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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随着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
中作用和地位不断上升，影视行业的
发展逐渐成为文化产业整体发展中表
现最为抢眼的一抹亮色。近年来，在
诸多利好政策的推动下，各路资本纷
纷涌入，搅动着影视市场的一池春
水。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
的数据，2015 年上半年我国电影票
房高达203.63亿元，仅用半年时间就
超过了去年全年的2/3。

影视行业持续升温的背后，是影
视基地建设的高歌猛进。从 1987 年
央视无锡影视基地建设算起，不到
30 年间，全国各地竞相兴建影视
城、影视基地和影视主题公园，大大
小小的基地园区总量已有数千家。这
其中涌现出了诸如中影 （怀柔） 影视
基地、浙江横店影视城、上海影视乐
园等一批较为成功的产业园区，然而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大部分基地
的运营状况并不乐观，如何破解这一
困境是多数影视基地面临的一大难
题。

好现象：
产业集聚，探索多元运营模式

随着我国影视行业的不断成熟，
目前已形成包含剧本创作、拍摄制
作、宣传营销、播出发行和衍生品开
发的完整产业链。在此背景下，影视
基地的功能不再局限于单纯地提供场
景，而是向产业各个环节延伸，即影
视基地不仅要着力于为影视剧作品的
生产制作提供全面服务，如道具、服
装、影视器材和群众演员等，更开始
在发行渠道、金融服务、企业注册等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影视基地要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首先要将大量专业化的影视机构，导
演、编剧、制片人、演员等从业者，
影视投资、版权中心等产业主体在物
理空间上集聚。在此基础上，中介机

构、法务咨询和公共服务机构的加
入，将更有利于基地在信息、人才、
资本等方面的高效流动，同时最大程
度降低合作的成本。

以中影 （怀柔） 影视基地为例，
它通过吸引政府文化创意产业的专项
资金，建立起了包含影视设备租赁、
影视后期制作、专业技术服务、展示
传播平台、影视版权交易、影视旅
游、数字存储、教育培训等多个服务
门类的电影产业链，同时还带动了周
边区域餐饮、住宿、娱乐、购物等行
业的发展。随着基地产业集聚优势的
显现，其号召力也不断提升，目前近
400家上下游企业入驻，彻底打破了
传统影视基地功能服务单一、盈利能
力不足的发展瓶颈，实现了电影产业
个环节的有效集聚。

大问题：
没有规划先行，重复性建设多

作为一种与文化、旅游和城市建
设相结合的产物，影视基地的建设正
在急速扩张。由于大部分影视基地在

建设之初就缺乏明确的定位和完整的
发展模式，尤其在如何运用当地资源
发挥自身特色方面缺少切实可行的计
划，因而出现了不少影视基地内的人
造景观和基础设施高度雷同的现象。
随着近年来古装剧、穿越剧的流行，
很多影视基地纷纷兴建大量仿古建
筑，从春秋到秦汉，从唐宋到民国，
不一而足。尤其是热门的“三国城”

“汉唐街”“明清楼”等场景，更是供
给远远地超过了需求。

事实上，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是国
内影视基地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既造成了大量资金和土地资源的浪
费，也将整个行业带入了同质化竞争
的泥潭，对影视行业的整体发展颇为
不利。这就要求政府在影视基地的规
划和论证方面提前做足功课。一方
面，要以严谨的调研为基础，基于当
地的文化禀赋和特色，对影视基地进
行准确的定位；另一方面，要全面评
估当地的产业基础、资金能力、人才
储备和技术水平等关键性要素，以完
整的发展模式为支撑，为基地的发展
制定短中长期规划，从而奠定坚实的

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影
视基地的建设时间跨度大、转换成本
高，盲目投资和仓促上马都是最不可
取的做法。

新思路：
文化为魂，打造核心竞争力

在激烈的竞争中，走差异化道
路、打特色牌是在众多影视基地中脱
颖而出的不二法门。现如今，很多影
视基地片面追求建筑形式的多样化，
不知不觉走上了“大而全”的路子。
然而高投入未必能换来高收益，很多
建成的场景全年接待的摄制组数量屈
指可数，偌大的宫殿俨然成为了摆
设。可以说，这样的发展方式只学到
了影视基地的“形”，而忽略了以文
化内涵为根基的影视基地的“神”。

