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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 

张建华*1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根本最深刻的自信。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历史，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伟大的

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自信”。此时此刻，这么多优秀的文化学者、文化企业家和文化传播者济济

一堂，热烈而又深刻地来举办这样一次“巴文化研讨会”，其本质的意义是要从巴地、巴文化的独特角度，来回答一个民族一

个时代关于文化自信的课题。巴人作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古老民族，它的祖先来自三峡地区的早远古人类，而巴人就起源于峡

江地区的巫山巴地，巴人自西周初年白虎巴人受封于川东、陕南以来，继而公开建立姬姓巴子国，直到战国末年巴国被秦国所

灭，历时越 80 0年之久。巴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披荆斩棘，锐意创新，开拓进取，创造了极为绚丽多彩的巴文化。虽

然巴国在历史上只存在了 800 多年，然而巴人创造的灿烂文化，并没有因为一个国家的消亡而销声匿迹。巴文化包含的范围极

其广泛，不仅仅是当时的巴国王族和巴地各族所共同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总和，也在几千年的传承、

传播中汲取了各个时代的文化营养，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何将宝贵的巴文化资源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品牌战略，打造巴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作为巴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巴文化，由于至今没有找到如三星堆遗址群（古城）这样高级别的中心遗存和文化辐射中心，

其起源与发展问题便一直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巴文化挖掘开发利用还相对滞后。现今重庆峡江地区、湖北青江流域、陕南

汉中和安康、川东北广元、巴中、南充、广安等地都在着力打造巴文化，提升城市影响力。达州作为巴文化发源的中心区域，

不仅仅因为有罗家坝遗址、城坝遗址等重大考古发现作为支撑，更因为深深影响达州人行为模式的“巴文化”共同精神特质而

具有了鲜明的符号意义。在古属巴国巴人之地的巴人故里——四川达州，全面、深入、系统地挖掘巴文化，开展巴文化研究，

打造巴文化起源与发展中心，实现巴蜀文化共融发展，其意义应当远远超越对一种地域文化研究的范畴。 

巴文化涉及范围广泛，巴先民是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巴文化与蜀文化、渝文化、楚文化、吴文化有密切关系，影响川渝

陕鄂黔云等地。《山海经》《左传》《华阳国志》《水经注》《后汉书》等典籍留下了巴文化的鲜活记忆，一代又一代巴人忠

勇信义的精神特质，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以及热情质朴的风俗民风，无不显现出强烈的巴文化共同基因。穿越古今广为流传

的白虎神话、巫山神女、盐水神女、巴王传奇等等所表现的追求幸福的不懈奋斗，既表现了巴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深刻地显示

了中华文化的共同特质。这正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头所在。 

能真正代表民族精神的文化价值观，不仅仅是文化产业的灵魂之所在；文化产业的发展又反过来有效而持久地传播弘扬这

种价值观。当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我国文化产业实现了高速发展，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的价值不断凸显，正在成为一

个越来越重要的无形生产力。文化产业是典型的轻资产行业，具有高内涵性、高附加性、强融合性等特点，IP（知识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是其最核心的资产。在文化产业的丰富范畴中，IP居于产业链最顶端，高人气的文学作品、动漫、影

视作品、游戏、综艺节目等都是优质 IP。文学、动漫、影视、游戏、音乐、综艺节目等文化娱乐形式不再孤立发展，其中文学、

动漫提供丰富的原创 IP 资源；影视则作为这一链条中的放大器，将粉丝数量成倍放大；同时影视和游戏也是目前 IP 的最佳变

现渠道，可以反哺其他几个环节，而且这些产业链条的上下游关系又是可以相互改变、相互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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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文化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纯朴的民风民俗文化、独特的山水旅游文化、强烈的忠勇信义核心价值等等都极具打造强势

文化 IP 的有利条件，而这些文化 IP 正是当今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巴文化的品牌打造，一是要大力开展巴文化研究，充分

利用巴文化考古发掘资料，在整个中华文化体系中形成一批巴文化研究成果；二是要不断创作巴文化作品，充分发挥巴山作家

群优势，推动原创小说、诗歌、散文和舞台剧目等各类作品；三是要强化巴文化宣传传播，定期在各级各类媒体推出巴文化系

列专题宣传，开发以巴文化为主题的纪念邮票、明信片、书籍画册等文化产品；四是要普及巴文化知识，定期举办巴文化大讲

堂，邀请知名专家开展专题讲座，让巴文化走进校园、乡镇、社区。 

从动漫、影视、游戏、图书到体育、明星，甚至网红、主题公园，在 IP成为人人都离不开的存在，成为资本追逐、品牌趋

之若鹜的时候。超出传统 IP范畴的“超级 IP”概念被越来越多的行业资深人士提及。通过一系列巴文化的品牌打造，让巴文化

在中华文化体系中逐步形成稳定强势“IP”的特性，是使得以前“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巴文化特色品牌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的最核心要素。 

