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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新

文化

湖北特色文化及其产业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摘要：湖北特色文化是在湖北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湖北特

色文化资源内涵丰富、品种多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势。优先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是实现湖北

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产业强省转变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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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

家园。文化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灵魂和永动力，是连

接综合国力各种要素的关键力量。优秀文化是国

家、民族的宝贵财富。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文化的发展。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 “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要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

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认为， “深化文化

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党的十八大更是提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建设，快速发展文化产业的要求。这表明，

党中央已把提升国家文化实力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新的战略着眼点。湖北省第十次党代会也

提出了 “文化强省”战略，为湖北特色文化及其产

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湖北

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多样，具有重要的文

化传承价值和经济开发价值。挖掘利用湖北特色文

化资源优势，跨越式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对促进湖

北实现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产业强省的战略性转

变具有重要意义。

一、湖北的特色文化资源

湖北特色文化资源是在湖北历史发展进程中，

适应当地自然人文环境所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地域

特色的文化形态。它内涵丰富，品种多样，具有自

己独特的优势：

（一）历史文化资源

湖北生态环境优越，生物资源丰富，非常适合

人类居住。 “郧县猿人”的发现表明，早在 100 万

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繁衍栖息的踪迹。在湖北境内

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 2000 多处，构成了一个

比较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谱系。
湖北是楚文化的起源地，也是楚文化的核心区

域，有许多历史悠久的楚文化遗存。在湖北发现有

楚城遗址 5 座，楚文化遗址 73 处，还发掘了数以

千计的楚墓，在楚墓中出土了越王勾践剑、曾侯乙

编钟、成套的文房用具、大量的丝绸、最早的漆画

《迎宾出行图》等。这些珍贵的文物展示了楚文化

的特色和魅力。秦统一中国后，长江流域的楚文化

与黄河文明融为一体，包容兼蓄，相互促进，成为

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时期，荆楚地区就出现过如屈原、宋玉这

样璀璨的文学巨星。秦汉以后，在这片灵山秀水的

孕育之下，几乎代代都涌现出名垂青史的名人才

士。清代名臣张之洞督鄂，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
辛亥革命首先在湖北打响第一枪，结束了两千多年

的帝制，建立了共和国，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①

历代遗留和出土的文物，如越王勾践剑、曾侯

乙编钟、元代青花四爱图梅瓶、商代饕餮纹铜鼓、
云梦睡虎地秦简等，都是国家瑰宝。

（二）自然名胜与人文景观资源

湖北地区风光绮丽，自然景色瑰丽多姿，加之

人类长期的创造性活动也在荆山楚水间留下了丰富

多彩的印迹，因而荆楚大地上具有丰富奇特的山水

名胜与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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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著名的山岳景观有神农架、武当山、大洪

山、大别山、九宫山。湖北水系发达，长江、汉

水、清江等 1000 多条河流纵贯荆楚大地。湖北湖

泊众多，号称 “千湖之省”。名山与大川相伴，千

奇百态。
神农架号称 “华中屋脊”，被莽莽的原始森林

覆盖，保留有 4000 多种动植物物种，被誉为 “天
然动植物园”，是国家森林与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

