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邯郸市太极生态旅游的开发与发展 

文/郭卫民 李亚飞 

   邯郸市历史悠久，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是赵文化、梦文化、陶瓷文化、太极文化的
发祥地，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有著名的赵武灵王丛台，赵王城遗址，回
车巷等文物古迹；有黄梁梦吕仙祠、响堂山石窟、娲皇宫、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有始筑于隋末、
经元明增修而成规模的永年广府城等旅游胜地。邯郸广府古城是杨、武式太极拳的发祥地，更是我
国平原地区城墙、古建筑、护城河保存较好的一座明清时期的古城，周边环水，是北方地区少有的
古代水城，自古就有“北国小江南”之美称。广府城内有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道小拐弯儿，窦
建德墓、三眼井、大成殿、紫山书院、城隍庙等名胜，城东有与赵州桥齐名的弘济桥，太极拳宗师
杨露禅、武禹襄的故居和墓地，更是驰名百年，是世界太极拳弟子们心中的圣地。优越的地理位置
和数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让邯郸及广府拥有了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邯郸正建设成为河北、河
南、山东，山西四省交界区域经济中心，在建设区域经济中心的过程中，为开发和发展太极文化生
态旅游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挖掘、整合、利用邯郸市丰富的旅
游资源，加大邯郸及广府镇太极旅游景点的建设力度，充分利用太极拳发祥地品牌优势，着力提升
旅游的文化内涵和品位，以文化支撑旅游，凸显特色，就可以将古迹名胜林立的邯郸及广府打造成
一个集太极文化和生态为一体的旅游胜地。 
   一、整合太极文化旅游资源，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 
   太极文化旅游产业是一个包含面广、关联度大、开放性强的综合性经济文化产业，必须牢固
树立“旅游开放化、文化市场化”理念，要认识到它既是文化旅游的新项目，也代表着人文旅游发
展的新方向，进一步调整、完善文化旅游管理机构，建立高效有力的行业管理体系，推进景区景点
的优化整合，实现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统一宣传。 
   我们应结合邯郸旅游景点众多、历史文化特色浓厚的特点，开辟以太极文化为中心的多元化
旅游形式，深入挖掘多元文化的历史渊源，开辟新的旅游线路资源，形成以邯郸主城区为中心，辐
射周边的人文、生态旅游和山水风光休闲游，集健身、购物、住宿、休闲、娱乐、传统小吃为一
体，将太极文化气息渗透到旅游的各个环节、各个链条，打造游客乐于参与、互动性强、富有娱乐
性的文化旅游项目，推进文化“旅游化”和旅游“文化化”。 
   二、实施精品推进战略 
   广府古城地处晋冀鲁豫四省接壤处，107、309国道、京广铁路、京深和青红高速公路穿境而
过，距离邯郸市20多公里，交通十分便利，是北方地区少有的、保存完好的古城，更有深厚的太极
文化积淀，应作为我市的精品景点进行开发，把太极文化与生态旅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重点打造
以永年广府为中心的太极文化旅游线路。 
   广府古城有1300年的历史，是杨、武氏太极拳发源地，有很多完整的古迹。在具体规划、建
设方案中，对于现有的体现太极文化的旅游项目将进行有机整合，如广府太极城“五环一墙三条
街，城内城外十八景”等建设，全力打造文化广府、生态广府，使邯郸广府成为一亿多杨氏、武氏
太极拳爱好者寻根祭祖的太极拳圣地。把广府古城打造成为集中体现古城历史人文风貌和太极武术
文化的历史文化名城，打造成为自然景观独特、文化特色鲜明、旅游设施完备的、享誉海内外的特
色文化旅游胜地。但在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太极文化”的优势，突出“太极文化”的风格，
力争每一个景点都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空间结构布局合理，努力把每个旅游景点都建成精品。 
   在旅游景点的整合和旅游线路的设计上，应根据区域经济中心的建设要求，高规格、高标准
进行邯郸太极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的规划、设计与建设，把邯郸及广府建成集吃、住、游、娱、购一
条龙服务的太极生态旅游胜地；还应打破文化、文物、旅游分离，景区、景点归属不一，条块分
割、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局面，以旅游开发公司为龙头，进行统一管理和开发。例如，在旅游线
路的设计、开发中，除现有的太极广府一日游外，可开辟丛台公园→古武当山→长寿村→广府等旅
游线路及太极文化生态旅游专线，这些景点都有浓厚的太极文化特色，通过创造良好的交通条件和
旅游环境，借助旅游景点弘扬太极文化，促进景点的发展。 
   1、营造浓厚的太极氛围 
   在市区应适当增加反映太极文化的雕塑和小广场，既展示文化，也为人们演练太极功夫提供
方便，把邯郸及永年广府建设成为自然风光旅游、太极文化旅游的风水宝地，全力打造太极拳之乡
的神韵与魅力，使人们在邯郸随处都可以感受到太极的氛围与气息，以提高游客对邯郸太极文化的
认同感。 



