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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武术文化资源开发与产业化运作的思考
Ξ

张小林
(吉首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 :峨眉武术是中华武术文化的重要内容 ,亦是区域旅游等文化产业重要稀缺与特色资源。当前峨眉武术文化

资源开发面临系列问题 ,主要包括受重视程度低 ,体系松散难于传播 ,产业开发平台不突出及包装宣传乏力。提出

了可操作性产业化运作策略 :加强峨眉武术普及和进学校工作 ;以国际武术节为契机实施品牌先行战略 ;挖掘峨眉

武术文化底蕴 ;探寻峨眉武术特色 ,打造峨眉武术产品链 ;联合少林、武当共同打造民族武术文化品牌联盟 ;以峨眉

生态健身文化为依托 ,打造峨眉武术健身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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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of Emei Wushu Cultur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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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Wushu culture , Emei Wushu is also important sparse and special resources of local cul2
tural industry. But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problems such as not enough consideration for it , loose organization and so lead to hard

transmission ,inadequate industry development platform ,and so on. The author put forward strategies :strengthening popularizes of E2
mei Wushu and pushes the Emei Wushu into school ;taking“international Wushu festival”as the chance , carrying on brand strategy ;

scooping out Emei Wushu culture ;exploring Emei Wushu features , developing the product chains of Emei Wushu ;uniting Shaolin ,

Wu Dang together to create brand alliance of nation Wushu culture ;building Emei Wushu industry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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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眉武术得名于峨眉山 ,广而言之也可称之为

“巴蜀武术”。峨眉武术起于战国 ,成于南宋 ,经过千

百年演变发展 ,峨眉武术发展为 5 个大支派和 8 大

拳种。1983 年国家体委实施了一次大型的“中华武

术遗产挖掘整理”工程。据当时统计峨眉武术有练

功方法、拳术、器械共 1 638 种[1 ] 。千百年来峨眉武

术以内外兼修的独特风格赢得了世人的瞩目 ,与少

林、武当构成中国武术重要流派 ,堪称中华武术文化

的瑰宝。

然而在我国改革开发的大潮中 ,随着国内少林、

武当的红火 ,峨眉武术错过了多次发展机会。在机

遇与挑战面前 ,如何借鉴少林武术等国内外文化产

业发展经验 ,把握自身资源优势与特色 ,在四川打造

“中国第一山”的机遇中转变思路 ,积极把握市场经

济规律 ,推动区域经济社会与峨眉武术文化的双赢

发展 ,成为当前峨眉武术现代转型与发展的迫切问

题。

1 　峨眉武术是区域旅游等文化产业中重要

稀缺的特色资源

　　峨眉武术有着 3 000 多年的历史 ,在国内外有

着重要影响。据《四川武术大全》记载 ,峨眉派武术

有五派八门近千类拳法 ,与少林、武当相比亦毫不逊

色。据统计 ,峨眉武术共有练功方法、拳术、器械 1

638 种 ,与少林武术、武当武术相比甚至更显丰

富[2 ] 。中华武术流派中 ,峨眉武术汇集了佛道两家

功法的主要特点 ,具有刚柔并济、内外兼修等特色。

峨眉武术博大精深 ,它包含了巴蜀深厚的文化内涵。

但在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中 ,少林武术捷足先

登迅速发展壮大。1982 年《少林寺》在全国公映引

发的武术热让国人看到了武术的巨大魅力和无限机

遇 ,依托这股热潮 ,嵩山少林发展起以武术旅游、培

训、演艺为一体的少林武术产业体系 ,每年创产值数

亿元。武当也不甘寂寞 ,近年来武当将道教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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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文化有机结合 ,逐渐闯出了一条新路。目前武

