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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享誉世界太极圣地
谱写太极拳文化传承新篇章

温县县委书记王玲强调，创
新提升温县太极拳文化产业发
展要“讲好太极拳故事”，而“讲
好太极拳故事”的关键在于创新
提升“七个一”工程。

何为“七个一”工程？
讲一个故事，让陈王廷、陈

清平、陈照丕等大师形象鲜活起
来，形成与“黄飞鸿”“叶问”等齐
名的“文化符号”。

学一套拳法，创编几套太极
拳简易拳法，供游客体验和学习，
打造太极拳界的“精武门”。

尝一道药膳，围绕太极拳文
化资源和“四大怀药”特色资源，
研究出不同系列的药膳，打造

“舌尖上的陈家沟”。

听一场讲座，邀请太极拳“四
大金刚”和各流派优秀传承人定
期授课，讲拳法、讲文化，打造太
极拳界的“稷下学府”。

享一次疗养，融合温县旅游
养生资源，打造河洛文化中心地
带的“康养圣地”。

观一部电影，邀请国内知名

团队，拍摄一部凸显太极拳文化
特色的电影，打造太极拳影视文
化基地。

看一场演出，围绕太极拳文
化和“四大怀药”文化，研究推出
系列文化创意产品，推进“印象太
极”大型文化演出项目，编排太极
拳文化系列小品。

在全域旅游时代，温县太极
拳文化产业被注入了更加灵动
的色彩，大产业文章令人期待。

中国太极拳的发源地温县陈家沟,位于
黄河北岸距河洛汇流处几公里远的清风岭
上。南临黄河,北依太行,阴阳相和,太极天
成。数百年来,这里大师云集、英才辈出,成
为举世闻名的太极圣地。

村中小巷曲径通幽,农家小院古朴清
新。不敢想象,只有3000人的小村却有4个
太极拳学校、30多个家庭拳馆和300多名拳
师。

虽几经磨难，但随着改革开放,国门大
开,发源于这个小村庄的太极拳风靡世界,
目前已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习练者
达数亿人之多。每年从世界各地赶来陈家
沟朝圣、拜师学艺的太极拳爱好者更是络
绎不绝。

一个村,一部中华太极拳史；一套拳，一
个让世界为之沉醉痴迷的中国表达……

在全人类开始追求身心健康和谐、中

国高度重视弘扬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治国
理政重要思想理念的今天，太极拳作为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如何将其独一无
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传递给世界，太
极圣地焦作在打造世界太极城的路径上不
断探索，作为发源地的温县，更是将“全力
打造享誉世界的太极圣地”这一战略加快
实施，使得太极拳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推
广，成为璀璨世界的一张中国名片。

陈家沟原名常阳村。明洪武年间，山西泽州
人陈卜举家搬迁到这里，因为村中有三条南北走
向的深沟，随着陈氏人丁兴旺，改为陈家沟。

明末清初，陈家沟陈氏第九世陈王廷(1600-
1680)在家传拳法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结合

《易经》太极阴阳之理，融汇中医经络学说和道家
导引吐纳术，创编出了一套阴阳开合、刚柔相济、
内外兼修的新拳法，命名为太极拳。

太极拳先在陈家沟经历了百年传承，到第六代
传人陈长兴和陈有本时，二人由博返约，分别创编
出陈式太极拳大架和陈式太极拳小架套路。太极
拳第八代传人陈鑫著《陈氏太极拳图说》，全面总结
了陈氏数代宗师所积累的太极拳传承实录和实践
心得，为太极拳的传承与弘扬，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清代中后期至民国，太极拳开始对外传播。
清嘉庆年间，陈长兴摒弃门户之见，将太极拳

传给外姓人杨露禅，杨露禅学成入京与人比武未遇
敌手，被誉为“杨无敌”，太极拳遂声名大噪，后杨露
禅创编出杨式太极拳；太极拳第七代传人陈清平传
拳于温县赵堡镇和兆元、河北永年武禹襄，两人分
别创编出和式太极拳、武式太极拳；清末，满族人全
佑师从杨家学杨式太极拳后，传子吴鉴泉创编出吴
式太极拳；民国初期，河北顺平县人孙禄堂，师从郝
为真学武式太极拳后，创编出孙式太极拳；20世纪
30年代，陈家沟陈氏十七世陈发科在祖传拳械套路
的基础上，创编出陈式太极拳新架一路、二路。

到清末民国初年，国内太极拳高手辈出，涌现
出陈鑫、陈子明、陈照丕、孙禄堂、张之江、李景林、
王子平等大家。太极拳在国内外风光无限、盛极
一时。

当时的陈家沟也出了陈发科、陈省三、陈宝
璩、王雁等陈式太极拳名家。

但一场变故，使太极圣地的震脚声几近销声
匿迹。

1941年,河南遭遇了前所未见的旱灾和蝗灾，
陈家沟也未能幸免。加之各股势力轮番滋扰，民
不聊生。为讨活路，大多数人都背井离乡逃荒到
了西安、咸阳、宝鸡等地。“这个时候，活命都成了
问题，自然无人再去练拳了。”村里老人说。传承
几百年的太极拳自此中断。

