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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影视产业发展的文化资源优势
李正学

（洛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２）

［摘　要］影视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它所拥有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拥有少林文化、古史文
化、名人文化、文学文化和山水文化五大文化资源优势，河南省现代影视产业的发展，应特别重视立

足这些文化资源优势，突出中原特色，挖掘中原独具特色的文化底蕴和价值内涵，打造影视剧作精

品，从而使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文化产业优势，以实现河南省影视产业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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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
的指导意见》（国发〔２０１１〕３２号）指出，河南省影视
产业的发展应特别重视中原特色，创作出更多思想

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国家水准的影

视精品［１］。综观我国当前电影电视业的发展，河南

省既不像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拥有人才优势和技术

优势，也不像江苏（无锡）、浙江（杭州）等地拥有经

济优势和创意优势，甚至也不像云南拥有国家战略

倾斜优势（２００５年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建立“中国云
南影视文化产业试验园”，成为我国正式授牌建立

的第一个影视文化产业试验园），此外，也不像邻省

陕西已经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河南省影视产业要

想冲出重围，实现前赶后超，在２１世纪文化产业浪
潮中占据一席之地，必须立足自身文化资源优势，挖

掘中原独具特色的文化底蕴和价值内涵，打造影视

剧作精品，使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文化产业优势，从

而促进河南省影视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目前，学术界关于河南省影视产业的研究尚处

于起步阶段，对于如何发展、应该借助哪些富有中原

特色的文化优势，少见论述。对中国电影和电视剧

发展史的考察表明，影视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它所拥有的文化资源，丰厚的文化资源往往是

影视文化的生长点。中原影视文化的生长点在哪里

呢？笔者认为其主要是少林文化、古史文化、名人文

化、文学文化和山水文化。因此，河南省影视部门、

生产企业、教育单位应组织力量认真研究这些文化

资源的影视生产情况和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继承

创新，把这些优质的文化资源塑造成精品电影、电视

剧和动漫艺术的看点和卖点。

　　一、少林文化

武术，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的瑰

宝。自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代李小龙出道以来，中国武术
（功夫）电影便风靡全球，开创了世界功夫片的新

时代。

“天下功夫出少林”，起源于嵩山少林寺的少林

武功，自古以来名扬四海。较早将少林功夫以影像

艺术展现的当数著名的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其先后

出品了《少林寺》《南少林与北少林》《少林三十六

房》《少林英雄榜》《少林搭棚大师》《少林与武当》

《三闯少林》《少林传人》《霹雳十杰》等十多部功夫

电影佳片。此外，台湾也于 １９８１年拍摄了武侠片
《少林寺传奇》。这些以“少林”为主题的影片在亚

洲影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形成了一定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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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少林功夫为国人熟知并且使之风靡海内

外的，当属 １９８０年代由张鑫炎执导的《少林寺》
（１９８２年）（括号内年份为上映时间，下同）和《少林
小子》（１９８４年）。这两部影片一时红遍大江南北，
不仅将主演李连杰捧成功夫电影明星，更重要的是，

它把少林功夫刚正不阿的精神追求，演绎成一场轰

轰烈烈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从而大大丰富和增

强了少林功夫的价值内涵。受其影响，一座现实中

存在的寺庙———河南省登封市少林寺———被传奇化

了，中华武术的一个分支———少林功夫———被品牌

化了。此后，大陆、台湾电视公司于１９９３年合作推
出的古装电视连续剧《情定少林寺》，香港巨星周星

驰于２００１年自编自导自演的喜剧功夫片《少林足
球》，风格别样，享誉盛名，均成为以少林功夫为主

题的影视精品。

可见，以少林功夫为代表的少林文化已成为当

代影坛备受瞩目的主打元素之一。面对这一背景和

良机，河南省影视界也积极行动。河南电视台于

２００１年参与了２２集功夫电视剧《少林武王》的摄
制，该片剧组由《少林寺》原班人马构成。由河南电

视台主创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少林寺传奇》（Ⅰ、Ⅱ、
Ⅲ）共１２０集，上映后受到高度关注，成为一部精品
电视剧。借助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之机，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与央视动画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励志功夫动画

片《少林海宝》，共５１集，时长７６５分钟，是上海世
博会唯一授权的剧情类动画片，受到少年儿童的喜

爱和欢迎。少林寺文化传播（登封）有限公司与内

地、香港影视公司合作，拍摄了被誉为２１世纪武打
功夫巨制的《新少林寺》（２０１１年）。少林寺武术馆
也着力打造“少林寺传奇系列”演艺剧，先后与天创

国际演艺公司合作拍摄《少林魂》（２００２年）、《功夫
传奇》（２００４年）；与台湾优人神鼓合作演出《禅武
不二》（２００５年），启动大型实景演出《禅宗少林·
音乐大典》（２００６年）；特别是与东上海国际文化影
视集团合作的《慧光的故事———少林武魂》（２００６
年），在美国百老汇Ｍａｒｑｕｉｓ剧院演出２４场，场场爆
满，好评如潮，开创了中国优秀文化产品首次进入百

