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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武俠漫畫的故事情節與角色性格的編撰與詮釋，一直遵循著想像的中國或大中華的意

識，並藉由漫畫來傳達其思想。本文試圖從歷史學的視角與文獻分析來探討漫畫系列

中，華人對武術與武俠的民族想像。本文研究結果顯示：一、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至

臺灣後，多位習武之人跟隨國民政府撤退至臺灣，豐富了臺灣的武術傳承。二、武與

俠的結合，不僅是武術展示，也是對傳統文化的現代表達和傳承。臺灣武俠文化的發

展從早期的武俠片到後來的小說和漫畫，展現豐富的歷史脈絡和社會需求的回應。三、

隨著時間推移，漫畫的創作逐漸找到了新的出路，特別是在武俠漫畫方面，從 1950
年代興起至 1960 年代進入黃金時代，反映當時社會文化的需求和武術漫畫的重要地

位。武俠漫畫不僅展示武術技巧，透過對招式如太極拳中「攔雀尾」等的具象化描述，

漫畫增強了武術動作的表達力，同時加深了招式背後的文化和象徵意義。此外，通過

獨特的圖像與文字組合，不僅豐富敘事的層次，也強化其文化表達的功能，並藉由漫

畫中的師徒關係和武德精神，體現華人社會對個人品德和社會責任的重視。總括而言，

武俠文化已經從紙上漫畫擴展到動漫、電影及電視劇等多媒體平臺，不僅豐富了華人

社會的敘事藝術，也在世界各地促進對華人文化的理解和欣賞。

關鍵詞：武俠、武俠漫畫、臺灣武術、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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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1949 年國民政府退居臺灣，臺灣的媒