护区，被联合国列为 “人与生物圈保护网”成员单

位，世界自然基金会将其定为 “生物多样性保护示

范点”。武当山有 72 峰、36 岩、24 涧，奇峰嵯峨，

气势磅礴，溪谷幽深，景象万千。大别山位于湖

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是中国南北水系的分

水岭，也是我国南北气候和植被分界的过渡地带，

以关雄隘险而知名，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九宫山

属幕阜山中段，山上的云中湖是我国最具特色的高

山湖泊之一。大洪山位于湖北中部，群峰耸立，层

峦叠翠，多有由喀斯特地貌而形成的溶洞，以山奇

洞险而著称。
长江横穿大巴山脉，形成举世无双的奇景三

峡，两岸高峰夹峙，峭崖壁立，峡谷狭窄蜿蜒，被

评为中国最美十大峡谷之一。三峡在湖北境内有

140 多公里，占全长的 70%。清江是湖北省长江段

的第二大支流，自鄂西南崇山峻岭中穿越而出，形

成八百里山水画廊的美景，恩施大峡谷是清江大峡

谷中的一段，山峰险峻，山体变化多端，幽静的清

江穿行其中，两岸植被丰富，形成世界上景观最为

丰富的大峡谷之一。
湖北的湖泊散落全省，有江汉明珠洪湖、天然

绿宝石梁子湖、千岛竞秀的陆水湖等。洪湖是湖北

第一大淡水湖泊，水面辽阔，浩淼无边。梁子湖是

湖北第二大淡水湖，水质纯净，湖山相接，湖中有

宝岛，岛湖相映，蔚为壮观。陆水湖是拦截陆水形

成的人工水库，原来的八百多座山峰变成了八百多

个岛屿，故被称作 “千岛湖”。②

湖北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有江陵 （荆州）、
武汉、襄阳、随州、钟祥，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有黄

州、鄂州、荆门、恩施、当阳。湖北的世界文化遗

产有武当山古建筑群、明清皇家陵寝 （包括湖北明

显陵、河北清东陵、河北清西陵、北京十三陵、南

京明孝陵），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中国端午节。
湖北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48 处，省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825 处。国务院 1983 年确定的汉族地

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湖北汉阳归元寺、武昌宝

通寺、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武当山紫宵宫、

武当山太和宫、武昌长春观被列入其中。
湖北古建筑有孔庙书院、佛寺道观、陵墓会

馆、名人故居、祠堂牌楼、戏楼古桥等，著名的除

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武当山道教建筑群、明显陵

外，还有荆州三观、荆门元佑宫、咸宁羊楼洞古民

居、恩施大水井古建筑群等。湖北近现代建筑主要

集中在武汉，最负盛名的是武汉近现代建筑群和武

汉大学早期建筑。③

辛亥革命也留下许多遗迹，如辛亥革命武昌首

义成功后组建的鄂军都督府旧址红楼、湖北军政府

都督拜授黄兴为战时总司令的拜将纪念碑、打响武

昌起义第一枪的地点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旧址、
当年的战场中和门和楚望台等。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湖北地区的

高科技不断发展，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兴

建了一系列的现代工程，它们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也成为著名的人文景观。如荆江分洪工

程、丹江水利枢纽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三峡大

坝、清江电站以及新兴的钢城、车城和各地的高新

技术开发区等。这些湖北现代文化的物质结晶也是

湖北重要的特色文化资源之一。
（三）红色文化资源

湖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共创建时期，湖

北是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之一；在大革命时期，湖

北是工农运动的中心省份之一；在土地革命时期，

湖北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诞生地和根据地；在抗

日战争时期，湖北是新四军的重要建军地和抗日根

据地；在解放战争时期，湖北是国共双方激烈争夺

的战略要地。历次红色革命在湖北贯穿始终，红色

遗迹遍布湖北全省。湖北红色革命中发生的事件和

涌现的人物，在中国革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因而湖北红色文化资源在全国也具有广泛的影响。
湖北在红色革命时期形成的红色文化资源，有

中共创建时期的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旧址、中共领

导工人运动的活动旧址等，有大革命时期的中华全

国总工会暨湖北省总工会旧址、武昌农民运动讲习

所旧址、各级农民协会旧址、农民暴动的遗迹和遗

物等，有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共八七会议旧址、中共

中央长江局旧址及当时建立的湘鄂西、湘鄂赣、湘

鄂川黔、鄂豫陕等农村革命根据地旧址及旧址群

等，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旧址、
新四军军部旧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旧

址、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旧址等，有解放战争时期

的中原军区党政机关旧址、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革

命旧址等。为了怀念先烈，各地在建国后陆续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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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批革命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其中重要的烈

士陵园有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湘

鄂西苏区革命烈士陵园、湘鄂边苏区革命烈士陵

园、湘鄂赣边区鄂东南革命烈士陵园、鄂豫边区革

命烈士陵园等，重要的纪念馆有二七纪念馆、八七

会议纪念馆、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馆、湘鄂

西苏区革命历史陈列馆等。据不完全统计，湖北境

内仅红色革命旧址 （群）、纪念建筑物 （群） 就有

580 余处，数量之多和分布之广在全国都位居前列。
（四）工艺、曲艺、饮食文化资源

湖北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

丰富多彩的荆楚工艺、曲艺、饮食文化，这些也为

发展湖北的特色文化产业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有利

条件。湖北的工艺美术包括雕刻、织锦、挑花、刺

绣、纺染诸多门类。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黄梅挑花，在 1938 年巴拿马国际博览

