异质交融将复杂的非线性带向了有序发展

之途。异质交融益于事物的坚实和稳定，德勒兹用纤维

纵横交织的毡制品喻之，如果再加上一些其他种类的“纤

维”，那么这种“毡制品”将会更加结实。这不仅可防止过

度的块茎横生，更能帮助文化事项不断树状化成熟。中

国传统文化得益于儒释道、诸子百家交织之毡，方无断

裂、绵延千载。德勒兹认为，只有人类能在异质成型层运

用各种方式和方法将不同的事项有机地交融在一起，使

多维异质交融的文化成为人类可以依靠的坚实、立体的

文化。墨家团体培养出来的士人，兼具了侠气、武功、辩

才和军事外交能力。这些能力使得士人成为战国时期非

政府团体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张震，2019a）67，由此奠

定了习武人效仿的人格模范。块茎将丰富、差异的资源

纳入视野，通过与异质交融，实现优势互补，巩固成型的文

化，生成新事项。梅洛-庞蒂认为，人不仅受不可避免的

“位置空间”影响，更受变化多端的“情境空间”制约。如

两宋金元时期，李杲导引养生、朱震亨静功养生、刘完素

“内丹术”和张从正“导引按跷”组成的“金元四大家”（郭

玉成，2019a）244殊途同归地构建了养生异质层，拓展了武

术结构。武术与差异性的块茎事项交织出教化之器、仪

式之术、贵生之道、祛疾之法，使之成为文化之毡的经纬

线。拳种也不自觉地编织着自身经纬线，红拳象形取义、

寓形于法、增加力度，变“击膊拊髀”为“击膊击髀”正是多

维特质交融，确定了红拳早已是一个名势套法十分齐全、

深受人们喜爱的中国古代武艺名拳的地位（杨宝生，

2006）7-18。长拳表现尤为显著，在交融了查华炮红优势

后，成为普及率很高的拳种。当前，块茎越发丰富，社会

文化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武术逐渐与健康人力资本、人

体艺术、现代传播媒介、产业资本等异质融合，非线性地

无穷生成了丰富的新属性。

3.2 异质相吸是异质交融的基础

自然、社会、文化共同遵循着异质相吸原理进行异质

交融。异质是一种自身欠缺的成分，异质缺乏能激发享

有欲，成为进行异质交融的初始动力。沧州之所以拥有

50多个拳种，便得益于异质相吸意向和机缘。据《沧州武

术志》记载，大名府武士李天祥流落南皮，被收留作护院，

所习“唐拳”令人惊讶，相邀授拳，唐拳落户于沧州。再

如，一游僧携“阴手枪”化缘至高阳，被富家留居而得此

技，后将此技传给了李占魁，“阴手枪”入籍沧州。经初始

动力的启动，异质频繁地交融，而异质交融的结果是生

成，新的异质再度呈现。确如德勒兹所认为的那样，生成

就是创造，或为制造差异，制造新事物。生成擅长“绘

图”，绘图避免了照相、临摹等简单的复制性再生产，强调

文化发展是持续创造性的文化再生产。擅长绘图者总被

异质吸引，不断采借异质，使异质事项彼此建立新的联

系，习武人绘制镖师图景中，武术被白银货币塑形，身体

与白银在这一意义上相互映射的内在逻辑关系（张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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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a）112，促成了使鞭杆的晋地镖师、惯骑射的临清镖客、

