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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所謂的「武術」文化，乃是隨著人類歷史和文明一起發展的「動作性文化」。和文學不同，武術文化的傳承除了文字和書

面外，尚能透過肢體動作來保存。本論文的主題就是透過解析中國武術文化來以比較台灣及日本的武術，並找出共通點和

相異點。 本論文的內容首先是以東方武術之源流-中國武術為基準，分析武術中的文化要素，再以這些要素來解析台灣武

術（拳）及日本武術（武道）。台灣武術的別稱為「拳（quan）」，台灣武術家也被稱為「拳頭師」。台灣武術發展和台

灣開拓史有相互關聯。隨著台灣拳的發展，可以明顯看出台灣民俗、人文和歷史間的關係。而且透過台灣拳文化，還能發

現其中有繼承自中國武術的部份，以及學習自日本武術的特點。 日本武術被稱為「武道（bud?）」， 乃是日本武術和「

道」的結合。讓日本武術具備了藝能性質。此外，武道的誕生也和武士道文化有關，武士道思想改變了型態並和武術融合

。對日本文化而言，我認為武道乃是聯繫過去文化和現代社會的橋樑。 台灣和日本有各自的文化圈，對於武術文化的結構

，系統和理念也保有各自的特色。而透過文化交流又能學習彼此的文化，進而發展出文化共通性。在現代社會，武術文化

開始國際化，武術文化的交流、保存以及進化，將會成為新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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