體環境和文化表現形式遭遇重大的轉變。

政府對於媒體的嚴格控制，宣傳反共意識

型態與鼓吹戰時體制成為重要的手段，主

流媒體強調反共抗俄的政治訊息，並以漫

畫的手段在報刊中進行作品發表，建構政

權本身的正統地位 ( 洪瑞鴻，2011)。較特

別的是，臺灣的政治漫畫與西方的政治諷

刺畫，在本質上展現截然不同的特徵和創

作背景，西方的政治諷刺畫是對於政治不

滿所衍生出來，但當時臺灣的漫畫在某種

程度被政治操弄主導 ( 陳仲偉，2006)。
1950 年代後期，臺灣兒童雜誌的興起標誌

著本土漫畫產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一

時期，像《諸葛四郎》和《小俠龍捲風》

等連載漫畫的出現，不僅豐富當地文化生

活，也在青少年和兒童之間引發廣泛的漫

畫狂熱 ( 吳奕賢，2003)，不過，此時期的

漫畫產業發展並非完全自由。由於當時臺

灣政府強調政治穩定和意識形態的統一，

政府對所有可能影響公眾思想的媒體進行

了嚴格的監視和控制。根據李衣雲 (2012) 
的研究，這包括對報紙、電影、廣播、漫

畫和電視的審查和壟斷，目的在於防止可

能挑戰政權正當性或引發不穩定的思想和

資訊的流通。

1962 年修正《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

法》全文共 17 條，並於 1966 年真正實施，

由教育部執行；1967 年才將整個審查業務

移交國立編譯館 ( 洪德麟，1994；陳仲偉，

2014)。這種由審查者的主觀判斷，有權定

人生死，送審完全聽天由命，漫畫家無從

預防，使得多數漫畫家收山或轉行，老一

輩的漫畫家如葉宏甲 (1923–1990)、陳定

國 (1923–1999)、淚秋 ( 生卒年不詳）、陳

海虹 (1918–1996) 等，在不合理的刁難下，

創作空間被打壓殆盡 ( 李衣雲，2012)。

仍繼續創作的也轉往不用送審的雜誌、報

紙去求發展，致使臺灣漫畫創作面臨困境 

 ( 李鳳然，2019；徐佳馨，2001；黃秋碧，

1998)。1987 年底《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

法》審查廢止後，日本漫畫快速且大量地

出現在市面上；另外，原本非漫畫界的相

關業者亦看好漫畫市場的前景，紛紛加入

行列，傳統漫畫業者，也推出《童年快報》

等日本漫畫週刊誌，掀起了日本漫畫在臺

灣的狂潮 ( 李衣雲，2018)，諸如東立出版

社所出版《空手武術》、《拳王爭霸戰》、

《旋風神拳》、《鐵臂生死鬥》等作品，

其中又以 1990 年創刊的日本盜版漫畫週刊

《少年快報》最受爭議，薄利多銷的策略

成功，銷售數字曾締造 23 萬本佳績 ( 洪德

麟，1994；徐佳馨，2001)。

另外，1960 年代，單行本漫畫在租書

店流通與普及，其中獨樹一格的武俠漫畫

更是風行一時 ( 臺灣漫畫基地，2018)，諸

如陳海虹的《小俠龍捲風》、葉宏甲的《諸

葛四郎》、遊龍輝 (1946–)的《仇斷大別山》

等作品，不僅豐富了當地的文化生活，也

反映了當時社會對於英雄主義和道德理想

的追求。其他如淚秋的《神拳流星》、鄭

問 (1958–2017) 的《刺客列傳》、蔡鴻忠  

( 生卒年不詳 ) 的《霹靂狂刀》等，則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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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擴展了武俠漫畫的主題與風格，使得此

類漫畫成為流行文化中的重要元素。2018

年，為了回顧並慶祝臺灣武俠漫畫的豐富

歷史和文化成就，文化部特別推出了前導

特展「臺漫時光機—畫武談俠」。此展

覽不僅重現日治時期與戰後臺灣漫畫的發

展歷程，還特別突出武俠漫畫在各個時期

的經典作品。展覽同時探討了武俠漫畫如

何跨界至電影、電視劇和舞臺劇之武俠漫

畫與新生代武俠漫畫作品，展現臺灣漫畫

武俠發展的軌跡 ( 文化部，2018)。

從上述可知，臺灣武俠漫畫似乎也遵

循著想像的中國或大中華意識來編撰與詮

釋漫畫的故事情節與角色性格，這當然與

時空背景有密切關聯，如 1970 年代，自李

小龍以赤手空拳的武打動作崛起，與民族

精神結合，創造講究真功夫表演的現代武

打片 ( 曾武清，2005)，其中主演《精武門》

電影後，受到市場熱烈歡迎，電視劇與電

影不斷地翻拍；漫畫也在精武風潮下誕生。

雖然，劇中「陳真」角色備受質疑是否為

真實人物，但在劇本編撰與演員演繹之下，

陳真代表的是華人的民族精神、民族英雄

的代表。漫畫將現實與虛構的實體在某種

程度上符號化，以求表達方便、易讀，同

時又能涵括更多的意義 ( 李衣雲，2012)。

《少年黃飛鴻》及《少年國術王》單

行本的發行，呈現漫畫主角憑著堅忍不拔

的毅力，練就一身精湛的武藝外，亦隱涵

著國術不僅被描繪為一種體育活動，而是

被賦予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徵和民族意識

的載體，如《少年國術王》中：

我們這年輕的一代，要負起振興

國術，提倡國術的責任，使全國

同胞，人人都成為強健的國民，

進而使我們列祖列宗遺留給我們

的絕技，弘揚於世界。( 世雄，

1967，無頁碼 )

顯示漫畫作品在推動民族精神的身體

力行，及弘揚傳統文化上所扮演的角色。

這些討論中，武術、民族意識、民族精神

是強健國民體格，立足於世界的根本，並

藉由漫畫來傳達其思想。然而，從另一角

度來思考的話，武術／俠在什麼樣的背景

下成為中華民族國粹的代表，又是如何被

塑造為附有民族意識及精神象徵？這些想

像又是如何加諸於漫畫之中？基於上述之

理由，本研究以歷史學的視角，配合收集

的文本，試圖從漫畫系列中來探討華人對

武術／俠的民族想像。首先，概述臺灣武

術和武俠意象的歷史背影；其次分析臺灣

武術／俠系列漫畫；最後是論述文化傳播

的途徑和影響。

貳、武術和武俠意象的歷史 
背影

一、武術在臺灣文化中的角色與 
發展

1945 年以前，臺灣已有武術的組織和

發展，早期移民來自福建、廣東沿海一帶

為主，只有少數來自河南等地 ( 樊正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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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國共內戰後，國民政府退守臺灣，