老汇剧院之历史，并于２００９年５月获得美国“托尼
奖”“剧评人奖”提名，被我国文化部评为“优秀出口

文化产品”。此外，河南电视台于２００４年推出精品
栏目“武林风”，郑州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大型原创

舞剧“风中少林”，也均获得巨大成功。至此，以少

林文化为主题的影视剧生产终于回归故乡，开始成

为河南省文化产业的一个著名品牌。

文化不同于矿产等固态资源形式，它具有可再

生性，就是说，它可以连续不断地进行生产加工、再

造更新。少林文化历史悠久，风格独特，具有很大的

影视资源挖掘价值［２］。首先，在少林文化１５００多
年的发展史上，有很多生动的故事、内容和资源还没

有被挖掘出来。观众耳熟能详的，只有十三棍僧救

唐王、俗家弟子方世玉这些故事，以及明末戚家军抗

倭、少林与武当的门派恩怨等一点枝节。但据《少

林武功》记载，传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和民族英

雄岳飞都曾得到过少林真传；“时危聊作将，事定复

为僧”，明代少林寺小山和尚曾三次挂帅印征边建

功；嘉靖年间，月空和尚曾组织僧兵开赴淞江前线抗

击日本倭寇侵袭，抗倭名将俞大猷也曾到少林寺传

授棍术；明代嵩山少林寺在福建九莲山建分院，称

“南少林”，成为反清复明的大本营；辛亥革命时，少

林武功进一步在民间发展，各地纷纷建立“大刀队”

“梭标队”等，练武强身，在反清斗争中屡建奇功［３］。

历史是最生动的剧本，这些情节有历史名人效应，有

激烈的冲突斗争，又含有威武的民族精神，然而这些

资源并未受到应有的注意。相信只要我们发挥想象

力，合理运用这些资源，肯定能拍出更多有意义、有

价值的影视作品。其次，以少林文化为主题的影视

剧应富有创意。周星驰主演的《少林足球》、上海世

博会展播的《少林海宝》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正

所谓智慧无穷，创意无限，对于少林文化，河南省影

视工作者仍可继续努力开拓。例如，可以拍摄少林

功夫的科教宣传片，进一步使少林功夫走向民间，扩

大世俗影响；可以把少林历史、少林故事动画化，贴

近孩子、贴近少年儿童；可以把少林禅修与少林功夫

结合起来，避免单一的打杀场面，推进少林文化内涵

的整体性传播；可以开发制作少林主题的网络影视、

电脑游戏，增强少林文化在网络世界的影响力等。

　　二、古史文化

这里所说的“古史文化”概指中国古代历史在

河南省的发展。２００９年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人
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在郑州大学嵩阳书院开学仪式

上讲：“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４］的确，中国八

大古都，河南省就居其四。郑州是五朝（黄帝、夏、

商、郑、韩）古都，洛阳是十三朝（夏、商、西周、东周、

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古

都，安阳是七朝（商、后赵、前燕、冉魏、南燕、东魏、

北齐）古都，开封是七朝（魏、后梁、后晋、后汉、后

周、北宋、金朝）古都。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其三千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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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展中心在河南省。基于如此厚重的历史积淀，

《河南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科学地把“以夏商周文化、

汉魏文化、唐宋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历史文化”［５］（亦

即“古史文化”），作为河南省建设文化强省的八大

得天独厚的条件之一。

古史文化资源历来都是电影、电视剧的宠儿和

绝佳的取材点。在荧屏上，历史题材影视剧永远都

是人民群众喜欢看的热门影视剧之一。夏朝历史，

年代久远，文字记载很少，难以形成影像。商周历

史，文献资料增多，现今拍摄成电视剧的，单是武王

伐纣故事（以明人许仲琳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为基

础）就有好几个版本，如香港 ＴＶＢ版（１９８１年、２００１
年）、台湾陈惠楼主演版（１９８６年）、西安金秋影视制
作公司版（１９８９年）、上海电视剧公司版（１９９０年）、
程力栋执导版《封神榜之凤鸣岐山》（２００６年）、《封
神榜之武王伐纣》（２００９年）。东周末期历史题材影
视剧，有电视剧《东周列国》“春秋篇”（１９９６年）、
“战国篇”（１９９９年），拍摄成电影的主要是春秋战
国时期一些名人故事，如《荆轲刺秦王》（１９９９年）、
《赵氏孤儿》（２０１０年）等。至于汉魏史和唐宋史，
则与明清史并列，构成当代荧屏三大观剧热潮。以