1946年温县解放，陈家沟外出逃荒的群众陆
续回来，村里人口重新达到了上千人。尤其是新
中国建立后，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老百姓终于可
以归乡安居，但太极拳却仍旧没人练。

一直到1953年，当时江湖人称“铁捋神靠”的
王雁(1900-1980)，担心太极拳失传之余，暗中物色
弟子，每晚偷偷在村里小学教拳。至此，在陈家沟
断了十多年的太极拳又再次燃起零星火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道德精髓、现代价值和传承
理念，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指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提升到一个崭新阶段，传统文化甚至在习
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为此，近年来，焦作市提出了“中原养生地、世界
太极城”的战略部署，温县也明确了要“全力打造享誉
世界的太极圣地”的战略定位，决定通过保护好、使用
好、发挥好太极拳这块国际金字招牌，来全面引爆温
县的产业发展、城市发展、民生发展、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梦就包括文化振兴梦。太极拳是国学的
‘活化石’，是优秀的东方文化，不仅要保护，更要传
承和发展。”温县县委书记王玲对太极拳未来如何持
续发力，目标清晰。在理念引领下，温县把握新时代
的鲜明特征，实施了“太极+”“旅游+”战略，谋篇布局
做好太极拳产业大文章。2017年，通过实施“太极搭
台、经济唱戏”，太极产业发展成绩可圈可点：与国际
投资巨头IDG资本、中原豫资签订了合作协议；与银
江股份合作打造了“太极云”平台和“太极宝”APP；与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合作启动了河南太极拳学院筹建
工作；与中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签订了赵堡镇特
色小镇合作协议；陈家沟老村改造、王廷大街立面提
升等项目陆续完成，中华太极馆、东沟改造、杨露禅
学拳处改扩建、名人故居复建、“大师回归”等工程相
继实施……太极圣地发展开启了新征程，温县把太
极拳发展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尤其2017年，世界百城千万人太极拳展演活动
从温县陈家沟点燃，575 座国内城市、25 个国家 50
多个国外城市共1000多万太极拳人参与的演练活
动世界瞩目；六大流派代表性传承人陈小旺、陈正
雷、陈全忠、崔仲三、翟维传、张全亮、张茂清、和有
禄等相聚太极圣地，共同为陈王廷铜像揭幕；中国
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带领书法家走进陈家沟，欣
然题写“太极拳之源”等匾牌。一个风生水起的太
极年让更多的中外太极拳爱好者认识了陈家沟。

太极传承弘扬之路任重而道远。如今，陈家沟
已先后被中国武协、民协命名为“中国武术太极拳
发源地”“中国太极拳发源地”“中国太极拳文化研
究基地”，相继荣获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乡村旅游模
范村、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省级十佳文化产

业村、河南省“最美文化传承村”“河南省首届发现
最美乡村”等称号。如何让陈家沟人气更旺、太极
圣地品牌更亮、太极拳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2018
年，温县持续实施了“太极+”“旅游+”战略，“逛庙会
游圣地”首届新春庙会系列活动成为引爆陈家沟客
流量的“导火索”，随着一个个独具“文化味儿”的春
节特色活动火爆启动，引得太极圣地人气暴涨，不但
吸引了一批批省内外游客接踵而来，而且引得百余
名国外太极拳爱好者欣然“驻扎”于此，感受太极圣
地浓浓的中国年味儿：太极彩灯展、民俗表演打铁
花、猜灯谜、舞火龙等特色活动吸引人眼球；非遗展
演、民俗工艺展、特色美食、“四大怀药”产品展销、太
极拳表演、戏剧展演等群众文化活动让人乐在其中；
泥塑、面塑、糖画、年画、麦秆画等民俗工艺品展琳琅
满目；司马懿得胜鼓、武德镇抬鼓、赵堡背桩行水、西
周舞虎等首届非遗民间民俗表演异彩纷呈，红红火
火的新春系列主题活动迎来旅游开门红，更为太极
圣地的旅游经济开好了新局面。

2018年，温县又重磅策划推出了陈家沟朝圣之
旅活动，以太极拳文化交流活动来带动中外拳师及
弟子、再传弟子、高端养生人群等走进陈家沟，聆听
大师讲座，开展寻根拜祖、文化交流、旅游休闲等活
动；结合少林与太极功夫之旅活动，与国外康养企
业或商端养生人群形成有效合作，并与各大旅行
社、自驾游和“驴友”团队等相结合，在陈家沟开展
吃药膳、练太极、学养生、品文化的特色养生休闲
游。同时，暑期与国内各大学以及港澳台地区的各
类游学机构形成合作，开展太极拳套路、文化、礼
仪、国学培训等。