國軍及跟隨國民政府來臺，不乏有習武

之人，包括各省 ( 市 ) 國術館任教或畢業

的高手，如劉雲樵 (1909–1992)、鄭曼青 
(1902–1975)、熊養和 (1889–1981)、王子 
和 (1911–2003)，青島市國術館孫紹棠 (1919– 
1998)、中央國術館陳泮嶺 (1892–1967)、常

東昇 (1911–1986)、李元智 (1904–1972)、韓 
慶堂 (1900–1976)、傅淑雲 (1916–2004)、范

之孝 (1910–1991)、中央國術體育專科學校

吳文忠 (1911–2006) 等 ( 許秋德、郭應哲， 
2007；郭憲偉，2020，2021；郭憲偉、徐

元民，2011；郭憲偉、郭金芳，2023a；莊 
嘉仁等，2008；龍炳峰、徐元民，2008)，
自此之後臺灣武術的傳承與發展，可謂之

百家爭鳴，先後在教育單位、政府部門、

民間企業，或創設武館及個人授業等方式，

傳承武學，為臺灣的武術傳承與推展奠定 
了基礎。另一方面，臺灣武術雖承襲於中 
國，但在臺灣本土的社會人文環境改變下，

依然存在著「傳統武術」的風格，並以 
南拳為主要發展特色 ( 陳惠華，2010)，如

西螺七嵌的振興社，由劉明善 (1780–1867) 
從福建傳入臺灣，受西螺人民所託創設， 
指導當地民眾習練金鷹拳 ( 梁玉芳，2005)； 
西螺的勤習堂由劉明善 (1862–1932) 所創

立，主要以傳授太祖拳為主體 ( 陳三郎等，

2013)；北港溪流域的順武堂，創始者為盧

榮，後由第四代傳人蘇金淼 (1951–) 發揚

光大，順武堂以南少林十八羅漢為主體，

另有太祖拳、白鶴拳、擒拿手和摔角術，

著重在手腳並用，以摔、打、拿三種並

濟，計有四十四套拳術 ( 郭憲偉、郭金芳，

2023a)。

與此同時，各縣市陸續成立「國術研

究會」，1950 年全國性國術團體「中華國

術進會」成立；1951 年「臺灣省國術會」

成立，推動民間國術運動的發展 ( 張伯夷，

1998)。1983 年中國文化大學成立體育學

系國術組，才使得武術被納入高等教育的

範疇。而此國術組又於 1997 年獨立出體育

學系自成國術學系，開展國術相關師資、

教練、選手、研究學人，及行政幹部等人

力資源的栽培與訓練，進而達成課程目標

的策略行動 (Kuo & Kuo, 2023)。1998 年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 現為臺北市立大學 ) 
技擊運動學系增設武術隊，四年後國立體

育大學技擊運動技術系也設武術隊。隨著

武術教育人才的培育，臺灣武術在國際運

動賽會的表現也日益突出。當然，亦歸功

於政府長期健全的選才、訓練、參賽、輔

導、獎勵及相關配套措施之政策，積極提

升國家競爭力 ( 李一聖、郭姿伶，2015)。

各級組織競賽方面，1990 年始，大

多將傳統國術與競技武術同時納為競賽項

目，如大專校院國術錦標賽、臺灣武術文

化節、中正盃、青年盃、總統杯等賽事；

全國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則只納

競技武術於競賽項目，全民運動會則將傳

統國術歸為競賽項目 ( 蘇士博，2008)。如

上，武術在發展過程中，受西方競技體育

的影響，拉開了競技化的序幕，朝向規格

化、體制化、國際化等面向 ( 郭憲偉、郭

金芳，2014)。透過這一系列的制度建設和

政策支持，臺灣武術不僅保留其傳統元素，

也在現代體育競賽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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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俠意象的民族想像