汉魏历史为题材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有４０余部，引起
观众瞩目者如《汉武大帝》（２００４年）、央视版《三国
演义》（１９９４年）、台湾版《三国英雄之关公》（１９９５
年）、香港ＴＶＢ版《洛神》（２００２年）等；古装电影大
片也有１０余部，如香港影星刘德华饰演的《三国之
见龙卸甲》（２００８年）、著名导演吴宇森拍摄的《赤
壁》（２００８年）等。以唐宋历史为题材的影视剧更
多，共计１２０余部。唐代题材在长期的文化传播史
上形成以下几个热点：隋唐间英雄豪杰传奇、唐太宗

李世民、大唐盛世、女皇武则天、唐明皇和杨贵妃爱

情、玄奘取经、良相狄仁杰、薛家将与樊梨花故事等。

据此改编摄制的影视名作有《隋唐演义》（１９９６
年）、《唐太宗李世民》（１９９３年）、《贞观之治》（２００５
年）、《大明宫词》（２０００年）、《唐明皇》（１９９０年）、
《西游记》（１９８６年）等。至于宋代题材，香港邵氏
电影制片厂早在１９６５年便以传统戏剧《狸猫换太
子》《打龙袍》为蓝本，摄制了一段离奇的《宋宫秘

史》，可以说开创了时下特别流行的后宫／宫妃戏之
先河。宋代影视热点主要集中在历史人物上，如包

拯、宋慈、济公，以及抗敌英雄杨家将、岳飞等。以宋

代为背景的小说有《水浒传》《金瓶梅》《三侠五义》

及当代作家金庸所写的《射雕英雄传》等，据此拍摄

的影视名剧有《包青天》（１９９３年）、《大宋提刑官》
（２００５年）、《济公》（１９８５年）、《杨家将》（１９９１
年）、《少年岳飞传奇》（２０１１年）、《水浒传》（１９９７
年）、《射雕英雄传》（１９８３年）。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以夏商周文化、汉魏文

化、唐宋文化为题材，出现了许多网民喜爱的网络游

戏，如《大将军》《三国杀》《大唐豪侠》《月影传

说》等。

河南省影视产业在宣传本省古史文化方面也取

得了一些成绩。新中国成立初期，老一辈艺术家马

金凤主演的戏曲电影《穆桂英挂帅》（１９５８年），就
曾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被誉为“洛阳牡丹”。新世

纪以来，这方面的成就主要有古都开封倾力打造大

型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２００７年），再现东
京汴梁之辉煌，堪与广西桂林“印象·刘三姐”媲

美；河南电影电视制作集团有限公司曾聘请国际著

名导演于仁泰，推出《忠烈杨家将》（２０１１年）；古都
洛阳于２０１１年拍摄首部电影《甲天下》（又名《牡丹
花儿开》），汇集了才子骆宾王、女皇武则天和牡丹

文化等元素，宣传介绍了洛阳的历史与文化；商周重

镇偃师市根据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神的传说”，

组织力量拍摄了《曹植与洛神》（２０１１年）。
当然，河南省对自身这些古史文化资源的开发，

整体来说还不令人满意。像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三国演
义》拍摄时，河南竟不是主战场（当时拍摄地有河

北、内蒙古、四川、宁夏、甘肃、青海、西藏、江苏、湖

北、云南等），“实三国”没有斗过“假三国”［６］，颇令

人深思。２００９年，时任河南省旅游局局长、党组书
记苏福功说，作为历史文化大省，“我们做的没有超

过陕西，作为宋文化的根我们又没有超过杭州”［７］，

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以开封为例，开封的影子经常

出现在古代流行文化小说中（直接描写开封的名著

有《水浒传》《歧路灯》《说岳全传》《杨家府中兴演

义》《七侠五义》等，“三言”“二拍”中许多篇章也时

常提到开封，《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也或多

或少与开封有关），但在现代流行文化影视剧中，几

乎难觅开封的影子。作为中世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

大城市，开封曾生活着许多有作为的帝王，如宋太

祖、宋仁宗、宋神宗等，杰出的名臣如包拯、欧阳修、

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等，他们并不比明清时期那些

帝王将相差，佛教名寺开封大相国寺曾发生过很多

著名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但均未能创作成影像。

在古史文化的影视开发中，河南省要想大有作

为，真正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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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点着手。