会和 1956 年波兰民间艺术展览中获金奖，其产品

远销国内外。汉绣、大冶石雕、武汉木雕船模、红

安绣活、阳新布贴、天门糖塑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荆州铅锡刻镂工艺、荆州漆器髹

饰技艺、咸丰县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老河口木

板年画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湖北地方戏曲剧种多，影响大。汉剧、楚剧、

黄梅戏、花鼓戏、傩戏、皮影戏等，既有浓郁的地

方特色，又深受全国人民的喜爱。传统曲艺如湖北

大鼓、湖北评书、汉川善书、恩施扬琴、沙市鼓盆

歌等，丰富多彩。民间音乐有宜昌丝竹、枝江吹打

乐、武当山宫观道乐、土家族薅草锣鼓、长江峡江

号子等。
宜昌夷陵区民间版画、安陆民间漫画、丹江口

伍家沟村民间故事等，在省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湖北被文化部命名为 “全国民间艺术之乡”。
湖北地处中国中部，南北交通便利，鄂菜菜系

的特色就是融会南北风味的长处，既具北方菜系的

淡甜，又有南方菜系的鲜美。湖北是千湖之省，素

有 “鱼米之乡”的美誉，因而湖北饮食习俗以稻、
鱼为主，小吃丰富，风味集八方之大成。著名的风

味菜点有清蒸武昌鱼、鸡茸架鱼肚、钟祥蟠龙菜、
瓦罐煨汤、菜苔炒腊肉、沔阳三蒸、鱼糕丸子、江

陵散烩八宝、冬瓜鳖裙羹等，特色风味小吃有热干

面、汤包、三鲜豆皮、东坡饼、孝感麻糖、黄石港

饼等。
（五）民族文化资源

自古以来，湖北地区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各

民族一起创造了多彩多姿的荆楚文化，各民族的民

俗风情是湖北特色文化中绚丽的一页。
清江流域土家族苗族文化是湖北特色文化中重

要的一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清江流域的

土家族苗族人民养成了勤劳俭朴、诚实爽直、热情

勇敢的民族性格和道德风貌，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

点的历史和文化，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

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流域土家族苗族文化

的鲜明特色。以恩施自治州和宜昌市长阳、五峰两

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是土家族苗族文

化的富集之地，众多的文化类型和丰富的文化遗存

使这一地区成为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标本。④

（六）精神文化资源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植根于湖北地域文化中

的精神文化也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和特色，如楚文化

中体现出的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追新逐奇的

开拓进取精神、兼收并蓄的开放融会精神、与时俱

进的变革精神、重诺贵和的诚信精神，辛亥首义文

化中的敢为人先精神，红色文化中的 “万众一心、
为党为民、朴诚勇毅、不胜不休”的红安精神和

“百折不挠、同舟共济、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

洪湖精神，以及历代遗留下来的大量历史传说和故

事、文学创作，为发展湖北特色文化产业提供了取

之不尽的题材和内容。如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

《离骚》堪称千古绝唱，闻一多的诗歌、曹禺的戏

剧、姚雪垠的小说、碧野的散文、徐迟的报告文

学、民族歌剧经典 《洪湖赤卫队》、世界民歌经典

《龙船调》等，代表了湖北文学艺术的精华，构成

了湖北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雄厚资本。

二、湖北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状况

湖北历来重视对特色文化的保护和利用，大力

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特别

是党的十七大以来，湖北省委、省政府全面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建设 “两圈一带”的总体发

展战略，并作出了 “加快构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

战略支点”的重大决策，有力地促进了湖北地方特

色文化产业的发展。
（一）特色文化旅游业进展明显

特色文化旅游是湖北旅游业发展的亮点。湖北

旅游业根据湖北地域文化及其特色，在建构以 “一
江两山”为战略重点的结构布局的同时，推出了六

条精品旅游线路：楚文化旅游线、三国文化旅游

线、武当文化旅游线、清江民俗风情旅游线、大别

山红色旅游线、禅宗文化旅游线，打造特色旅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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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特色文化节庆会展业成效显著