 

   古武当山现已有太极张三丰的塑像，还可以考虑再多塑一些太极雕塑，同时建设体现太极文
化的内涵、思想、足以和古武当山水美景融为一体的太极表演广场；建立表演队伍，表演太极功夫
的同时传播地方特色文化，还可以增加互动性，让游客在娱乐中亲身感受太极文化的气息。 
   2、打造长寿村旅游品牌 
   长寿村可利用太极品牌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成立太极保健品公司，研制开发太极
药品、养生食品、饮料、太极养生茶、养生酒；考虑与现有医疗机构合作成立太极医疗康复中心，
让从事太极拳运动得亲身体验音乐的韵律、哲学的内涵、美的造型和诗的意境，在高级享受中放松
精神，修身养性，消除疾病，健康体魄，这不失为品味中华文化与提高健康水平的最佳组合。可以
让人们在欣赏长寿村自然风光，感受邯郸纯朴民风的同时参观太极保健品公司和太极医疗康复中
心，增强人们对健康的认知度；还可以进行太极小吃一条街的建设，彰显邯郸太极文化特色，品味
邯郸的特色小吃。 
   3、在广府设立太极拳展示中心 
   借助广府太极拳发源地的优势，设立太极拳展示中心，让人们在广府可学习太极拳，参观太
极文化博物馆（展示和邯郸太极文化有关的各种图片、文献资料、名人题词、各种纪念品、历代太
极大师的资料、拳谱等）；参观国际太极拳交流中心（可承办各种展览，建成集文化交流、比赛、
培训、表演为一体的多功能艺术中心）；购太极文化旅游纪念品、在娱乐中心进行休闲。 
   三、抓住机遇，拓宽融资渠道，重视相关产业发展 
   邯郸市委、市政府已提出文化强市的理念，但文化产业及其相关服务产业还十分薄弱。充分
利用太极拳这一垄断性资源和其品牌，尽快、尽早进入实质性开发阶段，定期举办太极拳理论研讨
会、交流会、博览会，挖掘文化内涵，形成较为完整、系统的太极拳文化体系，可以使邯郸成为世
界上太极拳产品和文化交流的中心，为文化邯郸提供更大的客源市场，更好地吸引世界各地企业财
团的关注和投入。政府对太极文化旅游业的扶持还可以带动社会资本进入，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
融资渠道社会化的机制，为太极生态旅游的发展创造浓厚的社会氛围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据此，政府应抓住机遇，统一领导，营造良好的投资、融资环境，做好、做大、做强太极文
化生态旅游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积极参与国际文化旅游市场竞争，运用市场机制大力发展太极拳
文化旅游产业，以“拳”招商。事实上，太极拳及太极文化在全世界已是倍受推崇，这一重要资源
不容忽视，可以借此扩大区域合作，鼓励、支持社会资本以股份制、民营等形式实现旅游资源利用
的最优化和文化旅游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这就要求制定完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优惠政策和利益分配
办法，拓宽投融资渠道，吸纳社会资金进入，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放宽市场准入，按照“谁投
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调动各方面发展旅游业的积极性，引导社会力量以各种方式参与太
极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经营；可以考虑与国内外知名旅游城市联姻，引进国内外大企业、
大集团参与邯郸太极文化旅游产业经营，吸引国外资金，通过内引外联，形成多层次、全方位、多
元化的太极文化旅游投资、开发体系，共同开发与太极文化有关的项目，尽快使太极文化生态旅游
规划得到落实，在邯郸规划建设“国际太极文化园区”，加快太极圣城、宾馆、“农家武院”等接
待场所的规划与建设，选拔、培养优秀解说员，提升接待能力和接待标准，提高旅游服务水平。 
   邯郸系国务院特批的有立法权的较大市之一，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制定一些促进太极文化生
态旅游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对于从事太极器械、服装生产和太极拳培训、表演的，具有
较强邯郸太极文化特色和明显城市文化名片效应的品牌、太极文化企业，政府要重点考虑，在财
政、税收、投资、土地划拨、注册审批、工商管理、人员分流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扶
持一批太极文化企业。众所周知，太极拳的群众基础已相当普及，有着庞大的消费群体和广阔的消
费市场，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近两亿人练习太极拳，国际武联2000年7月就做出决定，将每
年5月作为“世界太极拳月”，这是世界上任何一项群众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发展前景良好。可以
预见，亿万人的消费群体一旦形成，必将带来无限商机。在“太极拳既是武术精粹、还是风景、更
是文化”的理念下把太极拳的群众性活动、武术练习、器械表演、服装饮食、文化刊物、保健与健
身等作为一种消费与旅游的文化景观来开发，让消费者在旅游中既观光又健身，才足以实现太极拳
在文化和经济上的双轨发展（本文是邯郸社会科学2005重点课题《太极文化，文化邯郸》的相
关成果。作者单位：邯郸学院公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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