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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傣族孔雀拳的发展与传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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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雀拳是傣族武术的代表性拳术，属于象形拳种，其历经了不同时代的发展与流变，目前正面临

着严重的生存和传承危机．因此，剖析了傣族孔雀拳的起源、发展及其面临的困境，同时提出为傣族孔
雀拳提供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拓展传承人发展空间，丰富孔雀拳的传播载体，以及扩大孔雀拳的受众

范围等策略，以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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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传统体育是多年来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生
产技能以及民俗节庆等的高度凝练和生动展示，并

逐渐成为他们健身娱乐的项目．而具有鲜明少数民
族特点和文化底蕴的云南傣族孔雀拳则是傣族武术

的代表性拳种，它的形成与云南早期傣族的土司制

度、宗教信仰、原始自然崇拜、自给自足的生产生

活方式，以及传统节日庆典等有关［１］．虽然传统
孔雀拳的技法能够满足早期傣族民众的健身、娱乐

等需求，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目前孔雀拳已面临着

发展与传承的巨大挑战．因此，本文拟通过对孔雀
拳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制约其发展的因素进行分

析，同时探讨解决其发展困境的思路和对策，旨在

为傣族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参考．

１　傣族孔雀拳概况

１１　孔雀拳的起源
傣族孔雀拳的起源于可以追溯到历史悠久的汉

代巫术文化．换言之，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
州的傣族孔雀拳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与早期的巫

术文化和祭祀文化密切相关［２］．当时，巫师为了
控制人们的思想，笼络民心，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

目的，利用孔雀拳向傣族民众灌输具有巫术色彩的

封建迷信思想，这也是古代傣族孔雀拳能够发展的

思想根源．此外，当民间举行大型祭祀活动时，其
中就有孔雀拳的表演，于是孔雀拳逐渐获得傣族民

众的喜爱和认可．



１２　孔雀拳的内涵
孔雀拳是云南德宏傣族地区最具民族特色的拳

术之一，主要流行于德宏的傣族地区，由于其拳法

与孔雀的动作和神韵极为相似而得名，属于象形拳

种，它是傣族民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通过细心观

察和模仿孔雀的动作和神态，并融入傣族传统武术

的基本技法而创造出的一种拳术．孔雀嬉戏追逐、
饮水啄食以及开屏求偶等经典动作的巧妙运用使得

孔雀拳刚柔相济、优美协调．值得一提的是，具有
文化内涵的孔雀拳既保持着傣族传统武术的特征，

又巧妙地融汇了孔雀舞的动作和神韵，其在傣族传

统体育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１３　孔雀拳的特征

孔雀拳的形成和发展与傣族文化密切相关．云
南傣族独特的风俗习惯、佛教信仰以及土司制度等

众多因素无不影响着孔雀拳的发展和衍变．首先，
孔雀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早期的孔雀拳着重模
仿原生态的孔雀动态和神韵，意在突出傣族拳术的

攻防特点和宣传傣族文化．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
经过精心改良后的傣族孔雀拳更能满足人们的健

身、休闲娱乐等需求，其技法的复杂化和节奏化使

其在展演时也更具趣味性和观赏性．也就是说，孔
雀拳的功能已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武术逐渐演变为

武术竞技和舞台表演．其次，孔雀拳的风格在一定
程度上受到地域的影响．例如：从孔雀拳的动作到
拳法的顺序等，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拳法特征．
最后，不同的表演者具有各自独特的动作特点．由
此可知，孔雀拳既保留了傣族的民族特色，又促进

了拳术的多样化发展．
１３１　时代性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孔雀拳会表现出不同的特

点．早期的孔雀拳作为傣族武术对外交流的代表性
拳种，肩负着宣传傣族传统文化和强身健体的职

责．从拳法上来看，其则重点体现在展现傣族武术
和孔雀曼妙的形体动作、神态等特点．其动作要领
多注重手掌、肩肘、膝盖和脚跟的弯曲变化，在步

伐上主张稳健，招法上则讲究灵活［３］．而现代孔
雀拳对技法和套路的繁简度进行改良，不仅吸取了

其他拳种步伐和技法之长，而且保留了早期孔雀拳

的招式特点．从孔雀拳的行打线路来看，早期的孔
雀拳多为直打，现代孔雀拳行打方式和路线则是由

东南西北４个方向进行：孔雀拳原地起式后，首先

向前以马步冲拳，撤步右转身冲拳，然后上左步冲

拳，退步，紧接着连出两拳再转身砸拳，接下来踢

侧步连击３拳，最后同时转左右手向下砸拳，收
式．在此过程中，孔雀拳方向自东始，转为南面，
接着由西转北，收式回到原地．此外，经过改良后
的孔雀拳与其传统拳法相比较，招式和技法更加科