影视基地作为一种跨越时空的虚
拟生活场景，其核心是某一时代独特
文化的固化与再现，这种文化的魅力
是保持影视基地生命力持久不衰的最
重要因素。在我国“十大影视基地”
中，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是唯一一个坐
落于西北地区的影视基地，被称为

“中国一绝”。在这里，当地人的生产
生活方式得到再现，独具地方特色的
风俗文化随之传承下来。通过对荒凉
地貌和残留古堡的文化包装和艺术提
升，这座西北小镇不再是一般意义上
的影视剧拍摄基地，而是一座中国古
代西北地区劳动人民的流动的场景博
物馆。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文化魅
力，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吸引着大量西
北和农村题材的剧组在此取景，也激
起了很多文学青年的向往。

没有历史文化积淀的景点设施很
难保持长期的吸引力。影视基地的发
展要跳出对建筑场景“形”的模仿，
而是要站在对历史文化的精髓再现的
思维高度来经营，用传承历史精神的
眼光来布局影视基地的未来发展。

桃花潭，在安徽省南部青弋江的上游 （今泾县水车乡境
内），是个风景幽美的地方。这里一直流传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唐朝时，桃花潭边有个叫汪伦的青年人，因家贫读书不
多，但很爱听诗书，每次下田经过村头的私塾，见老先生讲诗
书，总是悄悄地在窗边听一会儿。当时，诗人李白已名扬天
下，汪伦很喜爱他的诗，他常常想：要是能亲眼见到李先生，
该多么幸福啊！

有一年春天，李白从宣城的敬亭山到泾县城边的水西。当
时，水西是风景优美的胜地：翠竹亭亭掩古塔，泉水潺潺绕寺
前。李白在此玩赏了数日，作了不少诗，流连忘返。李白到水
西的事不知怎么被汪伦知道了，他立刻驾一叶小舟，顺着青弋
江的碧波来到了水西，一路打听，找到了李白。施礼拜见后，
李白问这布衣打扮、素不相识的俊俏后生找自己有什么事，汪
伦又打躬说：“我叫汪伦。听说先生喜欢饮酒吟诗，今特来奉
告，有一个好去处，不知先生可愿前往？”他指着闪闪发光的青
弋江说：“我就住在这条江的上流，那里有一个桃花潭，岸上有
十里桃花、万家酒店。”李白欣然同意前往。

到了桃花潭边，但见潭水悠悠，野渡舟横。岸上只有一树
桃花，孤零零地开着，桃花树边，有一个茅店，门前屋檐下，
一根细竹竿斜挑着一面杏黄色的酒旗，在春风中哗啦啦地飘舞。

“你骗我，”李白不悦，“哪里有什么‘十里桃花，万家酒
店’？”汪伦笑道：“我们刚才经过的地方，叫十里边山，这小店
门前的那棵桃花，不是‘十里桃花’吗？”汪伦又指着窗外那面
迎风飞舞的酒旗说：“喏，那不写得清清楚楚，是‘万家酒店’
嘛，酒店主人姓万。”李白也笑了，连连点头：“原来如此！”

汪伦将李白请进小酒店，布置了简单的酒菜，这才把心底
话儿全掏了出来：“先生，我是个山野鲁莽之人，平时很喜欢你
的诗，也很想见你一面。这次听说你到了水西，一心想请先生
到寒舍做客，又怕先生嫌我们家贫，不肯光临，因此想了这么
个主意。晚生欺骗了先生，请先生宽恕！”说罢，纳头便拜。

李白被汪伦的一片真心实意感动了，他双手扶起汪伦，深情
地说：“你要早说明，我也会来的。我很喜欢你，我俩交个朋友吧。”
汪伦激动地拉住李白的手，热泪滴落在李白的衣袖上……

就这样，李白在桃花潭住了十多日，受到汪伦和村人的热
情款待。李白临走那天，汪伦恋恋不舍，唱着山歌为他送行。
他很感动，诗兴大发，口占一首绝句《赠汪伦》：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点评：
李白是一代名流，汪伦则是平民百姓。然而，由于汪伦对