当人已在全世界 30 多个国家建立了武当武术联合

会 ,并成立了专门的全国巡回表演团。通过对外展

示 ,武当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武术爱好者前往

武当山习武、旅游。

同样 ,峨眉武术具有不可替代性 ,不可模仿性。

正如少林功夫之于嵩山 ,武当功夫之于武当 ,已经根

深蒂固 ,并形成共识。尤其是其中蕴涵的历史与民

族文化更是无法复制与再生 ,这与现代竞技体育迥

然不同。在四川旅游业发展大局中 ,峨眉武术的特

色与优势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逐渐展现出来。当前

峨眉山被列入了四川重点规划建设的 5 大旅游区 ,

力图将峨眉山建设成为“中国第一山”。在保护和利

用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基础上 ,发挥名山、名城、

名人的优势 ,促进文化、自然生态旅游发展与社会经

济协调发展 ,峨眉武术文化资源开发将是其中的一

项重要工作。在当前四川“打造第一山”过程中 ,其

意义不亚于名山名佛名城。峨眉武术产业化发展不

仅能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更能通过商业化运作

开拓自身更广的发展空间。但在当前峨眉武术的发

展步伐明显落后于时代的潮流。

2 　峨眉武术产业化前景灿烂但存在诸多问题

2. 1 　峨眉武术在世界双文化遗产开发中没有受到

应有重视

有着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峨眉武术 ,多年来明

显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潮流 ,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

先是社会的关注度低。“一树开五花 ,五花八叶扶 ,

皎皎峨眉月 ,光辉满江湖”,这首不亚于武侠小说宗

师金庸笔下妙语的清代五言绝句 ,贴切地赞咏了清

代时期峨眉武术的盛况。然而在今天 ,这一盛况却

已是难得一见。中华武术博大精深 ,派系众多 ,南北

武术各有千秋。“天下武功出少林”,“古往今来武术

第一人是张三丰”,这些说法依据大多来自众多的武

侠小说、电影和电视剧 ,而峨眉武术却似乎逐渐被世

人所遗忘。

其次是管理部门的对峨眉武术扶持乏力。近年

来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 ,四川乐山和峨眉

山市经济社会获得了持续发展。但相比国内登封与

武当 ,不管是政府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还是文化

产业开发计划 ,在乐山等地都很难看到有规划、有规

模的峨眉武术文化气息。

第三 ,峨眉武术的研究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

视 ,峨眉武术产业开发的系统研究更是接近空白。

科学研究是促进人们科学认识并推动客观世界发展

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近年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 ,

国内形成了对体育、旅游等领域研究的热潮 ,从国家

科研立项课题到有影响力的专业杂志期刊 ,都成为

推动该领域研究成果交流与发布的平台。不管是国

家和地方各部门的课题立项 ,还是国内学术期刊 ,很

难搜索到有关峨眉武术尤其是关于其产业化发展的

研究成果。而国内少林、武当正在成为研究热点的

同时还创办了自己的专门杂志刊物 ,对于峨眉武术 ,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 2 　峨眉武术文化的挖掘整理工作滞后 ,造成峨眉

武术支离破碎与误解 ,乃至难于传播

峨眉武术长期盛行并流落民间 ,在自身发展与

对外交流中 ,峨眉武术脉络体系十分庞杂。在《峨眉

拳谱》的开篇中 ,就留下了“一树开五花 ,五花八叶

扶 ,皎皎峨眉月 ,光辉满江湖”的诗句。其中“一树”