擅船拳的江浙镖头格局。在德勒兹看来，生成不是一种

带有既定目标的征程，它也从不以到达某一目的地为根

本。的确错杂复杂的生活关系，导致人借助这些活动来组

织与自然、与他人关系交织中自发呈现出来的意义（莫里

斯·梅洛-庞蒂，2000）32，在异质交融创生中无意间实现了

习武人的阶段目标，丰富了武术“球体”维度。缠海鞭杆

汲枪、棍诸法后弥补了鞭杆之短，通背劲使鞭杆平增刀之

猛、剑之锐，成就了其特殊风格和地位。异质交融的生成

乃是一种不断游走，类似于牧民在无路的游牧空间游荡。

它从事物的裂隙处越出，从事件的破碎处逃逸，从而指向

比域外更遥远的域外（张中，2016）。

德勒兹认为，一匹赛马和一匹耕田的马之间所存在

的差异，要比一匹耕田的马和一头牛之间的差异更大（张

琦，2015），赛马虽属马，但它不能耕作，仅是供人们游戏

的玩具。马与牛的差异虽大，然耕田的马与牛是完成相

同任务的工具，为“集群归属”。在红拳诞生后，师宝龙一

创“师宝龙拳法”，二创“八卦步法”，三创“狮子圆边踩”。

被张清阳东传的红拳，逐步演变为无撑斩、无雀地龙、无

二路红拳（杨宝生，2006）19-21，为与异地同质拳种交融的集

群再产生。从陈王廷所造拳套看，陈王廷受戚继光影响

很大，单是从戚继光《拳经》三十二势中就吸取了二十九

势之多，因此有人说太极拳的编造是以《拳经》三十二势

为基础的（邱丕相，2008）133。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表现出

巨大差异，竞技武术应以文化归属为要，选择差异虽甚，

然具异质相吸的传统武术进行同文化集群延承。

3.3 异质交融的武术存在

源自于生命冲动的身体文化更具有稳定、持久的生

成和发展能力。德勒兹发现，生成事件是由身体引起的，

而身体及其属性、身体性混合和非身体性事件，都存在于

现实之中，影响着其他身体，促成了其他身体新的混合。

比如，吴钟返回沧州孟村，将吴家拳与太宗拳、太祖拳、桃

花散等技法与八极相融，形成了开门八极，突破了门户边

界。生命就是从这种纯粹差异的流动开始的，这种纯粹的

差异是生成的冲动，是区别于他者的倾向（陈永国，2004）。

习武人借天人合一理念，容太极、阴阳、五行和八卦等关

乎生命的理论于击技术，不仅完美地融合了中国古典哲

学智慧，而且实现了生命冲动之“象”向生命塑造之“理”

演化，促进了技“搏”向武“塑”化生，帮助了习武人“亮拳”

