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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规模近三届逐届缩小原因

初探

秦嘉乐 付宏山

河南大学 武术学院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河南省 开封市 475000

摘 要：焦作国际太极拳年会是国内一个盛大的武术赛事，也是推动太极拳运动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大赛的成功举

办对太极拳的传承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最近的赛事数据与相关文献资料表明大赛的参赛人数与赛事规模逐

届收缩。为了探明原因，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从赛事吸引度、环境因素、资金来源等方面对近三届大赛规模逐届缩小

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给出了针对性的指导意见。太极拳大赛对于中国武术的传播与拓宽国际交流平台有重要意

义。通过研究大赛规模收缩原因，可以对赛事的开展提供理论参考，有助于国际太极拳运动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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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太极年会）作为太极

拳爱好者交流的媒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运动员技能

的展现，是促进体育强国的必要工作。现如今国际太极拳交

流大赛国内外报名选手减少，规模缩小。本文从政治因素，

社会与经济因素以及个人因素角度视角出发，探讨国际太极

拳交流大赛整体规模缩小的原因。

1.研究背景

焦作温县作为太极拳的发源地，当地为了带动焦作经济

发展以及太极拳的推广，依托太极故里弘扬太极拳文化。根

据官方媒体——焦作日报报道：于 1992 年 9 月 5日至 9 日

在焦作温县举办了首届国际太极拳年会，这座小城迎来了

23 个国家地区，参赛总人数达到三百余人。此次太极年会

的成功举报，让太极拳在国际上迎来了一个新高度（表 1、

图 1）。有于 2000 年太极年会的举办地由温县易到焦作，自

2005 年起国际太极拳年会正式更名为“中国·焦作国际太

极拳交流大赛”大赛每两年举办一次，迄今以举办了十一届。

为了赛事发展，焦作以太极拳命名打造中国首座太极体育中

心大型体育场所。据中国新闻网官方报道数据显示 2015 年

第八届太极拳交流大赛在此举办，本届赛事达到了 41 个国

家和地区 456 支代表队 5016 名运动员报名参加，无论是境

内还是境外在参赛规模是都是前所未有的(表 2)。

表 1第一届到第六届国际太极拳年会参赛人数统计

图 1

表 2 中国 第二届到第十一届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

赛参赛人数

1.1 赛事构成与数据

国际武术大赛分为政府主导性赛事，主要以国际武术联

合会承办参数选手属于职业运动员参加，另一种则是社会选

择型或政府半主导型赛事例如焦作·国际太极拳大赛是由国

家体育总局、中国武术协会、河南省体育局以及焦作市人民

政府主办的社会型赛事，参赛选手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武术爱

好者。因疫情因素影响第十一届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是时隔

五年的最新一届赛事，分析此次赛事的规模，参赛人数以及

开幕式可以发现此次赛事相较于之前几届整体规模变小，参

赛人数也大幅度降低（图 2）。根据焦作市人民政府 8 月 2

日发布要闻动态，距离报名截止还有 14天，仅有 36 个队伍、

200 余人报名第十一届太极拳交流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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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赛事产业运作困境

