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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ointed out in the party’s 20th annual report tha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primary task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development that can well meet the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It is timely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 spread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aijiquan cultural industry. As the birthplace of Taijiquan, 
the development of Henan Taijiquan industry should become a model of the national sport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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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
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
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如何抓住文旅融合这一契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
文化，推动太极拳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正当其时。河南作为太极拳发源地，其太极拳产业发展应该成为全国体育产业的
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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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论文试图通过开展对太极拳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研

究，进一步探讨太极文化产业的传承与传播发展模式等问

题。目前中国对于文旅融合发展的研究更多体现在理论的方

面，而且应用在实践方面的经验还是不足。在前人的研究基

础上，结合“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指导太极拳文化

与旅游深度融合研究，承前启后，分析其融合发展的途径和

模式，总结其发展经验，获得启迪，对太极拳文化产业进行

探索研究，一方面为进一步丰富太极拳产业文化与旅游融合

发展的研究提供参考；另一方面探索太极拳文化产业高质量

发展路径，解决太极文化传播受阻等问题，为国内旅游产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2 河南省太极拳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背景

2.1 历史背景
太极文化是河南古怀川地区独特而迷人的文化资源。

河南焦作市号称“世界太极城”，温县是举世闻名的太极拳



36

DOI: https://doi.org/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7卷·第 01 期·2024 年 01 月 10.12345/jxffcxysj.v7i1.15552

发源地。一直以来，太极文化产业总体上是围绕武术太极做

文章。然而，太极绝不仅仅是拳、武术，太极是思想方法、

思维方式、人生智慧，是规律，是体现规律的过程。怀川

地区的太极文化资源还有很多，比如河洛文化的太极源流、

子夏文化的太相整合、司马文化的太极运用、隐逸文化的太

极生活等等，这就形成了太极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战略留

白”。如果把武术太极当作一个太极，那么，下一步应当瞄

准一个太极文旅产业集群的目标，着力打造“四个太极”，

借此推动河南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转变。

2.2 政策背景
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

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随着全国

各地文化旅游业的兴起，武术领域也逐渐开始流行起文化旅

游的热潮，太极文化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弘扬中国传统文

化更离不开文化自信这一重要支撑点。高质量发展已成为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2019 年国务

院办公厅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

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意味着高质量发展亦成为中

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

3 文旅融合背景下河南省太极拳文化产业发
展优势

3.1 特有的历史和区域品牌优势
河南焦作物华天宝、人才辈出，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

一，是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区域拥有丰富的太极文

化资源。一是坐拥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陈家沟与虎牢关、

伏羲台、河洛汇流处隔黄河相望，西北处有道教圣地阳落山

二仙庙，西南处有少林寺，道教、佛教与儒教文化汇集于此，

这里还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内有太极拳文

物资料近万件，囊括了太极拳主要流派的传承谱系。二是有

着特别的养生文化资源。一提起太极拳，人们自然而然地想

到的是它的养生功能，作为一种运动方式，太极拳的养生功

能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共同认知，这一功能也成为焦作太极拳

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方面 [1]。此外，山药、菊花、牛膝和地

黄“四大怀药”也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蕴含着养生功效。

3.2 太极拳文化有着扎实群众基础
河南焦作是太极拳发源地，太极拳运动是中华武术中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大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同时，也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

和喜爱，国际友人称太极拳为东方文化。一是太极拳教学方

面的推广和普及为焦作市培养了大批太极文化的传承者和

研究者。二是在焦作市居民公共健身娱乐场所习练人数最多

的当属太极拳。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孩童，

主动参与者众多，其中也不乏太极名流。

3.3 太极拳文化旅游资源初具规模
焦作市共有 A 级旅游景区 14 个 , 其中 AAAAA 级 3 个、

AAAA 级 4 个、AAA 级 3 个。太极拳的发源地陈家沟以其

独特文化资源优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太极拳爱好者前往

参观学习，由此也带动了以太极拳为主题的旅游业的发展。

同时，焦作市也在不断增加陈家沟景区内太极拳元素符号景

点，进一步打造国际化太极拳交流平台，以扩大陈家沟太极

主题旅游的影响力 [2]。此外，云台山是焦作乃至河南旅游业

的旗帜和名片，其年接待游客量超过 700 万人次，目前持续

呈爆发式增长趋势。“山”“拳”结合，让游客在领略山水

魅力的同时品味太极拳文化的独特魅力，让拳友在感悟文化

真谛的同时欣赏怀川大地的山水美景。

4 文旅融合背景下河南省太极拳文化产业发
展的制约因素

4.1 外部因素
太极拳及其文化的推广正在高速发展，但是同样也存

在着各种问题。如氛围不浓郁、宣传力度和范围不够、投入

不足、身为太极拳的发源地，太极拳之“根”的优势不明显、

普及的同时忽略了提高、缺乏凝聚力、内耗过大、缺乏高层

次人才、对太极拳深层文化的发掘程度不够、产业化的程度

不高等问题。

4.2 内部因素

4.2.1 宣传营销模式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
虽然全世界练习太极拳的人数已经过亿，但练习者主

要还是中老年群体。太极拳被称作“老人拳”是大家对太极

拳的一个刻板印象，这也说明了太极拳对外的宣传力度不

足，品牌形象有误差。身法中正、刚柔相济、连贯均匀、圆

活自然、松沉柔顺、用意不用力是太极拳运动的主要特点，

但有些招式看上去总给人一种“慢腾腾”的感觉 [3]。实际上，

太极拳博大精深，也有刚猛和搏击的一面，而由于宣传不到

位，很多人不了解。近年来，跆拳道和泰拳因大量影视作

品中的展现迅速崛起，而太极拳题材的影视剧却并不多见。

焦作市有一定影响力的赛事宣传活动仅有“国际太极拳交流

大赛”。

4.2.2 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模式相对落后
太极拳作为焦作“一山一拳”的两张名片之一，开发