与“藏拳”转化，推动了武术“持戈”向“止戈”升华，使习武

人在“乡间为安善之民，入社会为忠勇之士”中成为上报

国家、下安黎庶的合格社会人（戴国斌 等，2021）。当前，

各类竞技、健身、娱乐、演艺形态的武术日盛，传统武术加

速演变，仅太极拳就生变出几十种，并被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生命流动于差

异的块茎空间中，或顺势从一个块茎空间流向另一个空

间，或逆势泵上新的空间，或穿行于各块茎之间，以寻找

适合的生存之地，处处表现出德勒兹所强调的“内在性生

命能量”。习武人在“差异空间”中，通过博弈、对抗、融

合，对军事生产异化后的武技，利用块茎空间的人文资

源、身体意向，人化出超越生产空间的，丰富、立体、具象

的生活实在，其表现为：1）习武人延续人之生物性，身体

顺应内在攻击性将攻击行为技术化，再现着人类共有的

技击；2）尊重生命的习武人，改变耗能的身体活动，与异

质的修身养性交融，横生出蓄能、符合生命塑造规律、有

益于生命质量的特有养生术；3）习武人借专有技术和方

法遵循身体运行之序，改善生命节律，提高生命质量，通

过竞技展示人的本质力量；4）习武人主动地将武术锚定

于“伦理系泊点”，使身体行为借浩然正气，以武德、武礼、

武戒将武术升华为独有的教化程式；5）习武人应资本之

需，将武术应用于社会实践，当武术从“伐人武术”向“娱

人武术”和“完人武术”转型后，实现了武术文化财富的创

造性再生产（陈青，2018）。武术的演化是块茎与树状融

合、异质与同质交融、生活与生产交织的历史，是依循“以

搏塑人”之脉，从生产走向生活，进而反哺生产，生成营

生、养生、贵生等多维递进的武术。

4 立体探析武术本质

4.1 无穷生成是本质的源泉

本质表达主体与客体特定关系和动态存在，是一事

物区别于其他事物固有的基本特质。在事物发展过程

中，通过自然积淀、自觉抽象进行本质的凝结。在人体文

化中，还存在着生命“流变”与思维“冲创”的身体-思维整

合流程，以动态形式进行着创造性生成。存在就只不过

是生成的一个短暂、附带的且多半是错觉的中止（或“收

缩”）；而生成则总是首要而根本的（尤金·W. 霍兰德，

2016）19，即使是这种生成稍纵即逝，也是无穷生成的节点

凝结，延续为习武人非线性身体-思维的动态存在。习武

人习练的技术表象背后潜伏着无限的生命冲动和身体创

造，习武人以身体的无穷生成表达着生命意向，生命借无

穷生成的身体行为探索存在的多元“解决之道”。一维技

击的武术本质，难以全面反映流变冲创、异质交融、多质

存在的武术“高原”。本质是“被设定的概念”，其中的诸

规定只是相对的（余玥，2018），同时不断更迭。以往对武

术本质的认知，存在用研究生产活动、文献典籍等“强制

性阐释”的“本质先于存在”的线性逻辑来研究人及文化

倾向。而研究人的本质应该遵循“存在先于本质”的逻

辑，通过块茎化生活的习武人身体的“主体性阐释”进行

探究，即人必须首先确认自己怎样存在，才能根据这一存

在规范或构建自己的本质（顾善光 等，2019），块茎下习武

人塑人的生命冲动、无穷生成、身体行为和技术实在等动

态存在，才是武术安身立命，凝结本质的基础和根本。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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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人既不惜生命代价追求技击能力，练就“身体武器”，更

珍惜生命，运用“身器”以求养生、教化、悟道、交往、娱乐

和竞技，以不同形态表达着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和运用，如

此丰富的武术存在，不宜以偏概全地仅以生产关系中的

技击为源，应充分尊重习武人的生活关系。

4.2 块茎辖域化的属性聚合

中国武术是一个由简单不断走向复杂的过程，一个

从“技击”走向“文化”的过程（王岗，2019），武侠从以武行

侠到武侠们拥有勇武、正义、守信、忠实、打抱不平、舍生

求义的文化品质（郭玉成，2019b），体现着习武人被教化，

最终将武术人教化成生存环境中的“强者”、社会生活中

的“能人”和生命意义上的“英雄”（唐韶军 等，2016）。“能

人”们不断拓展施展场域，并创造了以往历史上不存在或

不成型的三大类武术行业：保镖业、绿林业、武师业（张

震，2019a）1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术进一步延展，

竞技类、教育类、演艺类、健身类不断涌现。这是习武人

从生物属性向社会、文化属性历时性块茎辖域的写照，习

武人早已僭越了人的野性，文明成为武术文化的根本属性。

块茎空间中，块茎力对人产生特定的辖域化。辖域

化通过覆盖性编码，以强制或诱导等方式对习武人塑形、

塑神。习武人也主动地面对纷繁、流变的块茎辖域，通过

身体积累进行“专家技能”适应性改变。其中，块茎武术

自身特定的技术结构编码和程式化习练模式为辖域化

“浓稠剂”，促使“套路”符码成为我国文化的重要有机构

件。多重的覆盖性编码交织控制着习武人，促使习武人

将伐人、娱人、完人三维并蓄的“塑人”凝聚为武术“球体”

核心。有辖域，必然存在解辖域，惯习行动似辖域，反动

为解域。在阿伦特看来，人们之间的行动和反动决不会

封闭在一个圈子里（何静，2020）183。习武人的创造欲望永

在，他们运用智慧和身体能力，不断以创新技术和拳种为

解辖域手段。习武群体无意间以德勒兹“无器官的身体”