诗人的敬仰和热情，加之李白的谦逊好学和亲民情怀，他们结
为好友。有道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像这样
踏歌送行、现场作诗才是真正的君子之交。纯洁的友谊，不仅
需要一颗真诚滚烫的心，而且需要像大山、江海一样的胸怀！

选自《中华传统故事百篇》

《跟着贝尔去冒险》着实令我眼前一亮。
这是一档制作精良，充满惊险与感动的纪实
节目。我不大赞成把这样一档风格强劲的纪
实节目称为“真人秀”。作为常年在纪录片圈
里摸爬滚打的人，对于收看“秀”，内心还是
充满了抵触。“秀”这个词的含义中充斥着

“表演”的元素，而《跟着贝尔去冒险》绝非如
此。这档极具纪实特色、绝无表演痕迹的节
目，称为“秀”，很不妥。

《跟着贝尔去冒险》 其实大出我的意
料。节目中，中国的户外运动发烧友跟着

“老外”贝尔去冒险，摄影师和导演历尽艰
险，记录了他们“冒险”的全部过程，尤为难
得。细细体味，“冒险”这个词本身就充满了
未知和体验未知的成分；原汁原味地记录这
个“冒险”的过程，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非虚
构的呈现。节目中的高山、峭壁、瀑布并非虚
拟的演播室里制造；发烧友们渉险、紧张乃
至恐惧，都是极其自然的表露；眼泪与欢愉
都是真实的表达，绝无任何表演的成分。整
个节目看下来，我在收获了一种新奇的视觉
体验的同时，也获得一种对于生命的感动，
感受到了贝尔身后那个群体的生命的力量。

记得有一部国外的纪录片，讲述一位
巴基斯坦的流浪母亲，为了寻找失散多年

的儿子，颠沛流离 27 年的真实故事。它从
一个全新的视角，用了相对长的时间，记
录了一个生命个体的生存体验。这档“冒
险”纪实节目，则记录了一个生命群体的
另外一种形式的生存体验。时间虽短，里
面也充满了一个个生命体对于未知领域的
探索与体验，感悟与感动。与那部纪录片
相比，它们记录的人生轨迹虽然不同，但
对于生命的关照则是共通的。这个节目虽
有设计，可见终点，但整个过程却充满了
不确定性，它是一个群体在特定时间内，
生命体验的真实影像。这正像贝尔在片中
所说：“这两周的经历将伴你终生。”的
确，它给参与者包括观赏者留下的，无疑
是一笔难得的财富。试想，十几年，几十
年之后，当我们的后人回首这样一个历史
节点，追寻这个年代的人们曾经经历过的
日子，他们会从这些生动的影像中，感受
到时代的律动，感受到这个时代人的所思
所想，感受到这个时代的温度。

一部纪实节目，不雕琢、不粉饰、不
表演，素面朝天、真实可感地呈现生活的
本真，哪怕是瞬间，也将成为永恒。如
此，善莫大焉。

（作者为北京电视台纪实频道主任）

日前，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电视台中央新影集团联合出品的6集历
史文化类纪录片《稻米之路》在京开机。

全世界有3个主要的农业起源地：大麦、小麦起源于西亚，影响了后世
的欧洲文明；玉米和豆类起源于美洲，成就了美洲印第安文明；稻米起源
于中国长江流域，塑造了中华文明，更对亚洲文明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
稻米，或许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食物之一。今天，稻米种植区几
乎遍及整个地球，全人类中约70亿人近50%以此为主食。早在丝绸之路和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以前，稻米就将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它令这些国家关系紧密相连、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形
成了一个“稻米文化圈”。

总导演董浩珉说，希望观众通过稻米这种既平凡又不凡的食物，来了
解人类的文明史，在习以为常的现象下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该片系中央电视台重点纪录片，2016年中宣部外宣重点项目。该片主
创团队全部来自中央电视台中央新影集团。摄制组从2015年秋收时节在辽
宁省盘锦市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点拍摄。 （冯 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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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和汪伦李白和汪伦