二、产业思维，以巴文化创造更多被消费的文化产品  

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包括文化产业链条化、文化产业规模化和文化产业社会化。产业链条化是指相关产业的联动性，

上、中、下游产业的衔接性，产业链条化是基础和前提，否则就谈不上社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当今，文化市场的大众文化

消费尤为引人关注。一方面，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对这种文化形态抱有更多期望；另一方面，目前大众文化消费的

供给似乎并不令人满意，大众议论颇多乃至纷纷“吐槽”。对于大众文化消费的特性及其价值取向，我们当有理性的认识。如

何将巴文化资源整合扩大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中，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产业链，做成系列性的创意产品，最终形成经典品牌，

是拉长产业链条应思考的首要问题。在这个方面，同属四川的“蜀文化”产业转化已经取得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作为古蜀文化代表性符号的“三星堆”和“金沙”，近年来紧紧依托已经形成的文化影响力和历史文化资源，以文物为背

景、文化为支柱、旅游为空间、产业为主角、游乐为纽带，坚持产业项目和旅游景点有机融合，旅游景区与营销市场巧妙整合，

发展文化创意、文化教育、文化娱乐、旅游休闲等产业，构建融文物博览、科考体验、生态休闲、主题游乐、文化创意、影视

游艺为一体的多业态、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不仅仅使蜀文化在精神价值上成为中华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让广大人民群

众在喜闻乐见的文化消费中更加持久鲜活的认同了蜀文化。 

解析“蜀文化”资源产业转化的成功现象我们看到，文化产业的基本特点是以一个物质化或者非物质化的创意源为衍生核

心，在文化产业的载体上，产生不同类型和属性的产品，其产品类型多样化将跨越多种新兴行业和传统行业。与此同时，一些

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也可在种种创意产品中得到传承和诠释。巴文化在中华文化长河中形成的历史沉淀，不但具有

很高的历史认知价值，而且也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因此，它们完全可以开发制造出一系列可供售卖的服务或产品，或者

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形象注册各类商品和服务。如音像制品、电影、书籍小说、各种游戏、玩具、动漫形象模型、食品服饰、

饮料、保健品、文具等等，更能以形象授权方式衍生到更广泛的领域，比如：游艺场所、娱乐设施、主题餐饮、漫画咖啡、主

题公园等旅游产业及服务行业等许多领域中，充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展示其独特文化魅力。 

必须指出，真正的产业思维，必须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产业也不例外，因为文化产品的市场空间就是人类心灵的空间。

只有被消费的文化产品，才可能传播我们想要传播的价值观。丰富多彩的文化消费市场带给人们的最终价值一定是精神的满足。

当今时代的文化消费有三个特征值得我们关注：一是互联网特征，如果说某个时期还可以靠信息闭锁来切断其他文化影响的话，

现在已然不行。像《太阳的后裔》这样被称为“韩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的韩剧，在国内的各大电视台并没有播出，仅仅通过网

络平台，就已经在中国的年轻人中火的一塌糊涂。不仅仅是国门早已打开，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现在任何一种文化产品即使在

家门口消费也已然是世界竞争。二是科技化特征，谁会想到纸媒，乃至被称之为第一媒体的电视台会都受到新技术如此大的冲

击，发行量、收视率下降，广告收入锐减。因为受众都被分流到各种以新技术为特征的娱乐和新传播环境中去了，技术进步突

破了我们人能够达到的极限。巴文化的产品化之路一定充分把握这个特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科技手段。三是可持续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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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房屋、汽车这些消费品再好总是有终极寿命的，但是好的文化产品却几乎没有时间界限，不但愈久弥新，而且逾消

费逾增值。时下在资本市场被追捧的“IP”概念，其实就是文化消费的可持续特征在起作用。但前几年比较普通的现象是：动

辄豪掷几千万元做一台晚会，一夜狂欢之后大都难以持续留存下来，其本质就是做“一夜情”的表面文章而背弃文化产品必须

可持续的基本规律。巴文化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大“IP”，我们一定要充分挖掘利用，去创造符合这个时代的新产品、新