武俠，作為一種獨特於華人世界的文

化現象，其根源深植於武術、俠客行為，以

及歷史與傳奇故事的豐富織錦中 ( 郭憲偉、

郭金芳，2023a)。一般來說，俠被視為急公

好義、勇於犧牲，且堅守原則與正義的人

格化身，代表了替天行道，為社會不公伸

張正義的文化英雄 ( 龔鵬程，2019)。俠，

是歷史現實與文化記憶共同締造出來的獨

特民族文化現象 ( 陳韻琦，2011)。在通俗

文化中，俠的形象與西方的「動作英雄」

有許多相似之處，特別是在其異於常人的

道德情操，與以暴力手段私自解決爭端以

維護正義的行為模式 ( 潘俊宏，2008)。俠

的特質包括利他主義、正義感、個人自由、

忠誠、勇氣、真誠與信心、榮譽和名聲以

及慷慨等特質 ( 周清霖、唐發鐃，1991)。

武俠文化中的武與俠是相輔相成的概

念。武提供了身體的錘鍊和戰鬥技能，而

俠則賦予武行為以道德的正當性。這種結

合使得武俠不僅是武術的展現，也是對傳

統文化的一種當代表達和傳承 ( 盧亮廷，

2019)。通過這一框架，武俠故事滿足了

人們對超越自我的渴望，為讀者提供了一

個無限的想像空間，創造出超越日常生活

限制的敘事可能 ( 林保淳，2008)。武俠文

化不僅展現了武德和俠義精神，也反映了

特定時期華人社會對道德倫理的共識和認

同。這些故事中的俠客，通常體現了忠孝

的民族自尊、無私的義行和正義感，他們

經常是「為善不欲人知」的隱士，如同正

義的化身一般 ( 陳韻琦，2011)。武俠題材

允許觀眾透過邊緣化的自由人物「俠客」，

在想像的地理空間中遊歷，從而滿足超越

自我的探索欲望 ( 程筱媛，2023)。

在清末民初，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

武師如大刀王五 (1844–1900) 和霍元甲 

(1869–1910) 被塑造為民族英雄，《近代

俠義英雄傳》以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

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開場，而霍元甲與

大力士的比武雖是個體間武藝切磋，但其

本質是弱小民族對強大外來民族的一種反

抗與自衛，藉由打造霍元甲的身體之技，

成為民族雪恥的英雄形象 ( 郭憲偉、郭金

芳，2023b)。洪文軒 (2009) 指出，武俠

小說中的人物設計和情節構造經常涉及豐

富的人際系譜，使得每個角色不僅有自己

的身世背景，還與其他角色之間存在著複

雜的恩怨情仇。這樣的敘事結構豐富了故

事的層次，並增加了情節的吸引力。蔡盛

琦 (2009) 進一步認為，天馬行空的武俠世

界提供了一種從壓迫現實生活中逃避的方

式，讓人們在俠客和武術的豐富想像空間

中找到認同感，這種虛構與現實的交錯，

使人從被壓迫的現實生活中得以紓解，創

造一個可以自由呼吸的精神空間。

武俠作品透過其獨特的敘事方式，強

調個體在面對困境時的道德責任和義務選

擇，這些都是武俠敘事的核心主題，它們

融合了東方哲學與個人英雄主義，形成一

種獨特的文化表現 ( 魏良成，2016)。林保

淳 (2008) 指出，在武俠的世界裡，俠客擺

脫現實的羈絆，自由馳騁於廣闊的江湖，

將之視為一個展示武藝、建立名望的笑傲

之地。武俠文化的流行同時反映了社會對

於這一文化形式的認同。武俠漫畫中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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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意象」展現民族想像的重要基礎 ( 范凱