的“无我”实施解域时，采用“无为”“忘我”块茎思维，实现

了“无为无不为”。例如，《清稗类钞·义侠类》（徐珂，

2010）2842记载“疏财尚义”、助力“维新变法”的王正谊；具

备高尚民族气节且文武兼备，著有《祛病延年二十势》的

王子平等垂范和引领，促进武术实现习技击之术而渐获

不战而胜、练养生之法而渐趋自然中道、循教化之仪而渐

悟身心合一等再辖域塑人之“大为”。

4.3 多维凝结的武术本质

中国独特的、块茎色彩浓郁的自然、人文环境全方位

地塑造了习武群体的“贵和尚中”品质，使武术走上了多

维凝结之路。

武术原本是立体的，立体的本质方能综合地反映武

术全部属性。多维是从平面走向立体的肇始，是非线性

块茎多质客观存在的表达，立体化可全方位体现武术本

质。对复杂的人和人所创造的文化，特别是块茎化的习

武人身体-思维创造出的“球体”武术，须以非线性逻辑从

多维度探析、揭示以身合象、以象像身（张震，2019b）的

“非可见光”武术，再现内隐、拟象生成和存在等多维属

性，重新诠释武术本质。

复杂的“习武存在物”是通过武术技术，将生命进行

不同形式的对象化，以特定的生命对象性活动，凝结武术

的本质。马克思（2000）104 认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

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不是对象性存在

物就没有生存价值。人是一种进行动态对象性活动的存

在物，对象性活动就是人的本质（肖宁，2019）。人时刻都

以人化方式进行着与生命对象的关系构建。在习武人生

活层面，习武人通过养生使“身体器具”与生命塑造完成

兼修式的对象性链接，通过教化将程式化“身体道具”与

伦理实现交互式的对象性衔接，通过技击构建起了“身体

武器”与竞技对手进行较量式的对象性契合。如形意拳

通过五行相生相克，使生命对象化衍生为身体五行；太极

拳巧借阴阳转化，使得生命对象化凸显身体太极；八卦掌

运用乾坤易变，使生命对象化生成身体八卦。这类凝结

突破击技术的桎梏，再现出相应的养生之法、修心之道、

竞技之术。目前，养生、修心和竞技三维构建了习武人与

生命体多重、稳固的立体化对象性联系。武术之所以从

单一的击技走向多维的塑人，是作为习武人的身器遵循

着德勒兹的“人们从中学到让身体变成武器，但也学到不

用这个武器……战士学到‘不战’，自我学到无我”（刘宏

亮 等，2019）规律，在生命对象性活动中，以不战为“上手

状态”（马丁·海德格尔，2018）102的“无我”身体专注于持

武贵生向度，使武技得到无限衍生和升华，主导了武术与

其他人体文化的不同表象。只有用武技连接生命，持武

维护生命，生命才纳入武术范畴。只有将武技用于生命

塑造，武术才根本地完成了文化“脱域”，走向文明。当击

技术仍拘泥于“拳拳见血”的生命冲动时，野蛮犹存。武

术则僭越“一招制敌”，在弘扬“点到皆止”中，共生、融合、

演化出“德技双馨”“以搏塑人”的生命塑造属性，文明凸

显。这才是武术“脱域”于搏击类人体文化，成为文明武

术的根本，成为凝结武术本质的依据。

茎生根、根生茎，根茎无常浑然一体的块茎，恰如“人

之习于艺，如鱼在水，忘其为水，斯有游泳自如之乐”。达

“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的自由心灵和精神超越境界（余

英时，2010），游与艺互生，方得“心与道合”。擅长“游与

艺”的习武人，在无搏击对象时，模拟技击亦为养生或教

化的技术；欲技击必先强身修德；养生练就的精湛武技可

强身亦能技击；教化所塑武德乃强人、能人之道，衍生为

“击于塑”，完成生产性超越，使习武人在“无边界”的生活

空间将块茎武术打造为极具包容性的塑人武术。无穷流

变、生成的武术同层共存、无需逐层派生，异层相吸、层间

无隙交融，“无我”的习武人在“去层化”中使得多质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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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相得益彰且融为一体，凝聚出塑人内涵，体现着有

序、有益、成熟、普世的武术文明。使之无愧于“外忧内

患，武术是国家的身体权力，国泰民安，武术是国家的身

体资本”（陈青 等，2020）。因此，多元、动态生命对象性活

动决定着武术不以树状、平面、单质生产为唯一，而是块

茎、立体、多质的生活文化事项。如此看来，武术本质是

习武人的主体自我对客体自身，以无穷生成、交互共融的

武术技击技术，进行生命塑造的对象性活动。细究之，主

客合一是基础本质，流变的武术技法是中坚本质，生命塑

造则是终极本质（李济琛，1996）。立体的武术内涵包容

多维，有搏击技法的表象，更有内隐、核心的塑人目标和

价值，故武术本质趋于“以搏塑人”。

5 结语

只有回归到习武人的生活之中，以生活为基点，通过

习武人块茎生活中的身体、生命和武技存在等多维关系

探讨，方能正确地认知武术的本质。富有生命活力的身

体，在瞬息万变的非线性生活块茎空间中体验迥然、认知

差异、创新生成。尊重习武人的身体实践，尊重习武人的

生命观，尊重武术的多元表现，尊重武术的客观存在属性，

是客观地剖析武术本质的根本。确立武术“以搏塑人”的

本质，武术便会在合理、客观的内涵指导下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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