业态。研究巴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路径，值得我们以极大的热情去关注和研究文化消费市场的这些特征。 

三、全局观念，以巴文化为引擎带动经济社会发展 

巴文化是达州乃至整个巴文化区域最具特色也最富生命力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资源富矿。要带动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

展，唯有文化是最持久最强大的引擎。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是经济社会发展到当今时代的必然选择。纵观当今世界，

文化产业在美国是仅次于军事工业的第二大产业，在英国是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在日本、韩国，文化产业在整个国民

生产总值中的占比都达到了15—2 0%，事实已经证明，当文化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影响，比任何时候

都更加重要。无论是在国民素质的提高、生活品质的提升、经济发展的提速，还是环境友好的提前，文化产业都可以起到无法

替代的作用。站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审视，做好巴文化资源产业转化，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努力打造巴文化的核心产品和重点项目，让文化产业早日成为支柱产业。要深度开发巴文化，提高观赏性、娱乐性、

参与性，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以消费的文化产品；比如文化旅游方面，双鱼湖项目就是值得关注的重点，要打造吃、住、行、

游、购、娱各要素均衡发展的文化旅游全产业链，要努力构造具有巴文化特色的业态、生态形态和文态，让更多的旅游者慕名

而来，倾心而留，形成巴文化特色旅游的拳头产品；比如在文化娱乐方面，要积极寻求与国内外顶级团队合作，依托于巴文化，

将《梦里巴人》等已经具有一定影响的演艺娱乐项目作进一步提炼与升级，通过全球巡演和长期驻场演出等已经被证明的有效

形式持久传播推广；比如在影视产业方面，要组织和鼓励创作、投资、制作、营销等环节的联动，以巴文化中那些具有国际辨

识度的素材推出优秀影视作品，并由此开发极具想象空间的影视衍生品系列。 

二是努力将巴文化中最有活力的部分转化成人们日常生活的物质形态，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和生活品质。巴文化

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音乐、舞蹈、服饰、建筑等极具特色。比如音乐有《下里》《巴人》；舞蹈有翻山铰子，薅草锣鼓等；

还有许多具有本地特色的风情、习俗。当一种文化真正鲜活的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物质生活时，则吃、穿、住、行无处不充满了

这种文化的影响力。在建筑中融入巴文化元素，可以营造巴人独有的居住空间；在餐饮环境中融入巴文化元素，可以吃得与众

不同，相当“巴适”；在服装服饰中融入巴文化元素，可以穿出浓浓的巴人风采来；在音乐舞蹈中激活巴文化，可以使大妈们

的广场舞也有巴人自己的韵味⋯ ⋯  

三是将巴文化的精神灵魂融入到一、二、三产业的各个领域，使这些产品项目具有更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农产品的原生

态和深加工，可以形成巴文化的系列；制造业的自主品牌，可以在巴文化中找到灵魂与活力；服务业更是可以开发巴文化的独

特形态⋯ ⋯ 让巴文化丰富灿烂的遗产特色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是一篇极有想象空间的大文章，克服狭隘的地域观念，联

动湖北、重庆等地共同打造人类起源地、巴文化发祥地形象，为巴文化在一、二、三产业扩展地域文化特色打造出一个坚实牢

固的生态圈。 

四是努力做好巴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时代精神的对接，影响和推动全民文化素质培养和思想道德教育。在神话古籍和民间传

说中，保存了大量古代巴人忠勇信义的神话传说，展示了古代巴人刚阳正直的秉性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具有传承弘扬的价值。

只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教育，与巴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血脉融合起来，才能将巴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时代精神真正融

入到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人民群众的言行举止，塑造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巴人。 

我认为，一个文化强国乃至一个文化强市具体指标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指标是能够引领社会进步的主流价

值观体系，其本质的意义是能否拿你的文明和文化去影响别人，巴文化所蕴含的历史优势和当代价值是达到这个指标的重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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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第二个指标是一个可以成为支柱产业的文化企业集群，例如美国的迪士尼乐园，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等等，我们今天探讨“巴

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正是希望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第三个指标是一个能够丰满人民幸福感的文化消费市场，这既是主

流价值观得以传播的有效形式，也是文化产业得以发展的必须前提。巴文化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最终都必须在我们鲜活丰

富的文化消费中才能够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