婷，2018)。如上，武俠文化成為華人社會

中一個極具影響力的敘事類型，它不僅反

映了社會價值觀的變遷，也影響著人們對

正義、道德以及個人使命的看法。

參、臺灣武術／俠系列漫畫的
分析

臺灣戰後漫畫的起源可追溯至 1950
年代，當時漫畫題材主要圍繞反共主義，

此外還包括中國民間戲曲、傳統故事以及

民族英雄等歷史劇元素的創作。1958 年，

臺灣漫畫週刊出現陳海虹的《小俠龍捲風》

連載於《模範少年》，葉宏甲的《大戰魔

鬼黨》《諸葛四郎》系列在《漫畫大王》

連載，不僅推動武俠漫畫的流行，也為臺

灣漫畫市場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 (林雅芳，

2006)。當時的漫畫通流管道主要分為三種

形式：報紙、綜合雜誌，以及出租的漫畫

單行本與連環圖畫冊。這三種出版型式各

自具有不同的文化與象徵資本，以及與政

府關係的緊密程度，其中報紙由於具有最

強的傳播力和政治支援，成為最具文化地

位的媒介 ( 李衣雲，2018)。以《諸葛四郎》

系列為例，此系列漫畫核心強調的是忠孝

節義與俠義精神，展現了正義與邪惡之間

明確的對立，其中正義總是戰勝邪惡。諸

葛四郎作為理想的儒俠形象，代表「英雄

不老」的永恆主題，是臺灣漫畫發展過程

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英雄 ( 林佳叡，2010)。

1960 年代，臺灣武俠漫畫迎來了其黃

金時代，多位漫畫家如葉宏甲、淚秋、遊

龍輝及陳海虹在此領域中取得顯著成就。

特別是遊龍輝的《仇斷大別山》，其故事

以白髮魔儒武玉雲、東方白雲厲劍明與天

心劍客鐵令元三位武林奇人為核心，展開

了一段複雜的師門恩仇。故事的主角史雲

嵐，作為厲劍明與史閻鈴之子，最終清理

師門仇恨，成為一代大俠。不過，1966 年

《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的實施對臺灣

漫畫產業帶來了重大衝擊。此法規施行後，

漫畫家的創作自由受到嚴格審查，不少作

品因審查者的主觀判斷而遭到禁止或修

改，這對連環畫形式的武俠漫畫的出版量

造成了相當大的影響 ( 范凱婷，2017)。劉

維瑛 (2020) 指出，這種政策的執行不僅阻

斷了漫畫的創新發展，也抑制了漫畫作為

文化表達的多元性。值得注意的是，許多

漫畫家仍然在這一政策框架下繼續創作。

例如，1967 年會文書店出版的《少年國術

王》、1969 年文昌出版的《中華男兒》、

1970 年啟銘出版的《無敵小拳師》、1972

年宏昌書店出版的《一拳獲勝》、1973 年

文鋒出版的《鐵拳硬漢》、1978 年港臺

出版社的《無敵武術》等，都是在嚴格

的審查條件下出版的武術漫畫 ( 李鳳然，

2019)，這些作品不僅展示了漫畫創作者的

創新和適應性，也反映武術漫畫在臺灣社

會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當然，武術漫畫的出版時期與政治

背景的變遷密切相關，《少年國術王》於

1967 年出版，正值《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

法》施行初期，當時臺灣正經歷漫畫創作的

斷層期，這對於言論自由造成了顯著的箝

制。相較之下，1993 年東立出版的《少年

黃飛鴻》，是在 1987 年解嚴後，解除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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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後才得以出版，這一時期的作品在表