第一，抢占先发位置。先发就是看点，先发就是

效应，先发就容易形成优势。太原电视台抓住李世

民作为“太原公子”的身份，拍摄了７集电视连续剧
《唐王开基》（１９９０年）；福建电视台抓住宋慈墓地
在福建建阳之机，在国内首先拍摄了公案剧《阴阳

鉴》（１９８３年）。如上所举，与河南省古史文化资源
相关的作品尽管已有很多，但仍不乏开发原点。夏

商是中华文明的起源，都城都在河南（夏之都城虽

未定，但考古界认为在今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商都曾

四迁，先后在商丘、郑州、洛阳、安阳），可据此拍摄

展现文明古国进程与风貌的史诗性巨作和历史传说

剧，著名的“孟津会盟”“牧野之战”、姜子牙、周文

王、纣王等元素可大力引入其中。另外，魏晋“竹林

七贤”风标高举，宋仁宗功过是非，也颇具挖掘

价值。

第二，注重创意。只有富于原创精神，不跟在他

人后面跑，才能制作出好的影视剧作品。宋代杂技

“蹴鞠”是现代足球的起源，已为世界所公认。广东

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抓住这一题材，历时五

年创作了国内首部古代足球动画长片《宋代足球小

将》（原名《蹴鞠小英雄》，由时下热播的《喜羊羊与

灰太狼》原班人马创制），在南非世界杯期间隆重上

映，溯流讨源，古今对比，引起总也看不到中国队身

影的足球迷们的兴趣。影视创作固然需要人员、技

术与资金，但原创意识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是应

居首位的。

第三，建设实景古史文化影视基地。如开发以

开封为中心的大宋影视城，以许昌为中心的三国影

视城，以郑州、安阳为中心的商文化影视城，以洛阳

为中心的西周大唐文化影视城，甚至可以利用河洛

大地丰富的神话传说资源，在平顶山尧山等地建设

神话影视城。

第四，探索拍摄考古影像。考古纪录片既是对

考古过程的真实影像记录，也是对历史文化的最生

动的宣传，因而成为当前影视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如中央电视台历时两年，跟踪“夏商周断代工程”拍

摄的大型纪录片《考古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正在筹拍的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等。

河南省地下文物、馆藏文物、历史文化名城、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数量均居全国第一，中国２０世纪１００项
考古大发现中河南省就有１７项［８］，以裴李岗文化、

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蜚声

国内外考古界。因此，河南影视界应借鉴中央电视

台的成功经验，与省文物局、各地考古所等合作，大

力拍摄考古纪录片，将河南考古的最新成果及时传

送给观众。

　　三、名人文化

中原大地钟灵毓秀，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名士辈

出。《河南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明确指出，建设以老子、庄子、张衡、许慎、张仲

景、吴道子、杜甫、韩愈、岳飞、朱载癱为代表的名人

文化，是促进产业升级、实现产业强省的八大优势文

化资源之一［５］。

纵观中国五千年发展史，河南名人的贡献举足

轻重（２００５年中央电视台阳光文化“文化中国”系列
之老子、庄子、墨子、玄奘、岳飞、朱载癱六集历史人

物专题，都属于河南名人文化），遍及社会生活各领

域。淮阳伏羲、沁阳神农、新郑黄帝，被尊为中华民

族的人文始祖。大禹治黄河，定天下，开夏朝，倡文

明，主要在河南境内。夏以后，河洛热土在政治、军

事、哲学、科学、法律、文学、艺术、佛学、理学等领域，

除《规划纲要》指出者外，还涌现出像商汤、姜尚、周

公、吴起、范蠡、韩非、商鞅、李斯、陈胜、张苍、贾谊、

许慎、范晔、范缜、司马懿、干宝、谢玄、姚崇、玄奘、李

贺、李商隐、邵雍、程颐、程颢、许衡、史可法等一大批

影响巨大的人物。近现代以来，又有吉鸿昌、杨靖

宇、许世友、李德生、焦裕禄、王永民（以发明“五笔

字型”享誉世界）等名人出现，建树卓著。值得注意

的是，河南还先后出现了花木兰、蔡琰、邓颖超、任长

霞等巾帼女杰。

历史名人文化与历史文化一样，历来都是大众

传媒热衷挖掘的宝藏。长期以来，古装戏在电影放

映和电视剧播出中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盛行不衰，

就是其最生动的说明。历史名人影视剧的编创方法

主要有三种：一是根据传说进行虚构。“只取一点

因由，随意点染”［９］，并不受历史的束缚与局限。像

开封“天波杨府”的杨家将，大陆、港台投拍上映的

电影、电视剧多达十几部，其中不乏邵氏公司出品的

《五郎八卦棍》（１９８４年）、３５集《杨门虎将》（苏有
朋主演，２００６年）等力作。而时下大热的“戏说”剧，
更是抛开了历史的真实，只以名人的历史魅力和文

化效应来打动观众。二是由名著改编。依据反映商

丘虞城县木兰故里花木兰替父从军故事的乐府古诗

《木兰辞》创作的木兰影视剧已有十余部，从 １９２７
年电视剧《花木兰从军》（李萍倩导演）到美国迪斯

尼卡通片《花木兰》（１９９８年），木兰美名已传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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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三是进行真实再现。像与曾在洛阳定都的武则

