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月15日 星期五

A06

主编：王栋梁 责编：陈丽 美编：康永红 版式：朱永娜 校对：刘天保

独家
策划

实施“太极拳＋”战略，发展壮大太极拳文化产业

“武太极”引爆“文太极”

太极拳申遗成功后，抛去夜晚炫目的灯光，改造的高门大栋、青石路面，陈家沟依然是个朴实
的豫西小村，烧饼一元一个，菜份大得让你惊奇，早晚城里大妈跳广场舞的时间，这里的人们会安
逸地打打拳，治安好得说“夜不闭户”也不为过。

因为疫情和季节，陈家沟并不像网上所讲的人满为患，这个国家体育总局认定的“中国太极
拳发源地”，像一盘半成品的“太极佳肴”，等待火候和众人的品尝。那么，太极拳申遗成功会不会
为陈家沟的文旅产业带来转机？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朱耒刚 ■王琳/文图

“喝喝陈沟水，也会跷跷腿”。
很显然，不少游客是太极拳“申遗”
成功后，被吸引到了陈家沟。尽管
这个冬天格外寒冷，但每天依然会
有大巴车载着旅游团前来参观。
不过，他们通常不在陈家沟留宿，
大多选择当天往返。

在宾馆负责登记住宿的陈阿
姨坦言，目前陈家沟的“看点”有点
少。她说，陈家沟大多数景点是太
极拳名人故居，游客很难一下了解
到其中有趣的地方，尤其在没有导

游的情况下，就会觉得“没什么可
看的”，比较缺乏体验性的活动。
记者按照陈家沟“旅游区全景导览
图”一一游览，发现确实如陈阿姨
所说，逛一圈用了一个多小时。

除了缺乏体验性文娱活动，游
客周先生认为陈家沟还应该再增
加些民宿、特色美食等。为了帮儿
子考察太极拳班，周先生在陈家沟
住了3天，他告诉记者，这几天将
陈家沟的餐馆吃了个遍，可供选择
的种类较少，宾馆也不太多。在他

看来，如果陈家沟想发展文旅产
业，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严双军也提到，马云是太极拳
爱好者，曾先后四次来到陈家沟，
但令陈家沟人尴尬的是，每次来，
马云都住在焦作的高级宾馆。

除此之外，记者还注意到，陈
家沟的公共交通设施也不太发达，
除了自驾和跟团旅游，其他游客想
来陈家沟颇费力气。村民陈女士
告诉记者，目前有不少人打车来，
走的时候再打电话让对方来接。

陈家沟文旅产业谋划转型
以“武太极”引爆“文太极”

太极拳“申遗”成功，无疑为陈家沟
迎来多重发展机遇。作为河南省唯一一
个“非遗”项目，太极拳能否为陈家沟的
文旅产业带来生机？陈家沟又准备如何
发展文旅产业？

“如今太极拳声名远播，解决了游客
来不来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要在如何‘让
游客停留的时间更长’上发力，比如说打
造一些更吸引人、更有亮点的项目。”说
到文旅产业的发展方向，陈家沟景区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坦言，目前的项目还不
够有吸引力。

“张艺谋指导的《印象·太极》、中华
太极馆展演等项目正在稳步推进。”该负
责人透露，18.8米高的“印象·太极”剧场
将在2021年亮相，届时将引爆陈家沟。

2020年12月19日，在陈家沟陈正
雷太极书院举行的太极拳传承发展会
上，温县县长在发言中提出，要大力实施

“太极拳＋”战略，发展壮大太极拳文化
产业，以“武太极”引爆“文太极”。

“成立的7个项目推进专班，正对总
投资123.5亿元的7个重点项目进行一
对一跟进。”温县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将借助太极拳品牌影响力，创建省级旅
游度假区，争创全域旅游示范区，高标准
打造世界级太极拳文化IP新高地。

“大师回归”
太极名人要“气沉陈家沟”

记者注意到，陈正雷书院门口，挂着
“陈正雷太极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陈正雷太极拳国际大联盟”“河南省太
极拳协会训练基地”等牌子。

据陈家沟景区管理局副局长郑红运
介绍，陈正雷书院是县里鼓励名师回归，
传承非遗的“大师回归”工程。县里出台
了《太极拳代表性传承人非遗传承馆支
持办法》，传承馆进行统一规划、供地，鼓
励在外发展的太极拳名家回乡授拳。