学规范，观赏性更强．
１３２　地域性

孔雀拳在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风格特点，尤其

是在边沿的行走路线上表现最为明显．例如，云南
德宏芒市的杨四创编的孔雀拳在拳法和行走路线上

都与其他地区有所差异，其表演线路是：原地起

式，以孔雀步伐在表演场地上绕行一圈，转身右行

至场地的右前方，经过场地前方直行至左前方位

置，随后转身斜行回到表演场地中间，再竖直至场

地的正前方，以孔雀开屏的经典动作行至场地的正

后方，然后像鱼跃龙门般凌空跳跃，落在场地的左

后方，随后在空中翻身斜打落至场地的右前方，最

后回到原点收式［４］．云南德宏盈江地区孔雀拳的
行走线路与芒市地区不同，该拳法先由南转向西，

随后由北转向西，最后回原点收式．而云南德宏瑞
丽的约相创编的孔雀拳，其行打路线也与其他地区

有所不同，他的打法普遍遵循 “小四门、打八方”

的原则［４］．总之，不同地域孔雀拳的打法不尽相
同，既体现拳师对孔雀拳拳法的潜心钻研，又彰显

了傣族武术的独特地域性．
另外，不同地域代表人物孔雀拳的操练风格也

迥然不同，特别是在神态和动作上差异较大，原因

是他们对拳术的理解以及个人素质不同所致．从眼
神来看：杨四的眼神平静时坚定，移动时利落；旺

腊的眼神平静时敏亮，移动时灵活；而约相的眼神

则是平静时温和，移动时彰显活泼．从动作来看：
杨四的拳术招式苍劲有力、舒展开阔，手势利落，

步伐干脆，更符合竞技的要求；而约相的动作大方

朴实、温顺淳朴，更具傣族的民族特色．
１３３　运动性

孔雀拳的习练者经过高强度的训练，可提高其

心肺功能及呼吸能力．此外，由于习练时需要意
识、动作和呼吸之间的默契配合，才能使得该拳术

风格独特、张弛有度、动静韵味无穷．因此习练孔
雀拳能提高人的反应速度、肌肉力量和柔韧性等，

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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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雀拳动作风格来看，许多拳师历过长期的

观察和摸索，将孔雀日常生活中的动作和神态融入

到拳术套路中．因此该拳法上身多以掌、拳和刀等
手法为基础，下身多以弓步、跪步、歇步及四平马

步等步伐为根基．手法灵活自如，步伐轻盈有力，
全身整体起伏节奏有序，从而带动人体各部分关节

的运转．动作娴静时刚柔相济，行动时虎虎生风，
身法与步调高度和谐．此外，不同的拳师又有其自
身的特点，有的动作犹如一只在水边闲庭信步的高

贵孔雀，有的像一只威风凛凛的下山猛虎，而有的

则展示出傣族独特的 “三道弯”（指身体、上肢和

下肢的三道弯）造型．习练者跳跃灵便、步伐轻
快，表现出机敏与沉着的风格．由于 “三道弯”

造型以人体拜佛的动作为基础，因此习练者肢体动

作灵动而柔美，展现出人体的曲线和柔韧，具有独

特的美感．另外，还有民间拳师将人体部位与孔雀
拳的 “三道弯”造型结合起来，通过挺胸、抬头、

收腹、提跨等动作，表现出傣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自信和向往，这也是孔雀拳的独特亮点．

２　傣族孔雀拳的发展变化

２１　孔雀拳的发展状况
孔雀拳是云南德宏傣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

中，通过对孔雀的形态和神态不断观察及模仿而创

造出的一种拳术，该拳术既保持了民间民族传统武

术的特点，又融入了孔雀的动作要点，极具傣族的

民族特色．
孔雀拳的发展与早期傣族人的原始自然崇拜密

切相关．当时云南德宏的傣族人认为日月、风雨以
及动植物具有灵魂，于是模仿动植物的生活习性，

创作出许多舞蹈和拳术．而孔雀代表着美丽与智
慧，加之傣族人喜爱孔雀的窈窕婀娜的身姿和雍容

华贵的气质，因此他们不仅喜欢饲养孔雀，还钟情

于模仿其动作和神韵，并将其融入拳术之中，以展

示他们宽容随和、活泼开朗的民族性格．此外，傣
族人民历来注重文化传承，其中习武是每一个傣族

男子的人生必修课．在傣族的早期历史中，民间流
传着一种说法：男人的一生必须要当和尚学知识、

纹身以辟邪和习武强身健体这３件事．因此傣族男
孩自小就跟随武师习武，客观上促进孔雀拳的发

展．另外，早期傣族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他们有
充足的农闲时间习武，为推动孔雀拳发展创造了