天有关的影视系列剧多达３０余部，其中冯宝宝主演
的《武则天》（１９８４年）、潘迎紫主演的《一代女皇》
（１９８５年）、刘晓庆主演的《武则天》（１９９５年），就较
多反映了历史事实。

河南省对名人文化的重视，可从豫剧表演艺术

家常香玉１９５６年主演的戏曲电影《花木兰》算起。
１９８６年，安阳电视台联合珠海电视台拍摄了５集电
视剧《岳飞》（姬麒麟主演），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可

惜没有把故事全部拍完。２０１０年，汤阴县对外合作
拍摄了３０集电视连续剧《岳飞》，展现了岳家军故
事的全貌。河南电影电视制作集团有限公司创作生

产的电视剧《神探狄仁杰》（第二部），一举夺得

２００６年ＣＣＴＶ－８收视率冠军。信阳市光山县委县
政府与河南华豫兄弟动画影视公司共同出品的动画

片《少年司马光》（２０１０年），连续在中央电视台播
出，其智慧故事深受小朋友喜爱。现当代名人故事

也受到重视，如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参与制作的３０
集电视剧《焦裕禄》（２０１１年），河南电视台参与制
作的２１集电视剧《任长霞》（２００５年）等，均获得巨
大成功，延续了名人文化在河南当代精神塑造中的

影响力与发展力。

“历史名人的生平事迹是当今影视剧创作的丰

富‘矿源’，他们的精神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

富，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共同的非物质遗产，应当鼓励

影视剧对历史名人的精神进行大力弘扬。”［１０］当前

河南省名人影视剧生产还存在诸多不足：一是有很

多很好的机会未能及时抓住。如与花木兰有关的影

视剧，国内外不下２０余部。２００９年随着赵薇版电
影《花木兰》的热映，姚晨版电视剧《花木兰》也于

２０１２年由广州电视台出品，再一次赚足观众眼球。
然而，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营廓镇作为花木兰故里，

作为２００５年文化部确认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地，却缺乏对花木兰影视传播的热情与参与意识。

二是缺乏首事精神。这里的“首事”包括首创、首

映、首播、首发等。如唐代名相狄仁杰，国内首部电

视剧是由其出生地山西太原电视台出品的《狄仁杰

断案传奇》（１９８６年，共１４集），而其一生主要活动
地和墓地所在地洛阳，竟未见对其发掘与重视；再如

木兰影视剧，河南省影视产业虽因实力所限未能制

作，但可以像湖南电视台、安徽电视台所做的那样进

行首播，从而体现出河南历史文化的传播效应。三

是重视度不够或者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当前，国

内文化产业界的一个怪现象是：没资源的千方百计

找资源，而资源多的却对资源视而不见。河南省显

然属于后者。名人文化虽然被列入《规划纲要》，但

是由于只停留在政策层面，在生产领域和传播领域

受关注度较少，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名人文化已经转

化成文化产品，并产生与其知名度相当的产业竞

争力。

鉴于此，我们建议，首先，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

应与省广播电影电视局联合实施“河南名人影视剧

工程”，实行倾斜政策，采取切实措施加大投入，积

极扶持部分生产企业（或以合作形式）紧抓名人符

号，探索河南精神，深入挖掘河南得天独厚的名人文

化资源，以工程带动生产，以政策促动效应。其次，

应抓住尚未进入影视剧生产领域的名人做文章。在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河南，历代名人星河灿烂，已

经受到影视关注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未曾关注的

不一定不能成为下一个热点。如商汤建商、周公主

政的故事，都具有恢弘浩荡之气，堪与李世民定唐、

康熙帝治清相比。这类故事史料不多，影视创作会

有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如南阳人范蠡，他的故事

与传说中有政治、有爱情、有商业，本身便是很好的

电视剧素材。再如被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极

力推崇的泌阳人朱载癱（由朱载癱改进的高抬火

轿，２００８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
展项目名录），不要说其身世传奇，单是他在音乐、

舞蹈、天文、数学、文学等领域里的贡献，就可以做一

个非常有意义的科教片（关于朱载癱的影视作品，

目前仅有２００５年阳光文化“文化中国”系列《朱载
癱》历史人物专题。另据《天府早报》２００３年 ７月
１５日报道，四川师范大学影视学院兼职教授、导演
王静正筹拍一部２０集古装言情剧《朱载癱》，未见
上映）。这些作品，只要保证制作质量，就一定有市