是指峨眉武术 ,“五花”是从地域角度所分的五大支

派 ,“八叶”是从技击风格角度所分的八派。然而峨

眉武术在其“源”与“流”等方面至今都还存在诸多争

议与误解 ,甚至包括峨眉武术是否存在与怎样界定

等重要大是大非问题。这都是峨眉武术的挖掘整理

工作滞后所致。

在前期部分工作中 ,四川省武术挖掘整理小组

于 1984、1987 年先后出了两本《四川体育史料》,总

结和整理出了四川省地方武术门派 58 个。但是其

中有关峨眉武术的流派问题写得支离破碎 ,遗留了

众多疑问与难题。而这种“根源”与“澄清”对于峨眉

武术的健康与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理顺峨眉武术脉络与内容体系 ,为文化保护

与开发明确方向 ;另一方面正本清源 ,清除武术界随

意自封门派号称峨眉武术等鱼龙混杂现象 ;另外 ,避

免外界对峨眉武术的误解 ,如武侠小说对人们的误

导。从而为峨眉武术开发提供一个明晰的内容支撑

与依托环境。2006 与 2007 年“中国峨眉武术文化国

际论坛”等系列研讨为峨眉武术正本清源提供了依

据 ,但当前遗留的大量后续工作仍然任重道远。中

国峨眉武术研究会作为专门学术团体应在整合与引

导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挖掘整理方面担当重任。

2. 3 　峨眉武术产业开发平台不突出 ,起点低、包装

宣传乏力

嵩山少林有名刹“少林寺”和影片《少林寺》,使

少林武术独具魅力。而峨眉虽有“报国寺”和“万年

寺”,虽有《峨眉飞盗》、《青城奇侠》等影片 ,但其影响

力远远不及《少林寺》。在包装宣传方面 ,虽然峨眉

武术文化源远流长 ,但是各种媒体鲜有专门栏目进

行宣传 ;虽然近年开始举办各种武术节会 ,但对外包

装宣传仍然不充分。“2007 年中国·四川国际峨眉

武术节”给人带来耳目一新感觉 ,但仍然是政府包办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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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运作乏力。当然 ,产业化平台需要政府扶持与

培育 ,但这种扶持与培育需要尽快转型与转化。

由于对峨眉武术的价值缺乏清晰到位的认识 ,

宣传不足 ,利用不够 ,所以在峨眉山的各寺庙中 ,游

客难觅武术踪影 ,更难体会到少林、武当的寺庙和道

观中那种浓郁的武术文化。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趁

着少林武术掀起国内武术热 ,峨眉山下也曾办起各

种武馆 ,但由于资金短缺 ,硬件差、规模小 ,真正能够

做大做强的屈指可数。至于武术器械、武术教材等

衍生产品开发也是刚刚起步。好在近年乐山市政府

与峨眉武术研究会等组织已经开始自觉积极地思考

与规划。

3 　峨眉武术文化资源开发与产业化运作的

路径选择与策略

3. 1 　加强峨眉武术普及 ,夯实基础 ,推动峨眉武术

进学校工作

推广与普及是武术生命力的根基。同样 ,峨眉

武术文化资源开发与运作的重要前提是其大众普及

程度与影响力。当前其普及与推广工作应至少包括

两个方面 :