条件．
随着时代的发展，孔雀拳经过不断改良，既保

留了传统傣族拳法的攻防特点，又吸取了其他拳种

之长，同时融入了许多能够满足现代人们健身和审

美需求的多种元素，其已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目
前，在竞技体育不断发展壮大的背景下，我国很多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正面临着生存和传承危机，甚至

出现部分根植于村寨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其

发源地也难以窥其真容．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只有与现代体育及其他元素相结合，才能获得新的

发展机遇．例如，约相在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的拳法表演中融入了孔雀的动作，因此

而获得肯定．此后，他分别在第三届和第五届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及云南文山体育运动会上

三度获奖．然而，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做好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需要每

一个体育工作者深入思考和不断努力．
２２　孔雀拳的发展因素

孔雀拳起源于云南德宏傣族聚居地，而孔雀拳

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１）土
司制度的影响．在傣族历史上，傣族人民创作了丰
富的文学典籍和音乐舞蹈等传统文化．由于当时的
土司制度十分注重对傣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因此

许多关于孔雀文化记载的经史作品都被保存下来．
２）宗教的影响．傣族信仰佛教，早期佛教由邻国
缅甸传入我国云南德宏后，在流入的经史典籍中，

有大量关于孔雀的描绘和记述，这些文字和图片无

疑有利于孔雀拳的形成与流传［５］．３）巫术文化的
影响．在古代，由于德宏的傣族民众认为万物有
灵，十分重视节日庆典，并在这一重要的日子举行

隆重祭祀以求神灵保佑，并将孔雀拳纳入祭祀活动

之中．４）自然经济的影响．云南德宏地处亚热带
季风气候带，水稻一年两熟，农闲时间充足，因此

傣族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给当地民众提供了大

量的休闲和体育娱乐时间．

３　傣族孔雀拳的多元化与传承困境

孔雀拳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历经磨难而经久不

衰，时至今日仍然活跃在傣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对于孔雀拳的传承与发展，应遵循其自身的发展规

律，同时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找到其多元化共存的

原因和途径，解决发展中遇到的瓶颈，以适应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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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挑战［６］．
３１　孔雀拳多元化的原因分析
３１１　满足传承与发展的需求

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人们不断寻求新的思维

方式，以获取适应崭新生活的最佳途径，并在实践

中利用思想和价值观念使之成为新技术的源泉．虽
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生活状态下人们的生产生

活需求有所差别，但古往今来，需求的产生和满足

一直都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云南傣族人民的生产生活需求也会随时代的变

迁和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

要求．但无论身处何种时代，由于傣族生产状态的
改变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傣族武术也产生出多元化

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其主体需求是孔雀拳产生和发

展的根本原因．而孔雀拳作为一项集宗教仪式、舞
蹈和拳术为一体的传统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首先

它与傣族人的孔雀图腾文化具有斩不断的渊源，如

今傣族人依然将孔雀作为幸福吉祥的象征，被傣族

民众饲养和崇拜，于是孔雀拳被赋予了厚重的傣族

文化．此外，许多少数民族由于自身人口少和经济
较落后，导致其对本民族的文化表现出更强烈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并希望形成一个拥有共同文化心理

特征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傣族孔雀拳等武术内
容和表现形态，无疑成为增强族群归属感和凝聚力

的重要载体，这正是孔雀拳盛行不衰的根源．
随着时代的发展，孔雀拳的尚武性和仪式感正

在削弱，目前已融入了更多的表演成分，并增加了

舞台效果和审美元素．虽然傣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已
得到相应满足，但他们期盼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