场潜力。再次，应将名人影视制作生产与名人故居、

名人古迹结合起来。因为名人历史遗存是河南省最

大的优势，要想突出这一优势、彰显中原特色，就必

须把这些文化元素制作进去，古今结合，增强实感，

摒弃为片面追求唯美而进行空化和不实化创作。一

个比较好的例子，如河南省第一部名人文化三维动

画电视系列片《少年司马光》，就用现代科技演绎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了司马光的诞生地———光山县大

量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从而提升了光山

县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实现了以“让智慧之光溢彩

光山”的品牌宣传与推介目标。河南大地岳家军古

迹众多，如安阳汤阴县岳飞庙、平顶山鲁山县牛皋故

里、漯河小商桥景区，以及杨再兴墓等，可以邀请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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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前来采风并选景拍摄。

　　四、文学文化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以不同体裁表

现内心情感，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

所以文学文化相较其他文化形式，离电影、电视剧的

距离就更近一点，更适于进行影视艺术再生产。

河南省是文学大省，上古以“三皇五帝”为代表

的神话传说多与河南有关。例如，周口有淮阳伏羲

太昊陵、西华女娲城，焦作沁阳神农山风景区有伏羲

峰、女娲洞、神农（炎帝）峰，郑州新郑有皇帝轩辕

丘，濮阳有蚩尤冢，平顶山有尧山、二郎山，洛阳洛河

有宓妃墓等。无声的山水是对历史的永恒记载，而

河南的山山水水中几乎都蕴藏着一段美丽动人的神

话传说。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周易》《尚书》、甲骨

文、青铜鼎文等记载与考古发现证明，河南省是夏、

商两代一千年的文化中心；辉煌灿烂的《诗经》，所

歌咏的则多是西周、东周时期河南各地的民风。自

秦汉至魏晋、隋唐再至北宋，中国文学发展与传播的

中心始终在河南，各地文人墨客莫不以踏上河南大

地为荣。南宋以后，至元明清时期，由于政治、文化

中心迁移，河南文学贡献虽减弱，但也出现过郑廷

玉、李梦阳、何景明、李绿园等一领风骚的文人。近

现代以至当代文坛，文学豫军也风景蔚然。正如河

南作协主席李佩甫先生指出的，“一部河南文学史，

就是半部中国文学史”［１１］。

让文学走进影视，主要是指以电影、电视剧艺术

形式对已生产的文学作品进行再生产、再制作，具体

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以影视形式反映作家诗人的生活故事和

人生传奇。这和名人文化有点相当，因为作家诗人

也是历史文化名人。例如，洛阳市人民政府、洛阳白

居易研究会早在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就与山西电视台联
合录制了１８集电视连续剧《白居易》，形象地再现
了白居易一生在诗坛、政界坎坷不凡的事迹。该剧

于１９９６年获得“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北方
电视剧展播一等奖等多种奖项，可以说开了作家诗

人电视剧的先例。我们相信，作家诗人作为影视剧

制作的优质资源，必将引起越来越高的观剧热情。

其二，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这是目前最受欢

迎的、广为接受的一种形式，而且，就影视剧改编而

言，小说比诗歌、散文、戏剧更具潜质和优势。谈到

小说的影视剧改编，河南省有值得骄傲之处。在当

代小说界影响很大的二月河（南阳人）的“帝王系

列”之《康熙大帝》曾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于 １９９４
年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雍正皇帝》由中央

电视台影视部、长沙电视台改编成《雍正王朝》

（１９９７年），《乾隆皇帝》也由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等改编成《乾隆王朝》（２００２年）。现代作家姚
雪垠（南阳人）的著名历史题材小说《李自成》，也由

西部电影集团（陕西西安）于２００２年改编成百集大型
电视剧《江山如此多娇》（分为三部：《闯王旗》《大明

日落》《大清日出》），同时还将筹拍３～５部系列电
影。但正如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同志所指

出的，“我省二月河写了那么多大作，那么好的本子，

我们没有拍成电视剧，错失良机，很是可惜”［１２］。

河南省影视产业在对小说进行影视剧改编时，

存在的不足在于：一是文学影视剧资源充足，政府和

影视管理与生产部门未能及时注意，并未主动加以

挖掘利用，把文学作品再生产为图像作品；二是在其

他省市对河南著名作家创作的小说进行改编并拍摄

成影视剧时，河南省未能及时跟进，未体现出河南力

量、河南智慧和河南声音，把抢先开发权“拱手”让

给别人，而再想“新编”“重编”就很困难。

其他题材，如神话，可以利用河南省丰富的神话

传说资源制作出反映中华民族原始生活情态的神话

剧；又如诗歌，现代诗人李季（河南唐河人）的优秀

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１９４６），曾多次被改编
成歌剧、舞剧等艺术形式，但至今在屏幕上未见电影