2.1 赛事吸引下降

近年来，随着同级别、同等规模国际武术赛事的密集涌

现，观众与参赛者的新鲜感逐渐衰退，步入审美疲劳，再加

上互联网的创新，国际武术线上大赛也为很多居家参赛者提

供了很好的机会，不用出门以及交报名费，通过传输视频让

裁判评比打分，并且可以获得相应的证书。早期焦作·国际

太极拳交流大赛在太极拳赛事领域里是国际公认度最高的

太极拳赛事，从赛事筹办到开幕式以及闭幕式整个赛事期

间，全市人民以及太极拳爱好者们都有很高的热情，随着大

众人民对太极拳的热度增高，太极拳在近几年也得到了高速

发展，因此各大城市都相拥举办全民太极拳交流大赛，这一

举动对焦作太极拳年会造成了很大的运作困境。此外太极年

会赛事的推广与营销领域也暴露诸多的问题。赛事组织方、

中介及转播平台之间合作不到位以至于赛事没有最大的公

布于公众视野，长期以往影响了赛事的广泛传播
[2]
。

2.2 国际环境因素影响

根据官方媒体环球网的报道，在现行国际形势下全国出

入境人数皆有所减少。从第二届到第十一届焦作国际太极拳

交流大赛参赛人数表格数据可以看出，交流大赛的境外组队

员也在逐年递减（图三）。近几年全球战乱直接影响到国际

太极拳赛事的安全与稳定。在战乱频发的国家和地区，持续

的冲突和不稳定局势使当地的太极拳习练者不得不将精力

投入到生存和自保中，而非参与体育赛事。此外战乱国家还

可能导致国际交通受阻，使得他们无法正常的按照赛事时间

到达举办地。战乱不仅影响赛事的举办，还直接波及到参赛

队伍。在战乱国家，太极拳训练和传承可能因为资源的匮乏、

师资短缺等问题而陷入困境。许多优秀的中国教练员因战乱

而无法到当地进行太极拳授课，种种情况下使得太极拳交流

大赛的境外组人数减小。

图 3第二届到第十一届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参赛

人数

2.3 全球疫情下的国际形势

自 2019 年底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范围内的各类体育

赛事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家太极拳交流大赛也不例

外
[3]
。疫情之下，参赛者的健康安全成为赛事举办的首要考

虑因素。对于国际大赛人员的流动与聚集无疑增加了疫情的

传播风险。例如第十一届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原定

日期是 2021 年 9 月因疫情影响推迟到 2024 年 9 月，与上一

届时隔五年。根据焦作市当地调查，原以为延期举办的赛事

境外组报名人数应增长，但根据实际报名人数发现呈下降。

很多国家因疫情因素影响而拒绝参加此次赛事，疫情不仅对

其他国家人员造成疾病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当地的经济水

平。显然，疫情的影响对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的赛事规模造

成了很大的影响。

2.4 资金来源单一，政府负担加重

首先，资金问题是影响大赛规模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

资金在体育赛事中扮演者举足轻重的角色
[4]
。根据焦作市体

育局竞赛科相关负责人的采访，政府在大赛中的投入占据主

导地位，而赞助商提供的赞助资金比例相对较小，且缺乏大

牌商家的赞助。在赛事的准备过程中，充足的资金支持是确

保各项活动顺利进行以及有效的宣传推广的关键，缺乏政府

资金的支持限制了赛事宣传团队在多种媒体渠道上的推广

能力，通过对焦作太极拳赛事相关工作者的访谈中了解到，

很多太极拳爱好者，根本不知道赛事的报名途径，错过了报

名时间。可见政府资金的投入力度小对于赛事参与等方面有

众多不利影响
[5]
。这种资金结构导致大赛的经济效益难以达

到预期，政府的财政压力增加，长此以往，政府可能因资金

链的紧张进一步会导致大赛的的原有规模。

2.5 观众上座率不高

尽管太极拳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爱好者群体，但焦作国

际太极拳交流大赛的观众上座率却不尽人意。这与项目的本

身条件有很大的关系，此类项目没有像搏击身体对抗，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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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足篮排的进分机制，所以给观众一种枯燥无味的感受，同

时也和赛事的宣传力度、赛事的时间的选择等多种因素有关
[6]
。

3.焦作太极拳年会的重要影响（经济影响）（社会影响）

焦作市政府为转型旅游城市结合太极拳发源地一大独

有特色，打造“一赛一节”将深化“太极拳”和“云台山”

两大城市名片，根植于太极拳文化思想，以体育竞技为引擎，

引领旅游休闲多元化，构建体育文化、健康旅游、经济发展

三大板块，是为焦作发展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7]
。同时，借力

太极拳这一文化符号，携手国际顶尖媒体平台，清晰传递“太

极拳源自陈家沟”的根脉信息，实现“太极即焦作”的品牌

强关联，将“一赛一节”打造成为更具全球视野、更高包容

性的“世界太极盛会”，响亮喊出“世界太极城·中原养生

圣地”的响亮名片。“一赛一节”是独有的特色赛事，比赛

的同时可以放松心情游玩水，也可以到太极拳发源地“陈家

沟”感受太极文化之美，和世界的各地的拳友交流促进。

3.1 焦作广泛开展太极拳活动促使太极拳申遗成功

根据中国文化报报道：“太极入遗，世界瞩目”2020 年

12 月 17 日，中国太极拳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回望 9年间 5次申遗，申遗过程艰难，从区级到市