结合全域旅游，温县还推出了以“朝拜一次太
极拳祖师、探秘一回太极宗师的传奇人生、体悟一
次太极气场、增加一层武术功力、感受一场视听盛
宴、约会一场高手对决、品味一席药膳大餐、享受一
次休闲养生、重拾一段农耕往事、体验一次民俗文
化”为主要内容的“十个一”活动，让中外太极拳爱
好者通过精彩的传统民俗文化表演，零距离感受中
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同时，推出了三组旅游精品套
餐任游客自由选择。

中华大秘，藏于太极，圣地温县，吐故纳新。今
天，温县作为中国十大休闲旅游县、宜居宜业的养生
福地，正在被列入全国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太
极拳，四大怀药，一个个不可比拟的自然景观与资源
禀赋层层叠加，深度融合，温县已经被国内外有识之
士认定为全国独有的康养产业发展基地和宜居、宜
游、宜业的养生福地，呈现出蓬勃的发展生机。

盛世盛景，和谐太极；大美温县，笃实创新。作
为承载着中华文化传统基因的太极圣地，温县正在
传承中华文明、融入“一带一路”征程上再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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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陈式太极拳第十代传人陈照丕(1893-
1972)回到村里。

新中国成立后，陈照丕在河南省黄河委员会工作，
回家探亲时，他看到村里几乎没人练拳，心急如焚，生
怕太极拳在陈家沟失传，1958年向单位提出退休回家
传拳。这一年陈照丕虽已65岁高龄，可参加全国武术
比赛，仍获得太极拳第一名、梨花枪第三名的佳绩。

回到陈家沟以后，针对群众对当时政治形势的顾
虑，陈照丕搬出毛主席的话来应对：“毛主席说过，爬
山、游泳、散步、太极拳都可以强健身体。你看，毛主席
也号召练太极拳，太极拳是国粹，是老祖先留下的宝贵
财富，为啥不敢练呢？”

就这样，在王雁和陈照丕的坚守下，太极拳的习练
在陈家沟开始如星星之火重新燃起。

然而 1966 年“文革”开始，政治空气陡然紧张起
来。1968年，陈照丕已经70多岁高龄，为了让太极拳的
宝贵财富能全部传承下来，他挑选出陈小旺、王西安、
陈正雷、朱天才四个人重点培养，也就是今天远近闻名
的陈式太极“四大金刚”。

陈照丕还自编“毛诗拳”——把毛主席诗词和太极
拳招式结合起来，教一招拳，背一句诗词。1972年，80
岁高龄的陈照丕去世。打听到老家陈家沟的太极拳名
家陈照奎定居在北京，村里又请他回村教拳。当时为
了提高大家练拳的积极性，村委会制定的政策是，过来
练拳相当于上工，直接计工分，这大大提高了村民练拳
的积极性。

上个世纪70年代，陈家沟的太极拳传承逐渐上了
轨道，开始在省内有了不小轰动，改革开放的一声春
雷，为太极拳全面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1978年11月，
邓小平在接见日本友人时说：“太极拳好哇!”日本太极
拳爱好者遂请求邓小平给予题词。从此，邓小平的著
名题词“太极拳好”便流传开来。

1981年，日本太极拳爱好者三浦英夫到访了中国
太极拳的发源地——陈家沟。自此，陈家沟封闭的大
门完全向世界打开，先后接待了日、韩、法、澳、意、美等
国来访和学习的团队逾百批。1982年，在上级关照下，
张蔚珍主持成立了陈家沟太极拳学校，并任首任校
长。学校开始大规模招收学员教拳。自此，太极拳才
开始喜迎发展盛世。

1982年，国家选派朱天才到新加坡传授太极拳，朱
天才也由此成为第一个国家外派传拳的太极大师。据
悉，自上世纪80年代起，走出国门传拳的陈家沟拳师有
一百多位，除了著名传承人陈小旺、陈正雷、王西安、朱
天才外，还涌现了一大批较为优秀的陈式太极拳传人，
如陈庆州、陈小星、陈照森等，传播范围有150多个国家
和地区，为推广太极拳作出了巨大贡献。

太极圣地浓厚的发展氛围，让太极拳传承人薪火
相传，村里练拳蔚然成风，开馆授拳、赴外传拳的拳师
络绎不绝，一批批青年拳师快速成长。今天，陈家沟走
出国门传播太极拳的陈式太极拳名家有一百多位，传
拳地区几乎涵盖了全球所有国家，涌现了一大批优秀
的太极拳传人，他们和其弟子创建的拳馆遍布全球各
地，据悉，如今温县在国内外设立的武馆及加盟武馆、
分支机构有3000余家。预计到2020年，以陈家沟太极
拳为核心的武术培训机构国内外将达5000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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