电视剧版的《王贵与李香香》（《王贵与李香香》用陕

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写成。为此，陕西电视台曾

于１９８６年把它拍成电视剧，但由于种种原因，拍摄
不够成功），也是大有尝试空间的。

其三，作家文人的影视剧创作。自电影、电视剧

诞生以来，就有很多作家转向影视剧创作，或是把自

己的文学作品改编成剧本，或是直接进行影视剧本

创作。例如，刘知侠（河南省卫辉市人）的长篇小说

《铁道游击队》１９５４年出版，１９５６年就被改编成电
影文学剧本并被搬上银幕，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来

自信阳的叶楠、白桦则以兄弟电影编剧家驰名剧坛。

叶楠分别于１９５８年、１９８０年创作的电影剧本《甲午
风云》《巴山夜雨》，在新中国电影史上有着重要意

义；另创作有《绿海天涯》《印有金锚的飘带》《丛林

中的雾在消散》，以及电视剧本《唐明皇》（１９９０年）
等。白桦创作的电影剧本有《山间铃响马帮来》《李

白与杜甫》《曙光》《苦恋》《今夜星光灿烂》《孔雀公

主》等。洛阳作家李准堪称电影文学大家，所著编

剧多达十几部，如《老兵新传》《吉鸿昌》《李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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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奔流》《牧马人》都引起较大反响；另有《小康

人家》《冰化雪消》《耕云播雨》《龙马精神》《老人与

狗》等，为中国电影文学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当

代作家新乡延津人刘震云，以与冯小刚合作“作家

电影”而传为电影佳话，从其最早的《一地鸡毛》《手

机》，到《我叫刘跃进》，再到《一九四二》，均引起业

界极大关注。河南省具有出产电影文学名家的传

统。新世纪新形势下，我们有理由期待和呼唤更多

的电影电视剧作家涌现出来，以繁荣河南电影电视

剧的创作与生产。

　　五、山水文化

所谓山水文化，是指秀美壮丽的名山胜水与历

史、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丰富灿烂的文化蕴藏的

结合体。古老的河南大地名山胜水繁多，佳岩秀壑、

湍流飞瀑随处可见。在全国１９个世界地质公园中，
占全国面积仅１／６０的河南就有４个，分别为嵩山、
云台山、伏牛山和王屋山 －黛眉山，另有白云山、鸡
公山、石人山、太行山、万仙山、神农山、桐柏山 －大
别山等名山，有黄河、洛河、沁河、淮河、沙河、洪河、

卫河、白河、丹江、南湾湖、小浪底、红旗渠等大川湖

渠。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山水资源的文化产业

效应，《规划纲要》指出，要建设“以嵩山、南太行、伏

牛山、大别山、桐柏山为代表的山水景观”［４］，大力

促进山水文化产业发展。

山水文化与产业经济的结合体是旅游业，而随

着现代电影业和电视业的发展，山水文化也逐渐被

吸纳到影视中来，在影视生产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

要，影视山水或者说山水的影视化遂成为当前山水

产业发展的时兴主题。作为人物成长、故事发生不

可或缺的滋养地，电影电视剧的表达总离不开山山

水水。处在现实世界中的一山一水，进入电影电视

剧的艺术世界，主要是使山水成为人物所处的背景，

并进而成为影视剧的表现内容。可以说，不同的山

水景观会产生不同的艺术风格，带来不同的收视效

果。而受这种影视山水的影响，各地的观众又往往

会从艺术世界返回到现实世界，到真实的大自然中

去探寻山水的原型。因此，影视山水反过来又促进

了山水旅游的发展。可见，山水的影视化是对地方

山水文化的最直观而有效的宣传。如湖南张家界借

景区内“乾坤柱”与影片《阿凡达》中哈利路亚山相

似而大造声势，推出“阿凡达之旅”，引导游客探寻

潘多拉仙境，仅２０１０年上半年，海内外游客就达到
９６．５万人次，同比增长３５１６％［１１］，一时成为广大

游客向往之地。

河南省的山水风景很早就受到影视界的瞩目。

以新乡市辉县为例，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辉县人民
治山治水，艰苦创业，使辉县山水享誉神州大地。国