程度相对较低。云台山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而

太极拳培训虽然起步较早，但没有形成规范化的太极拳运动

产业。太极演艺演出产业因为缺乏创新，没有打造出具有影

响力的表演团队和杰出的代表人物。太极拳从养生文化方面

与“四大怀药”的整合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已经开发

出的太极文化酒、太极功夫茶、太极功夫鞋等产品总量和种

类都比较少。与少林武术用品相比，太极拳运动用品的开发

要落后很多，太极器械包括太极剑、太板刀、太极枪等产品

大多来自市外。总的来说，焦作太极拳文化产业的开发和经

营还处于起步阶段，太极拳这个宝贵的无形资产还需要更多

的人去进一步挖掘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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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政府及太极拳文化从业者知识产权意识不强
“太极拳发源地”这个品牌对焦作而言，是一笔巨大

的无形资产。目前，焦作太极拳文化产业不仅面临着国内相

同或相似产业的挑战，如南北少林武术文化产业、河北永年

太极文化产业以及武当山太极文化产业等，还面临着韩国的

跆拳道、印度的瑜伽以及日本的柔道等国外相似的其他武术

运动产业发展的挑战。河北永年、湖北武当等地争相举办太

极拳相关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焦作“太极拳发源地”的宣

传造成了冲击。多年以来，国外的跆拳道和柔道项目早已成

为了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但是目前中国的太极拳项目却

只是奥运会的一个表演项目。

5 文旅融合背景下河南省太极拳文化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建议

5.1 重视河南省太极拳文旅产业，扩大高质量协调

发展规模
区域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区域内

的资源形成优势互补，才能增强产业链的韧性和弹性。目前，

太极拳文旅产业发展存在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因而需要

通过整合区域资源来解决基础旅游设施配套不足，长效机制

推广受阻的问题。而焦作太极拳文旅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当

地的就业机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太极拳文旅产业的发展也

会带来收入，提高当地的经济水平。另一方面，文化和旅游

的发展还可以提高一个地区的知名度。

5.2 创新营销宣传方式，助推太极拳文化产业高质

量传播
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河

南焦作市有着发展太极拳文旅产业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大力

发展太极拳文化产业有助于推动焦作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促

进焦作市产业格局的转型升级，进而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绿色品牌的打造有很多种，作为太极拳发源地

的焦作，还有着“四大怀药”，山药、菊花、牛膝、地黄，

首先从养生方面来讲，除了习练太极拳可强身健体外，开发

有太极文化酒、太极功夫茶、太极功夫鞋等产品，品类相较

少林武术用品而言太少，可借鉴少林武术用品进行打造，例

如与太极文化传承中的饮食文化，打造属于自己独有的绿色

怀药品牌，市面上已有的山药刀削面等。也可借鉴开封的花

生糕，杏仁茶，洛阳的牡丹饼等，把属于独有的绿色品牌打

造出来，并且形成自动化生产，打造不仅仅是饮食，而是一

条完美的产业链条。

5.3 加大知识产权监管力度，搭建高质量开放发展

平台
文化传承教育功能缺失，是太极拳文旅产业融合创新

发展的一大阻碍。如今，青少年更加倾向于各种舞蹈、跑酷、

球类等运动，这类运动相较于太极拳来说，更具有团队协作

的特征，更容易传播，因而只有极少数的年轻人喜欢太极拳。

太极拳运动的群体基本锁定在中老年人，因此，太极拳文旅

产业的发展需要走出固定模式、固有圈层，将太极拳运动和

文化推向更年轻化的群体，只有让太极拳运动从娃娃抓起，

才能将太极拳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进而实现高质量开放

式发展。

文化的传承和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宣传和推广，借助

5G 时代搭建开放发展的平台，改变以往固定的模式和商圈，

可将以往的太极拳表演发展成为比赛，例如：2023 年河南

省大学生运动会武术比赛中新增太极比赛项目，包括有太极

拳、太极剑、太极扇、太极球等等，这是高校教师与学生的

展示平台，通过比赛的形式让当代大学生们对太极拳传承弘

扬太极文化。

5.4 加强文旅产业开发，多方融合发展打造智慧旅

游新业态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然而目前，焦作市太极

产业及文化品牌效应较弱，太极拳文化产业的市场定位比较

模糊，对外宣传力度不够，如何通过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深度

融合，创新打造太极拳文旅产业的品牌效应，是太极拳文旅

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同时针对太极拳发展的文旅产业，制

定相关的传承与保护制度，对太极拳文旅产业高质量创新发

展和传承起着激励作用。

一方面打造太极拳专属品牌，首先是与太极拳文化传

承相关历史人文资源的梳理，打造完整且多元化的高品质的

旅游路线，凸显出特有的非遗文化，历史古迹等独有特色。

同时开发太极拳相关的运动品牌和多样化的产品，将太极拳

文化以多样化的形式进行传播并创造太极拳文旅产业独有

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可根据焦作当地的历史故事和名人

故事，讲好太极故事，在旅游项目中融入于此相关的舞台剧

和话剧，提升旅游的文化品位，促进太极拳文化的传承。

6 结语

太极拳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并已成为代表中国形象的文化符号。太极拳文

旅产业发展恰逢巨大的时代机遇，太极拳文化的传承在一定

程度上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太极拳文化产业发展遭遇瓶颈较

多，要重视产业规划和市场开拓，太极拳文化产业恰逢巨大

时代发展的机遇，首当其冲抓紧时代机遇，从而才能够实现

河南省太极拳文化产业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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