第一 ,推动峨眉武术进学校。峨眉山市已经从

2003 年 9 月起 ,在全市的中小学校开设峨眉武术

课。并试图将其改编为课间操 ,进入中小学生的业

余生活 ,以及编写峨眉武术的相关教材 ,这对于峨眉

武术的普及是个良好的开端。但在今后的工作中 ,

工作力度与涉及面还可以更加广泛。峨眉武术还可

以进入当地高校的体育院系课程体系 ,尤其是大中

专院校的公共体育课程。然后再向周边省市高校推

广 ,从而通过学校的传播使峨眉武术的影响以四川

为中心辐射向全国。该工作中可以先在体育院系和

部分高校试点 ,并做好教材开发、师资辅导与培训、

政策扶持等配套工作。

其次 ,加强峨眉武术馆校的扶持与管理。这是

推动峨眉武术普及最为直接与快捷的手段 ,同时也

是发展“武术培训经济”的重要手段。据 2003 年统

计 ,登封市有武术学校 44 所 ,习武场所 35 个 ,学员

人数以每年 30 %左右的速度递增[3 ] 。而对于影响

力较弱的全国武术之乡沧县 ,群众基础也非常雄厚 ,

常年习武人员及从事武术事业的人员达 7 万人 ,有

100 多个武校和民间拳社[3 ] 。而对于峨眉武术 ,2002

年底峨眉山市成立了专门的武术管理机构 ,并相继

开设了乐山大佛文武学校、峨眉功夫馆、峨眉武术研

习总部等多家武术馆校。总体上 ,峨眉武术馆校的

发展数量少、规模小 ,且多局限于本地生源。

3. 2 　以国际武术节为契机实施“品牌先行”战略

品牌价值是一种超越组织实体和产品以外的价

值 ,包括品牌的知名度、认同度、美誉度、忠诚度等内

容。在常规的市场开发中 ,一般提倡产品生产、品牌

塑造、资本运作三个顺序与阶段。但对于特殊情况

为了获取超常发展 ,则必须打破常规 ,实施品牌先行

战略。有形产品是如此 ,如国内蒙牛集团创业时就

采取了先建市场再建工厂的逆向策略 ,获得了巨大

成功。对于峨眉武术这一作为文化实体的无形产品

开发更是如此。只有不断增强其在国内外的认知与

认同 ,峨眉武术产业开发才具有市场基础与前景 ,并

且品牌一旦树立 ,就有可能够迅速扩张市场。品牌

先行的实施方案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策略。

其一是借用正在实施的打造峨眉“天下第一山”

战略。古人云“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从现代商业的

角度 ,则体现了品牌的相互映衬。同样 ,“武以寺显 ,

寺以武威”也说明了武术和名寺名山的关系。在全

国各地的名山旅游中 ,武术等文化内涵往往是一个

不可或缺的环节 ,如河南嵩山和湖北武当山 ,更是将

这种映衬效应发挥到极致。在当前四川省努力打造

“天下第一山”过程中 ,文化的挖掘是其重要内容 ,而

峨眉文化中的道教、佛教文化虽然具有吸引力 ,但由

于实在题材的可挖掘性差以及不具备在国内的差异

性而难以操作。而峨眉武术刚好相反 ,内涵丰富同

时具有国内外的唯一性 ,产品体系的可扩充性强 ,因

此也就顺理成章应该成为“天下第一山”名片效应的

有限和最佳选择。

其二是实施峨眉武术“名人、名功、名赛事”品牌

工程。峨眉武术被民间称为中华武术三大流派之

一 ,但是由于峨眉武术通常给大众很空洞的感知 ,还

必须通过自身品牌的塑造推广才能建立人们对其清

晰的形象认知。峨眉武术“名人、名功、名赛事”品牌

工程实际是采用了现代企业盛行的“母子品牌”策

略 ,通过挖掘自身子品牌来共同推广峨眉武术品牌。

在“名人”实践中可以通过寻访、挖掘和推广资深峨

眉武术家、老拳师与传人 ,树立其社会声望。当然这

种名人也应包含历史上传奇峨眉武术名人的挖掘 ;

其次是挖掘推广峨眉武术“名功”,对诸如白眉拳、峨

眉剑、峨眉刀等具有代表性的峨眉武术重点加以包

装宣传 ,使之就像少林之少林拳 ,武当之武当剑而家

喻户晓 ;“名赛”主要是策划与塑造品牌峨眉武术赛

事。2002 年 9 月 ,峨眉山精心策划推出了“少林、武

当、峨眉三大武术精英赛”,但无论是影响力、规模 ,

还是其可持续性发展 ,都还有很大欠缺。在“名赛”

的策划中要注意避免与国内其他赛事的雷同 ,要在

竞技的同时重点挖掘其娱乐性、可观赏性、可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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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名人、名功、名赛事”品牌工程既可以单独分类

实施又可以整合操作 ,如通过峨眉武术影视、情景

剧、网络游戏、主题公园等艺术娱乐形式将其整合包

装推广。

3. 3 　挖掘峨眉武术文化底蕴 ,在自发转向自觉意识

中实施“借船出海”策略

峨眉武术的现代发展必须立足本土放眼海内

外 ,使峨眉武术迅速扩大其影响 ,吸引海内外游客与

武术爱好者。按照少林方丈释永信的说法 ,关键时

候少林寺抓住了两大机遇 ,一方面是旅游业的升温 ,

另一方面是文化交流。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 ,少林武

僧团应邀出访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 ,目前少林寺已

经在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国家建立

了十几个少林武术文化中心。美前国务卿基辛格、

俄国总统普京等世界名人政要曾先后到少林寺亲自

体验少林武术文化。因此峨眉武术同样应该抓住机

遇 ,积极拓展海外影响 ,具体途径可包含两个方面 :