目前，陈正雷书院已建成投用，陈小
旺、王西安、朱天才等非遗传承馆待建，
希望大师们能成为当地的“旅游名片”。
陈小旺、朱天才等大师此前也曾表示，今
后要把更多时间留在国内，气沉陈家沟，
吸引外国人到陈家沟来。

温县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县里
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太极行”“世界百城
千万人太极拳展演”等活动，在世界范围
内叫响“太极圣地”品牌。他透露，以后
还会加强跟少林拳的融合，着力打造世
界级中国功夫交流示范区。

“这是中国武术奉献给世界人民的
宝贵财富，是全球数亿太极拳习练者的
骄傲与荣耀。”2020年12月21日，中国
武术协会副主席陈恩堂在太极申遗成功
后曾表示，希望宝贵财富，能早日转化为
当地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发展文旅产业，陈家沟还缺更多的“看点”

大概因为季节和疫情，陈家沟
路边的商店八成大门紧锁，并未营
业。“冬天是淡季，学拳的人少，来
旅游的人更少，再加上受疫情影
响，村里人不多，所以很多沿街店
铺暂时不营业。”王女士的店开在
陈氏祖祠附近，主要卖太极服装，
是少数开门的店铺之一，去年的收
入尚未“顾得住”房租。但王女士
注意到，太极申遗成功后，店里网
上的订单明显多了起来。她说，等

冬天过了，大概会迎来转机吧。
村部旁边的宾馆，服务员王姐

问：“这个季节你们来看什么？到
3月以后，外地学拳的人就像候鸟
一样回来了，往年没有疫情时，街
上溜达的好多都是外国人。”而她
家的两栋宅子，已被预订了，据说，
租房的要建全球第一所太极拳专
业高等院校——河南太极拳学
院。学院由郑州大学体育学院与
温县人民政府合建，实施全日制武

术本科教育，招生规模是5000人。
当然，陈家沟也有自己的时

尚，警察站在潮流的电动平衡车上
巡街，成为一道风景。古老的太极
拳也开始尝试新玩法，太极拳与腾
讯结合，开发了“多福的太极拳日
常”QQ表情包。多福是拥有3500
万粉丝的QQfamily 中的功夫达
人，这次，多福也从温县陈家沟学
了16个太极拳招式，“抱拳礼”“玉
女穿梭”…… 憨态可掬。

平静的陈家沟，八成店铺选择暂时不营业

记者驱车赶往太极拳的发源
地，离陈家沟还有两公里，走上一
条“旅游路”，太极元素逐渐增多。
路两侧挂满黄条幅：“共享太极，共
享健康”“世界太极城，中原养生
地”。两旁商店随处可见太极符
号，不过车辆和行人并不多。

旅游路尽头，临近村口王战军
太极拳学校的对面，是陈家沟游客
服务中心，但尚未开放。旁边的保
洁阿姨讲，这里将来要演张艺谋团
队打造的《印象·太极》，听说投资
五六亿元，牛得很。游客服务中
心、“印象·太极”剧场、中国太极拳

博物馆未来将连成一线。
陈家沟村支部书记陈冲告诉

记者，村里如今土地已全部流转，
除了一些与太极服饰相关的生产，
基本没有别的，村民更多的是以教
拳为生，生产加工销售太极服装、
四大怀药或从事相关的服务行
业。陈家沟大概3000口人，村里
太极拳名师的传艺故居就有20余
处，太极拳相关产业包括服饰、器
械、特色文创商店等达70余家，每
年80多万人来旅游。常年外出教
拳的拳师800余人，每年来村里拜
师学拳的太极拳爱好者很多。所

以，虽然几乎没有第一产业和第二
产业，但还是比周边村“殷实些”。

陈冲说，因为村里几乎没有大
点的饭店，拳师还自发组织建了一
个规模相对较大的“陈家沟酒楼”，
以满足外来接待需求。村里人如
今也算是见过世面，马云来过很多
次，还拜了“四大金刚”之一王西安
为师，吴京为了演“太极宗师”来体
验过，武林风的一龙等人也来过这
里交流。还有李连杰，甚至一些好
莱坞明星也来过。这次申遗成功
后，已经有很多人来村里打听店铺
出租的事。

无处不在的“太极”，小村庄或迎大变化

太极拳申遗成功，将为陈家沟的文旅产业带来转机

寻找陈家沟的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