级再到省级，再由省级到国家级最后乃至世界级。太极拳的

申遗离不开大街小巷练习太极拳的民众。在焦作地区，太极

拳的普及程度极高，体育中考就涵盖有太极拳项目。而焦作

市居民广泛开展太极拳活动，则是这一成功的重要条件。早

期，焦作就先后成立了陈氏太极拳协会，再细分为陈小旺协

会、王西安协会等，焦作市政府高度重视太极拳的保护、传

承与发展工作。结合焦作市太极拳年会，致力于把太极拳推

进新高潮。

4.解决办法

4.1 拓宽资金的来源渠道，增大赛事宣传

为助力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的蓬勃发展，政府应持

续增强财政扶持力度，并主动搭建平台，吸引社会资本与赞

助商的广泛参与。通过实施一系列激励政策，激发企业及个

人对赛事的赞助热情与投资意愿。在赛事的推广上面也要加

强宣传，特别是对于比赛的媒体转播，还仅限于网络播报和

地方卫视的直播。政府对大赛的宣传、推广资金投入力度都

要提升，且加强统筹规划和深层次思考。

4.2 提升观众上座率，加大太极拳文化保护

提升赛事观众吸引力则是扩大规模的核心策略之一。优

化赛事的时间规划、选址布局与赛程设置，旨在提升观众参

与的便捷性与满意度。同时，深化赛事的观赏体验与互动元

素，如增设对抗类项目、举办太极拳艺术表演与展览，以丰

富观赛体验，吸引更多目光。更可携手旅游部门，打造赛事

观光旅游套餐，吸引外地观众亲临现场，感受太极魅力，促

进旅游与体育的深度融合。韩雪在《中西方体育交融与 21

世纪传统武术的发展》中，着重研究了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

的发展走向。文章认为传统武术要想在国际体育界获得一定

的地位就必须走向大众化、社会化，同时还要吸收竞技武术

特点，既要保留原有的特色，也要吸收现代竞技武术的特点。

太极拳以独特的运动方式展现出的身体文化，已传播至多个

国家，受众人群达到数亿人。太极拳作为世界范围内认可度

较高的标识性文化，无疑成为优秀的传统文化。重视太极拳

文化保护工作，创新保护新方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8]
。

5.结论

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面临规模缩减的挑战，需集合

政府、主办方与社会各界之力，共同应对。通过拓宽融资渠

道、构建高效管理架构、深化赛事商业化运作及增强观众吸

引力等措施，我们将有力推动大赛的持续发展，不断壮大其

规模与影响力，让太极之光更加璀璨夺目。

参考文献：

[1]杨芊夏. 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异同及其世界体育文化

的发展趋势[J]. 科技信息, 2012(12): 260.

[2]孙红元. 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状况调查及对策

研究[J]. 河南科技, 2012(10): 10.

[3]聂晓梅, 易锋, 曲永鹏. 疫情下民族传统体育赛事

受到的冲击及应对策略[J]. 当代体育科技, 2022, 12(30):

146-149.

[4]靳周祥. 焦作国际太极拳年会的发展现状[D]: 北

京体育大学, 2007.

[5]聂晓梅, 易锋, 曲永鹏. 疫情下民族传统体育赛事

受到的冲击及应对策略[J]. 当代体育科技, 2022, 12(30):

146-149.

[6]李世宏. 文化视角下中国武术赛事发展研究[C].

中国天津, 2023: 3.

[7]杨惠晓. 焦作“一赛一节”对城市发展影响的研究

——以第十届焦作“一赛一节”为例[J]. 当代体育科技,

2020, 10(15): 192-193.

[8]裴姣姣, 王柏利, 裴颖. 非物质文化遗产太极拳保

护、传承与适应性发展路径研究[J]. 武术研究, 2023,

8(10): 49-52.

作者简介：秦嘉乐（2003-），男，学士，武术与民族传

统体育.

导师：付宏山，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