首先是利用其道佛教文化交流与影响扩大峨眉

武术在海内外的影响。峨眉山为普贤菩萨道场 ,是

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同时 ,道佛两教在峨眉山

都有深远影响 ,在清代出现了佛教合流之势。峨眉

山寺庙、僧尼、佛学院与国内和海外以及世界各国佛

学院、僧尼的多种形式交往广泛 ,影响日益扩大 ,也

引来海外香客游客到乐山与峨眉山朝圣、考察和进

行佛教文化交流。峨眉武术的起源和发展与峨眉山

佛教和道教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峨眉武术由儒、

佛、道三家共同发扬光大 ,融佛、道武功为一脉 ,受到

海内外人士的喜爱。因此峨眉武术既是峨眉道佛教

文化的重要内容 ,又可作为独立的文化体系加以推

广。

其次利用中华武术文化在海内外的交流加强影

响。如 2006 年中国峨眉武术研究会与英国真武公

司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将峨眉武术各家流派向欧洲

输出 ,进行峨眉武术推广和培训 ,并以武术交流为桥

梁进行旅游方面的合作 ;以及 2006 年与 2007 年在

四川省举行的中国峨眉武术文化国际论坛大会 ,这

都是扩大交流的积极尝试。当前峨眉山每年都会迎

来部分外国武术学徒。同时由于武侠小说和影视剧

多年渲染 ,峨眉武术对于香港民众来说有着较强的

吸引力。这都为扩大交流进行了积极铺垫 ,但当前

这些交流影响较小且缺乏系统筹划与长远规划。

3. 4 　探寻峨眉武术特色 ,打造峨眉武术产品链

从资源角度 ,特色就是差异性 ,特色就是垄断

性 ;从市场角度 ,特色就是优势 ,特色就是卖点。在

武术文化资源开发中 ,需要思考峨眉武术与其他文

化形式相比 ,其风格和特色是什么。因此要积极在

产品特色方面下功夫 ,并将特色转化为产品特性 ,进

而形成峨眉武术产品体系。峨眉武术特色可从以下

三个方面挖掘。

首先从峨眉武术自身特质来看 ,峨眉、少林和武

当三派武术都遵循着“体用兼备 ,内外皆修”的原则 ,

但是在具体实践上 ,又各具特色。武术界一般认为 :

少林以攻架见长 ,多用长手 ,被称为外家拳术 ;武当

以呼吸见长 ,以静制动 ,多用短手 ,被称为内家拳术 ;

而峨眉派的特点介于两者之间 ,力求内外并重 ,刚柔

兼备 ,长短并用。现代武术专家万籁声在他的《武术

汇宗》一书中写道 :“少林为外功 ,武当为内功 ,各有

精微造诣。”[4 ]这是峨眉武术与少林、武当等武术体

系重要内在差异。

其次从峨眉武术自身文化脉络体系来看 ,峨眉

武术文化源远流长 ,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与积淀了

众多的文化题材。这种题材包含了各种有关峨眉武

术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传说、典故、趣闻 ,如明代右剑

都御史、凤阳巡抚唐顺之撰写的《峨眉道人拳歌》;历

史上从李白到苏轼 ,从陈子昂到戚继光 ,历代文豪名

将 ,都曾留下大量诗篇吟咏峨眉武术。四川籍武侠

小说作家还珠楼主的名著《蜀山剑侠传》,描写了一

批擅长峨眉枪和峨眉剑令敌闻风丧胆的剑侠。但这

都是峨眉武术内附的文化特色资源 ,都应该深度挖

掘其中积极因素进行开发与包装 ,都可以将其以旅

游、影视、戏剧、文学、娱乐等无形和有形产品形式加

以开发。

第三个方面是围绕峨眉武术开发配套相关产品

体系 ,如峨眉功夫酒、功夫茶、峨眉武术器械及小工

艺品 ,以及将武术表演与川剧、变脸等区域特色结合

起来 ,也都将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3. 5 　联合少林、武当共同打造民族武术文化品牌联盟