達民族意象和精神象徵上擁有更大的自由

度。此外，這一時期的漫畫作者在改編和塑

造武俠色彩濃厚的歷史人物方面，極力尊重

民眾心中的英雄形象，並結合歷史演義的敘

事進行創新 ( 劉力群，2011)。

武俠漫畫作品中，對於武術的傳承具

有重要的文化象徵意義，這通常體現在主

角拜名師及名師收徒的過程中。根據魏良

成 (2016) 研究，拜師過程不僅講究身體素

質和練武天賦，更重要的是品行的考量和與

師父的緣分，「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象

徵師徒間深厚的終身義務與情感綁定。黃晨 

(2019) 指出，師徒禮數不僅是社會關係中的

一種信任度隱喻，同時也象徵著專業行規與

職業道德。這種文化特質在武俠漫畫中被高

度強調，在武俠漫畫中的反派角色通常不遵

循這些儒家倫理規範，他們依靠個人武力進

行霸道行為，忽視「武德」的精神，最終成

為被社會唾棄的人物 ( 顏剛威，2019)。武

俠漫畫中，招式的描繪分為圖像與文字兩部

分，前者展示招式的動作和力量效果，後者

則提供招式的解釋和背景，使得武功招式不

僅是戰鬥的工具，也成為故事敘述中的關鍵

元素 ( 吳振榮，2007)。漫畫作為一種視覺

藝術形式，能夠豐富地表達那些純文字難

以傳達的情感與細節，這使得武俠漫畫成

為展現華人武俠文化的理想媒介 ( 劉力群，

2011)。透過結合視覺和文字，武俠漫畫不

僅傳遞了一種文化的精神和價值觀，也提供

了一個理解和體驗華人武俠傳統的獨特窗

口。綜上所述，漫畫不僅是娛樂的產物，更

是反映當時臺灣社會政治與文化狀態的重要

文獻，並在限制的環境中持續進行文化表達

和創作。

肆、文化傳播的途徑和影響

漫畫，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產物，不

僅是傳遞人類思想傾向、情感體驗和精神

狀態的表達方式，也是對特定時空環境下

社會現象和人間百態的一種具象思維方式 
( 李惠軍，2019)。這種視覺藝術形式，藉

由圖像和文字的結合，以及明確的分格技

術，將內容訴諸於觀眾，無論是通過單格、

四格還是連環漫畫的形式。周文鵬 (2008) 
指出，漫畫的主要組成要素包括圖像、文

字和分格。這些元素共同作用，不僅增加

了敘事的動態感，還影響了讀者閱讀的順

暢性。圖像與文字劇情的融合，以及分格

及圖像安排的精巧，是確定漫畫質量的重

要因素。林雅芳 (2006) 進一步解釋，漫畫

中的文字具有多重功能，不僅說明劇情、

暗示情境，而且當文字轉換為具有圖的特

性時，它還能傳達出圖像所不能達到的意

境。此外，范凱婷 (2018) 強調漫畫中的符

號性擬態、文字和圖像的連續特殊表現，

以及圖文交叉作用的意義。這些元素的結

合不僅豐富了漫畫的表現力，也使漫畫成

為一種能夠細緻描繪角色特性變化和其他

細節的媒介，讓讀者能在畫格與畫格間解

讀作者想要傳遞的訊息。

武俠漫畫中，圖像的運用是敘事的核

心元素，主要涵蓋漫畫中角色相貌身型或

衣著裝扮等造型、武打招式的描繪與效果，

以及畫格中用以解釋時空背景的場景事物

等元素，也包括各畫格中對於分鏡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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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動線掌握的視覺印象 ( 吳振榮，2007)。