湖北充分利用特色文化资源打造的节庆会展活

动十分活跃。其重要的如随州的世界华人炎帝故里

寻根节，宜昌的屈原文化节，兴山的昭君文化节，

当阳的关公文化节，五峰的土家文化节，襄阳的诸

葛亮文化节，十堰的武当武术节，荆州的国际龙舟

节，黄冈的东坡赤壁文化节、黄梅戏艺术节，孝感

的孝文化节，恩施的中国土家摆手舞文化旅游节、
女儿会，巴东的中国三峡纤夫节，黄石的国际矿冶

文化节，潜江的曹禺文化周等。这些特色文化节庆

活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多彩，规模大，档次高，

参与面广。节庆期间，精心组织有文化交流、经贸

洽谈、旅游观光、学术研讨、群众文艺等活动，突

出了地方的文化特色，展示了当地的人文优势和特

色文化资源优势，促进了当地的经济文化繁荣，取

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许多节会成为当地促

进文化消费和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的载体，扩大了当

地的影响，提升了当地的知名度。
（三）特色文化产业项目大量涌现

湖北特色文化产业项目的建设步伐在显著加

快。随州市利用炎帝文化建设的风景区已成为国家

4A 级风景旅游区，风景区内现拥有神农牌坊、神

农文化广场、炎帝神农纪念馆、神农碑、神农尝百

草塑像、炎帝神农大殿、万法寺、神农庙、神农洞

等 20 余处人文和自然景观。赤壁市在赤壁古战场

周边建造了三国影视城，三国城内以三国文化为依

托建成城墙、店铺，再辅以庙会、社戏、雕塑、游

戏、武术、杂技等多种艺术形式，让游客亲身体会

三国风韵。当阳利用三国文化优势，建立了三国文

化园，既发挥影视拍摄基地的作用，又带动了旅游

产业的发展。孝感市开发孝文化资源，以特色项目

为支撑，打造孝文化产业，现兴建了槐荫公园、中

华敬老园，改建了董永公园，并开发出十大系列 40
多个孝文化产品。武汉市打造的楚河汉街位于武昌

区东湖与沙湖之间，项目规划面积 1.8 平方公里，

总建筑面积 340 万平方米，是以荆楚特色文化为核

心，兼具旅游、商业、商务、居住功能的文化旅游

项目。
民间文化产品开发也有了新进展，黄梅县挑花

工艺有限公司制作的窗帘、壁挂、地毯、画匾、套

包等产品已打开国内外市场，形成小批量生产规

模。仙桃市沙湖贝雕现开发有花鸟、人物、山水等

几十个品种，一直畅销不衰。
各地富有特色的文化产业项目，显现了特色文

化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潜力。
（四）特色文化演艺业、影视业成果喜人

近几年反映湖北特色文化的文艺戏剧歌舞节目

取得了丰硕成果，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高思想性、
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精品力作，鲜明地体现了荆楚文

化的风采。如长篇历史小说 《张居正》、当代现实

主义小说 《天行者》获矛盾文学奖。新编京剧 《曾
侯乙》，大型歌舞 《编钟乐舞》、 《家住长江边》，

音乐剧 《大三峡》，花鼓戏 《十二月等郎》等文化

精品，利用荆楚文化的素材和艺术元素，突出表现

荆楚文化的特色，提高了湖北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
各地农民自办的民营剧团、歌舞团也以地方特