6集历史文化类纪录片《稻米之路》在京开机

贝尔·格里尔斯，享誉世界的野外求生第一人。由SMG云集将来传媒有

限公司和探索亚洲电视网等单位携手打造的节目《跟着贝尔去冒险》，真实

记录了8位选手跟随贝尔徒手攀爬瀑布、悬崖速降、夜宿荒野、生吃虫子

……最后走出困境的全过程。摄制组在16天里连续拍摄完成12集每集80分

钟的节目。没有预设的场景，没有剧本，也没有重拍的时间和可能，观众们

在电视中看到的都是真实记录。

真实的惊险
难忘的感动

陈大立

1987年开始建设的央视无锡影视基地是我国最早的影视基地

遍地开花数千家 红红火火没几个

影视基地：有“形”还得有“神”
康琼艳

古老的中国金文书法艺术走进欧洲文艺复兴的故乡，又一次架起中意
文化交流的桥梁。意大利时间 11月 28日晚，“中华文根——邱宗康‘墨彩
金文’书法展”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开幕。此次展览共展出“墨彩金文”研
创者、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邱宗康书法作
品40余幅。这是具有中国根性文化的金文书法艺术首次在意大利展出。

华夏文明从文字开始，金文是中华文字的奠基和肇始，称得上是“中华文
根”。本次展出的“墨彩金文”书法作品以金文文字作为骨架和支撑，大胆采用
金文特有的象形元素，强调文字的动感和生命力，使文字形象更具人性化特
征，同时用彩墨之间的相互渗化表现青铜艺术的神秘与诡异，形成色彩斑斓
的效果，打破书法固有的黑白世界，赋予作品意象和想象的空间与力量。

开幕式上，意大利观众对金文书法艺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大家热情
地与作者进行交流。他们说，这些作品让自己欣赏到了中国文化的美，“墨
彩金文”很有魅力。更多观众则表达了“墨彩金文让自己爱上中国”的感
受，希望能有机会到中国亲身感受那里的文化。

“墨彩金文”的研创者邱宗康女士，目前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
大学书画研究会顾问、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西安市书法家协会
名誉主席。她出生于书法世家，兼习绘画，后又专攻书法、篆刻。故宫博
物院原院长郑欣淼评价她的书作“在宽薄凝重的基础上，追求潇洒灵动的
风格，突出字体的动态，并融入绘画审美意识，形成了自己大篆行草相间
的书写风格，其成就为世所重。” （龚仕建）

您是民间达人，正缺一方舞台
展示自我？您热爱音乐，希望与爱
好者及专业人士交流切磋？第二届

“北京之声”首都市民合唱周 12月 2
日在国图艺术中心启动，将连续5天
进行8场比赛。

比赛将分成中老年、青少年儿
童及青年3组，每个团队选择2首歌
曲参赛。比赛时，中国音乐剧协会
副会长顾夏阳、职业作曲家甘霖等
评委现场点评、打分，网友亦可通
过手机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进行网
络投票。

明珠歌舞合唱团是本次合唱周
的参赛队伍之一，成立于 2002 年，
曾参加中央电视台、北京市文化局
等单位主办的演出，他们于 12 月 2
日晚参加了中老年组的比赛。这个
歌舞合唱团有不少参与者是军人出
身，他们选择 《军中姐妹》及《共青
团员之歌》参赛。团员田丽珠告诉笔
者：“我们生长的年代正是这样的歌
在激励着我们。”谈到参加合唱周的
初衷，她说：“比赛对我们是个推动，
看到别的团的优点，体察到我们的不
足，会促使我们成长得更快，水平也
会提高。”另一个团的一名 60 多岁的
老合唱团团员告诉笔者，此次他们团
参加合唱周是通过西城区第一文化
馆报送的，他们将采取歌伴舞的形
式，希望给观众和评委带来耳目一新
的感觉。她说：“比赛重在参与，自己
作为一名北京人，要从我做起，提升
文化艺术素养，将老年文化生活提升
一个档次。”

此届合唱周组委会共 80 余支合
唱团参赛，将评选出各组金、银、铜奖，还将颁发优
秀指挥奖、优秀原创作品奖、优秀组织单位奖及“百
姓最喜欢的合唱团”等奖项。

作为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之一，第二届“北京
之声”首都市民合唱周由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北
京市音乐家协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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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第二文化馆华风合唱团表演《我
的深情为你守候》

邱宗康“墨彩金文”书法展在佛罗伦萨首展邱宗康“墨彩金文”书法展在佛罗伦萨首展

爸爸，地球人来过。 哈哈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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