内影视厂家以辉县为电影拍摄基地，相继拍摄了

《太行山下新愚公》《辉县人民干得好》《辉县学大

寨》《当代愚公战太行》四部电影。改革开放以来，

辉县巍峨壮观的太行秀色，古老淳朴的民俗民风，再

次吸引着大批海内外影视厂家来这里拍摄。从著名

导演谢晋在郭亮村拍摄《清凉寺钟声》（１９９０年）开
始，在郭亮、百泉、回龙、白云寺、秋沟、齐王寨等村先

后拍摄有《双雄会》《绝壁人家》《石头世界》《倒霉

大叔的婚事》《走出地平线》《金戈铁马》《天伦》《战

争角落》《叔嫂情》《举起手来》《天高地厚》《好爹好

娘》《信天游》《兰花的愤怒》《风雨百泉》《太行山

月》《英雄泪》《秋沟的女人》等近百部影视片。辉县

因此早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影视拍摄基地，郭亮村也

成为“中华影视第一村”，风景优美的万仙山旅游区

也享誉中外。

依托自然山水优势，河南省已经建设成的影视

拍摄基地最著名者当数位列中国十大影视基地之一

的焦作影视城。它依山而建，气势磅礴，造型雅致，

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园林特色，体现了中原地区黄河

文化的古朴与浑厚，自建成以来，已吸引大批国内外

影视制作公司前来拍摄。河南省现在正着力打造的

影视基地，有郑州市二七区马寨工业园区河南影视

拍摄基地，曾于２００４年拍摄了受中小学生喜爱的科
幻少儿电视剧《快乐星球》；有荥阳市广武镇中原第

一影视城，金牌编剧高满堂于２０１２年在此拍摄了
《大河儿女》；有驻马店市遂平县全国首家农村暨青

少年题材影视基地，旨在服务于农村题材和青少年

题材影视剧发展，现已拍摄《新年真好》等剧作。虽

拍摄过一些影视剧，但未建设成影视基地的地方就

更多了。例如，位于开封市的河南总修院是电影

《孔雀》（２００５年）、《鸡犬不宁》（２００６年）的拍摄基
地，位于平顶山市鲁山县的龙潭峡风景区是大型数

字电影《墨子》（２００８年）的拍摄基地，河南省郑州
女子监狱是中央政法委影视中心电影《走出大墙的

人之回家》（２０１０年）的拍摄基地。
进入新世纪以来，影视对于山水产业发展的带

动作用愈发显著。在当下文化语境中，自然山水已

经被表达成为影像化的山水。可以说，没有影像化，

就不会形成发达的山水产业链条。

河南省各地市山水要通过影像化实现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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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来的目标，应努力做好以下几点。

其一，注重山水影视的制作。山水风景秀美，固

然可以吸引无数游人，但若想让人百看不厌，还要有

文化和历史韵味。与传统的纸质传媒（如山水游

记）相比，山水宣传片、纪录片、专题片乃至文艺片

（如山水电视散文）更能表现出历史文化的蕴涵和

诉求。河南山水要实现影视化，须凸显河南特色、河

南风格和河南样式，即古老、朴拙、浑厚、凝重、沉雄、

奇伟。灵宝夸父山、桃林寨负载着夸父神话，卫辉銵

溪流淌着姜太公传说，曹植难舍洛水、白居易隐居龙

门，洛阳牡丹、开封菊花，林州红旗渠、孟津小浪底则

见证着当代传奇。这种种优美与神奇，是最适宜用

山水影视艺术来表现的。

其二，走影视与旅游联动发展之路。１９９０年
代，中央电视台《西游记》剧组曾把河南省驻马店市

岈山风景区作为主要外景拍摄地，一时间“养在

盆中人不识”（岈山素有“中华盆景”的盛誉，故用

此语）的岈山饮誉全国，名冠天下，游客纷至。这

启示我们，应大力推进河南省山水影视的外景宣传，

借助电影、电视剧的取景地和拍摄地推动旅游业快

速发展；应依托河南省自然山水风光的特色，建设多

种多样的影视制作基地，吸引国内外影视公司、业界

巨头前来拍片，在促进影视产业发展的同时展现河

南省几千年来积淀的山水文化魅力，推动影视产业

与旅游产业的联动发展。在这一方面，浙江省、云南

省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其经验可以汲取借鉴。

其三，努力探索山水影像化的新形式。创新是

时代的主题。山水影像艺术领域也需要创新，也呼

唤新形式、新内容、新表现。由梅帅元创始的山水实

景演出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目前中国十大山水实景

演出中，河南省位居第二，代表性演出有在登封市待

仙沟上演的“禅宗少林·音乐大典”（２００７年），在
开封清明上河园上演的“大宋·东京梦华”（２００７
年），分别成为郑州、开封的城市名片。这充分说明

了河南山水文化在全国所占据的重要地位。除此之

外，群众性、网络化，以及面向大学生、年轻人的山水

影像活动，如万人拍摄重渡沟（栾川）、百名网友采

风花果山（宜阳）、政府门户网站山水宣传视频等，

也是很值得提倡的。

　　六、结语

电影电视剧是需要卖点的艺术。本文提出的河

南省影视产业发展的五大文化热点，既符合中国电

影电视剧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也借鉴了世界先

进国家和国内先进省市的发展经验；既切合河南省

自身的实际情况，也提出了加强影视文化主题建设

的建议。希望能唤起河南省对影视产业“突围”之

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的认识，从而有助于推动河

南省影视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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