色文化为依托，活跃在全省城乡。如，鄂州市的民

营楚剧团、黄梅县的民营黄梅戏剧团、沙洋县的民

营歌舞团等，都深受农民群众欢迎。这类民营演艺

团体广泛分布在全省各地，活跃在农村文化市场，

既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取得了相应的经

济效益，走出了特色文化市场化的路子。
广播影视业是文化产业的排头兵，影响力大，

覆盖面广。依据湖北特色文化拍摄的影视文化节目

已取得初步成效。由百步亭集团和湖北广电总台经

济频道联合拍摄的 30 集电视剧 《武当》，销往世界

17 个国家和地区。由湖北电视台和中影集团、长江

出版集团共同投资拍摄的古装大戏 《万历首辅张居

正》，是由湖北人创作，描写湖北历史名人的大型

电视连续剧，受到社会好评。以楚文化为素材的电

影 《桃花夫人》也已由中影集团投入拍摄。
湖北的特色文化产业虽已取得初步进展，但规

模不够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高，与湖北

特色文化丰富的资源相比，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要求

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

观念落后，缺乏发展特色文化和特色文化产业的自

觉认识，重视程度不够。对特色文化产业投入不

足，没有充分发挥湖北特色文化资源的优势。面向

全国、全世界宣传推介湖北特色文化产业的力度不

够，影响了湖北文化产品市场的拓展，也影响了湖

北特色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二是产业发展不平衡，

条块分割严重，特色文化资源缺乏有效整合，资源

配置不合理。三是缺乏对湖北特色文化品牌的深入

理论研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科学规划，科学布

局和结构调整的力度不足。四是特色文化产业化不

足，深度开发不够，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和科技附加

值不高。五是特色文化品牌创新能力差，高端文化

品牌较少，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滞后。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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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特色文化的领军人物，缺少既精通特色文化又

善于经营的人才。

三、发展湖北特色文化产业的对策建议

（一）制定规划，描绘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蓝图

特色文化资源是湖北的比较优势，也是湖北发

展文化产业的重点和着力点，要把湖北从特色文化

资源大省向特色文化产业强省转变，就要把特色文

化产业作为龙头产业优先发展。要制定科学发展特

色文化产业的规划，确定特色文化产业的总体布局

和发展重点，推动各地特色文化产业有序发展。各

地市州也要制订相应的规划与全省规划相衔接。
（二）整合资源，统筹特色文化产业布局

为了合理配置资源，应通过多种形式积极推动

特色文化资源的整合。要成立特色文化发展投资公

司，对特色文化资源整合进行引导，突出区域特

色。要在政府调控下，通过项目招商来整合特色文

化资源，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实现

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最佳化。要通过优势产业带动

资源整合，完善特色文化产业的区域布局。要推动

特色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实行跨地区、跨行业的兼

并重组，形成规模优势，推动特色文化资源的合理

化配置和有效利用。
（三）培育主体，建立特色文化产业基地

要以文化集团组建为契机，精心培育一批有自

主创新能力、自主知识产权、知名文化品牌的特色

文化市场主体。要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之路，通

过龙头特色文化企业的示范带头作用，发展特色文

化企业群、产业群，建立特色文化产业基地，延长

特色文化产业的产业链，带动特色文化企业整体水

平的提升。要通过做强做大特色文化市场主体，推

动湖北特色文化产业发展。
（四） 拓宽渠道，吸纳社会资本有序进入特色

文化产业

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推动特色文化产业

的发展，支持特色文化产业项目的开发和特色文化

产品的生产经营。政府应投资公益性的特色文化事

业，同时应广泛吸纳社会资本进入特色文化产业，

通过减免税收等优惠措施鼓励民间资本投入特色文

化产业。
（五）完善法规，扩大特色文化产业影响力

要加大对特色文化产业项目在财政、税收、土

地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出台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的政

策措施，完善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的政策法规体系。

要支持特色文化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促进特色文化

产品出口，积极组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提高大型

文化活动的档次，增大宣传力度，有计划有系统地

向海内外推介湖北特色文化，提升湖北文化形象，

扩大湖北文化的影响力。
（六） 保护资源，确保特色文化产业可持续发

展

为保护湖北著名的、具备产业开发潜力和多地

域共有的特色文化资源，应按照轻重缓急，把项目

专用名称及衍生事物进行商标注册、互联网域名注

册，实行原生地和原产地保护。对已有的知名特色

文化资源及品牌，应给予重点保护和扶持，进一步

扩大影响力，提升竞争力，同时要发现和扶持一批

具有市场前景和市场竞争力的特色文化品牌和实

体，确保特色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
要建立一套有规制标准和规范约束的特色文化

保护体系，健全和完善分级分类保护制度，实行重

点保护、专项工程保护。要及时认定和命名一批省

级生态文化保护区，建立特色文化传承人保护机制

和科学的传承体系，使优秀的特色民间文化代代相

传。
（七） 创新机制，凝聚特色文化产业的专门人

才

为培养一批特色文化研究和特色文化产业化的

人才，实施特色文化的 “名家工程”，应创新人才

的使用机制，建立科技人员、投资方、文化产业三

位一体的知识资本市场，使高科技、资金、文化产

业相结合，通过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应发挥专

门人才的作用，建立特色文化产业项目评审咨询机

构，对特色文化产业项目进行审核把关，提高特色

文化产业的品位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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