特別是武術動作的展現，一個動作招式的

效果是主要的畫面重點，讓觀眾能夠徹底

感受到武術的威力，因此，畫面運用單頁

或跨面的大畫面，呈現全景的人體動作，

以展示招式的完整性與流暢性，這不僅強

化武打動作的視覺衝擊，也突顯出招式的

動態美學 ( 魏良成，2016)。形態的仿擬在

武俠漫畫中常用於輔助招式效果，例如太

極拳中的「攔雀尾」、「抱虎歸山」、「倒

攆猴」及「野馬分鬃」等招式，常模擬人

與動物之間的互動行為，並作為動作設計

及命名的參考 ( 吳振榮，2007)。

范 凱 婷 (2018) 認 為， 武 俠 漫 畫 在

1980 年以前的臺灣社會中，扮演了重要

的文化角色，不僅反應了當時對中華情懷

的想像，也促進了臺灣人對「一家人」概

念的認同。武俠漫畫通過其廣泛的讀者基

礎和市場的大眾性，將中華民族的想像共

同體植入每一位生活在臺灣的華人心中，

這種文化共鳴不僅限於當時，至今仍持續

影響著臺灣社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武

俠文化已不再局限於漫畫一種形式。陳康

芬 (2010) 指出，武俠主題已擴展到動漫、

電影、電視劇等多媒體平臺，展示了武俠

文化的多樣性和創意性。這些多媒體作品

不僅為社會大眾提供娛樂，也促進武俠文

化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並為相關產業創

造了持續的經濟價值與品質提升，也使得

武俠文化得以在不同文化和地理背景下被

重新詮釋和消費 ( 沈孟琳，2020；范軍，

2020)。武俠故事中的道德觀念、英雄主義

以及對正義的追求，這些核心價值被賦予

新的形式和意義，與現代觀眾的情感和價

值觀建立連接，從而加深其在全球文化景

觀中的影響力。

總結來看，武俠漫畫作為視覺敘事的

形式，通過獨特的圖像與文字組合，不僅

豐富了敘事的層次，也強化其文化表達的

功能，使其成為傳遞和教育武術文化及道

德觀念的重要媒介。另外，在促進文化認

同和傳播中華文化方面，具有不可忽視的

作用。這些作品不僅是商業產品，更是攜

帶和傳播文化價值的重要載體，反映中華

文化的深度和廣度。

伍、結論

武俠文化是華人世界獨有的現象，根

植於武術、俠客行為及豐富的歷史傳奇。

這種文化不僅展現武德和俠義精神，也反

映了特定時期對道德倫理的社會共識。武

俠中的俠客，通常被視為急公好義和勇於

犧牲的文化英雄，他們不僅展示了物理戰

鬥技能，也體現了高尚的道德理念。武與

俠的結合在武俠故事中至關重要，不僅是

武術展示，也是對傳統文化的現代表達和

傳承。隨著時間的推移，武俠文化已透過

文學、電影、電視劇等多種形式在全球華

人社會中傳播，不僅提供娛樂，也使觀眾

得以反思正義、道德和個人使命的重要性。

臺灣武俠文化的發展尤為顯著，從早期的

武俠片到後來的小說和漫畫，展現了豐富

的歷史脈絡和社會需求的回應，進一步豐

富了這一獨特文化現象的內涵與影響力。

1960 年代，臺灣武俠漫畫進入黃金時

代，但 1966 年《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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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施嚴格限制了創作自由，對產業發展

造成重大影響。儘管如此，許多漫畫家仍

在政策框架下繼續創作，如《少年國術王》

和《中華男兒》等作品，反映當時社會文

化的需求和武術漫畫的重要地位。武俠漫

畫不僅展示武術技巧，還強調道德價值和

俠義精神，通過視覺和文字的結合傳遞文

化精神和價值觀。漫畫中的師徒關係和武

德精神，體現了華人社會對個人品德和社

會責任的重視。

在武俠漫畫中，圖像的應用是敘事的

核心，涵蓋了角色的造型、武打招式的描

繪及時空背景的詳細描述。這些元素不僅

展示武術的精確動作，也強化故事的視覺

衝擊和動態美學。透過對招式如太極拳中

「攔雀尾」等的具象化描述，漫畫增強了

武術動作的表達力，同時加深招式背後的

文化和象徵意義。武俠漫畫的主角常展現

良好的「武德」精神，不僅是行為的指導

原則，也反映了漫畫所推崇的道德價值觀。

讀者透過模仿這些正義角色，不僅在娛樂

中獲得啟發，也在道德層面上得到提升。

隨著時代演進，武俠文化已經從紙上漫畫

擴展到動漫、電影及電視劇等多媒體平臺，

不僅豐富武俠故事的表現形式，也在世界

各地增強其文化影響力。整體而言，武俠

漫畫作為一種文化傳遞媒介，不僅豐富華

人社會的敘事藝術，也在全球範圍內促進

了對華人文化的理解和欣賞。本文建議未

來可從動漫平臺或針對兩岸三地，甚至是

日本、韓國的武俠漫畫文化進行對比研究，

最後，本文研究成果在文化交流、教育和

文化產業中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例如，

在文化交流中，通過武俠漫畫的多媒體傳

播，可以促進世界各地對華人文化的理解

和欣賞。在教育領域，可以利用武俠漫畫

中的道德價值觀進行品德教育，提升青少

年的道德素養。在文化產業中，可以借助

武俠漫畫的敘事藝術和文化表達，推動文

創作品的傳播，藉此擴大與深化「武術／

俠」的文化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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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os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storylines and character traits in wuxia comics 

have always adhered to the imagined consciousness of China or Greater China, conveying 
these ideas through the medium of comics. This article explores, from a historical and 
documentary analysis perspective, the ethnic imagination of martial arts and chivalry in the 
comic series among Chinese peopl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 after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retreated to Taiwan in 1949, many martial artists followed, 
enriching Taiwan’s martial arts heritage. Second, the combination of martial prowess and 
chivalry is a display of martial arts and a modern express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wuxia culture, from early wuxia films to later novels 
and comics, shows a rich historical context and responds to societal needs. Third, as time 
progressed, the creation of comics gradually discovered new paths, especially in martial arts 
comics. Emerging in the 1950s and entering a golden age in the 1960s, these works reflect 
the cultural demands of the era and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martial arts comics. Wuxia comics 
not only showcase martial arts techniques but through the visualized description of moves 
like “Lan Que Wei” in Tai Chi, the comics enhance the expressiveness of martial arts actions 
while deepening the cultural and symbolic meanings behind the techniques. Furthermore, 
the unique combination of images and text not only enriches the narrative layers but also 
strengthens its function as a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through the depiction of mentor-disciple 
relationships and the spirit of martial virtue, it embodies the Chinese societal emphasis on 
personal morali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conclusion, wuxia culture has expanded from 
print comics to multimedia platforms like animations, movies, and TV shows, thereby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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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enriching the narrative arts of Chinese society but also promoting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worldwide.

Keywords: wuxia, wuxia comics, Taiwanese martial arts, martial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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