活．而孔雀拳所具有的仪态美和娱乐性，能够让傣
族民众在观赏的同时感受到本民族的特色文化．也
就是说，孔雀拳既保持了傣族的民族特色，又在现

代化传承中发挥出自己的价值．虽然孔雀拳作为祭
祀舞蹈和武术对抗的时代会伴随着竞技体育的发展

有所消退，但傣族人民的智慧一定会让其以更丰富

的形式活跃于世，而且包含着各个时期的印记，构

成多元化共存的格局．
３１２　顺应所时代潮流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任何物质和思想只有在满

足了人类的生物需求以及社会需求之后，才能得以

留存和传播，若不能适应便只能消亡［７］．社会的
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导致以孔雀拳为代表

的傣族传统武术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侵扰，使其

面临着传承与创新的困境．因此孔雀拳不可能一成
不变，它与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也会

因地域和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的不同而表现出多元

化的外部形态．
早期由于封闭的地理位置、恶劣的生存环境以

及封建的社会制度，傣族人习练孔雀拳，主要是满

足强身健体、充实农闲生活和精神慰藉的需要．他
们忙时务农，闲时练武，以抵御不期而遇的天灾

人祸．
新中国成立后，孔雀拳出现在体育竞技舞台，

逐渐被人们所熟知．进入２１世纪后，为响应民族
文化事业大发展的号召，孔雀拳被引入德宏地区部

分学校的体育课堂，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体育活动

之一．在此期间，傣族拳师抓住机会进行改良，在
其原有功能的基础上增强观赏性、娱乐性和表演性

以及民族特色，使其更具多元化的特征．
３２　孔雀拳的传承困境
３２１　孔雀拳生存土壤的流失

孔雀拳作为一项极具民族特色的傣族传统武术

文化，根植于傣族原生态的文化生活．随着我国新
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当地傣族人或搬离世代居住

的家乡，迁入新型城镇化社区，导致他们离开代代

相传的土地，告别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失去充足

的农闲时间，使早期村寨概念的变得模糊或消失，

孔雀拳也将失去原生态文化土壤的滋养．换言之，
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渐瓦解孔雀拳生存的根

基．因此具有极强族群性的傣族孔雀拳要顺势而
为，通过不断摸索、创新和完善，使其焕发新的生

机，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民众的需求．
３２２　孔雀拳传承者的缺失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经改编的傣族孔雀拳在 “第

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首次登上舞台，并

获得广泛的关注，随后又在其他传统体育比赛中频

频获奖．此外，每逢节庆假日傣族村寨都会组织孔
雀拳表演或比赛，这个惯例一直延续至今．目前，
由于大批傣族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逢年过节回家

时，仅有少数人会在长辈的带领下摆几招花架子，

因此其既难以学其原形，也难以窥其真意，导致孔

雀拳发扬光大的使命任重而道远．可想而知，在不
久的将来老一辈拳师渐渐逝去，而对其感兴趣的青

年却寥寥无几，将使孔雀拳面临着巨大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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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

４　孔雀拳传承与发展对策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傣族人传统农耕生

产方式的逐渐消失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孔雀拳赖

以生存的根基面临巨大的挑战，因此，为实现孔雀

拳得到持续传承与发展提出以下对策．
４１　提供孔雀拳生存的文化土壤

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不能淡化其文化根

基，不能将其分解，而是要尽可能的保存它的完

整性．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传承过程就是既要
保护该体育项目本身，又要使其不与休戚相关的

人文环境相分离．这里的人文环境是指滋养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土壤．而所谓的
文化土壤就是族群适应社会和利用自然环境而形

成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也是民族传统体育产生的

根源．也就是说，只有将扎根于农耕文化中的民
族传统体育融入新时代的文化内涵，才能将其保

护和传承好．
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要尽可能地让傣族民众

保持原有的文化生活，如将原本一个村寨的民众安

排在同一小区内，使这些共同文化拥有者能够相聚

在一起，再次形成傣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土壤，使这

项传统武术能够在适宜的文化土壤上发展壮大．实
际上孔雀拳不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精神理念、

生活方式．因为它的形成、发展以及传承都依附于
一定的文化基础，所以对于孔雀拳的现代化传承研

究要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解读，毕竟对于民族传统体

育的传承，是要保护形成该体育项目的所有相关因

素，而绝非仅仅是保护其传承人就能实现的．
４２　拓展传承人的发展空间

传承人是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核心载体．而由
于孔雀拳流传范围和习练人数本来就有限，因此对

其传承人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将孔雀拳
代表性传承人纳入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名录，政府