在现代旅游等文化产业开发中 ,竞争与合作相

互渗透 ,以区域联合、概念整合、资本融合为主导的

多种形式的品牌联盟已成为趋势。如 2003 年长江

三峡联盟提出联合打造以湖北宜昌为核心城市的

“大三峡旅游经济圈”,将长江三峡各景区、旅游管理

部门、旅行社、新闻媒体等联合 ,实行联合促销 ,统一

促销创意、促销形象。

而对于作为中华武术三大派系 ,由于各自风格

各异 ,特色鲜明 ,区域分布不同 ,相互之间更多的不

是竞争而是互补。三者可以通过整合各自资源 ,统

一打造品牌形象 ,以概念营销为理念 ,以品牌共享为

基础 ,以营销合作为主导 ,建立三大派系合作机制 ,

致力打造中国武术第一品牌 ,共同培育与壮大国内

外武术市场。在时机成熟时可以先建立类似“中国

少林、武当、峨眉武术联盟”组织 ,制定章程 ,轮流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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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与组织各类文化活动。这种共同联合体整体包

装 ,共同制定联合营销战略 ,联手开展促销活动 ,统

一实施营销方案 ,发挥资源整合优势 ,并不断融入

“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和品牌营销等现代市场

竞争主流手段 ,三大武术文化将会共焕新颜。

3. 6 　以峨眉生态健身文化为依托 ,打造峨眉武术健

身产业基地

中华武术文化最基本最初始的功能就在于修身

养性、强身健体。在当代社会日益重视健康的条件

下 ,峨眉武术开发中不能忽视其健身功能产品的开

发。峨眉武术健身产业开发具有天然的生态优势。

在四川省的旅游资源中 ,峨眉山素有“峨眉天下秀”

美誉 ,峨眉山全山植被覆盖率达 87 %左右[5 ] ,属于

“全球优秀生态景区”,并建有峨眉山疗养地。这里

具备溪水长流 ,花香鸟语、气候温和等有利条件 ,全

年负离子平均达 1. 8 万个/ cm2 ,很适合开展空气浴、

森林浴及负离子疗法[6 ] 。峨眉山因此也成为历代隐

士、方士和具有仙道思想的骚人墨客修持习静与追

踪访胜的理想境地。

依托峨眉武术中心地带峨眉山良好的生态环

境 ,结合峨眉道家与佛家的养生思想 ,可大力开展形

式多样、简单易行的健身功法培训与练习 ,并由此服

务于全民健身这一社会主题 ,将会取得良好的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当前峨眉山武协已着手整理出了

一套简便易学的“峨眉武术操”,普通民众都可亲身

一练 ,学上两招 ,而相关的武术光碟、教材也开始出

现在市场上。当前推出的峨眉武术养生功法修炼八

日游、峨眉功夫三日游、峨眉十三剑武术文化之旅等

旅游项目 ,除了观赏外 ,还可逐步增加游客参与和互

动等内容 ,增强游客体验感。

4 　结 　语

峨眉武术是中华体育文化中的稀缺和特色资

源 ,但由于起点低开发滞后 ,需补充诸多基础性工

作。除了以上所述 ,峨眉武术产业开发还应该纳入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获得政策支持与政府扶持 ;

在开发中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 ,积极申请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 ;商业开发中注意商标注册与保护 ,加

强峨眉武术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加强人力资源建

设 ,寻求市场营销精英策划团队支持或加盟 ;在产业

开发中不断创新思路 ,在经验借鉴的同时走自己的

特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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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56 页)的先进经验 ,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

在投资之前 ,做详细的市场调查 ,充分了解市场的供

给状况。规范体育休闲娱乐市场 ,加强与体育休闲

市场相关法规建设 ,使体育休闲市场在整体运行中

做到有法可依 ,运用法律手段促进体育休闲市场的

建康发展。加强对体育休闲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的

培养和引进 ,做到科学发展与管理。大力发展体育

休闲产业 ,特别是要积极发展山区的体育旅游产业 ,

带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缩小城乡之间的经济差

距 ,提高农村居民的体育休闲意识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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