给予一定的补助，保障其经济利益．同时为他们提
供机会和展示的平台，鼓励和支持传承人参与各种

教学培训及体育活动，使其获得稳定感和认同感．
其次，由政府提供经费，组织有关人员与孔雀拳代

表性传承人一同编写出整套的文字和音像资料．最
后，通过多种方式发现、挖掘具有潜在性的孔雀拳

习练者，经过系统培训使其成为传承人．总之，只

有保护好传承人，才能让人们领会到少数民族传统

武术的文化精髓，也才能保证民族传统体育的不断

发展．
４３　丰富孔雀拳的传播载体

目前，孔雀拳的对外传播方式还停留在早期的

单向传播，传播范围仅限于云南德宏少数几个傣族

村寨，具有局限性．因此，可借助自媒体、网络媒
体、社交媒体、视频媒体等平台，使傣族武术文化

得到广泛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同傣族传统武

术文化，从而推动孔雀拳的对外交流和发展．除此
之外，可借鉴法国人的 “生态博物馆”概念，将

传统体育项目纳入当地博物馆，使其得到更好的保

存和展现．
４４　扩大孔雀拳的受众范围

目前，由于傣族孔雀拳后备人才的缺失，已严

重影响到孔雀拳的传承和发展．为使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

问题．
１）充分发挥孔雀拳在全民健身中的作用，为

其传承与发展找到突破口．孔雀拳演练时不仅具有
舞蹈的动态美，姿态的窈窕美，而且表演者穿上具

有傣族特色的孔雀服和佩戴孔雀羽饰，在音乐的伴

奏下，动作刚柔有节，张弛有度，表现出较大的感

染力．因此应充分挖掘孔雀拳的发展潜力，不断创
新，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上，与现代竞技体育及

其他元素融合，并将孔雀拳纳入全民健身计划，利

用其健身、休闲娱乐功能以及独特的武术文化内

涵，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成为广大群众休闲娱

乐、强身健体的方式之一，让孔雀拳焕发出时代的

生机．
２）突破传统的家族传授、师徒传授方式．让

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将其融入到学校体育教学环

节，或以兴趣班、培训班的形式开展教学，可将培

训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初级班主要训练孔雀拳步

伐和手型等基本功，侧重于培养学生对武术的兴趣

和综合素质．而高级班主要是强化孔雀拳的技能，
以及规范表情和眼神变化等．

此外，在云南德宏的瑞丽和芒市，有民众自发

搭建了以孔雀拳为代表的武术教学和传承基地，当

地村寨或其他地区的功夫爱好者纷至沓来，经培训

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可能会成为潜在的傣族武术

传承者．除此之外，在云南德宏也举办过许多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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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的相关培训，并有数百名学员参加．但值得注意
的是，由于缺少教材及相关资料，教学方式多为参

考和观摩各创始人的套路及其在比赛中的参赛技

法，并随意加入民间招式，缺乏针对性、系统性和

科学性．
３）充分利用民俗节庆，为孔雀拳发展与传承

创造有利的土壤．云南傣族有很多诸如关门节、开
门节、送龙节、泼水节等传统民族节日．在节日庆
典时，作为富有文化内涵的孔雀拳获得了传播契

机．表演者身着艳丽的孔雀服饰，彰显出孔雀拳舒
展大气的风格，加之传统乐器和象脚鼓，以及

镲、钹和人的和声等音乐伴奏，产生强烈的感染

力，深受民众喜爱，为孔雀拳发展带来了机遇．因
此，应以此为契机，将节日变为推动日，使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得到广泛普及和发展．此外，还可将其
有机地融合到民族地区旅游文化之中．
４）重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建立傣族传

统体育科研机构，并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

涵、传承、创新、发展等相关问题进行挖掘、整理

和研究．
总之，上述措施都是保护和传承孔雀拳的有效

途径，也是促进其完整延续、良性发展和确保其长

久不衰的关键．

５　结语

孔雀拳是傣族武术的代表性拳术，属于象形拳

种，具有优雅、灵动及沉稳的独特风格，展现了傣

族人的民族性格和悠久的历史文化．该拳术将傣族
武术的基本技法与孔雀舞巧妙地融合，动作刚柔并

济、造型优美，有较强的健身性和观赏性．目前，
由于傣族孔雀拳后备人才缺失和其他因素的制约，

已严重到影响到孔雀拳的传承与发展．因此，面对
时代的发展和文化变迁，要不断丰富孔雀拳的内

涵，拓宽其生存空间，才能使孔雀拳在时代变革中

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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