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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在中央城市工作
会议上指出：“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
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
凝聚人心。 ”［1］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二十
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要 “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
标识和文化精髓……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因此，探
索如何借助城市文化标识体系的影视传播， 提升城
市精神文明建设影响力，凝聚城市文化自信，成为当
下城市发展与建设转型的重点议题。

一、城市文化标识体系的影视传播价值

城市标识体系 “作为城市可识别系统中的一部
分，是城市公共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满足基
本的功能之外还应体现一个城市的时代精神， 对外
展示时代的变迁， 对内展示社会的面貌和人民的生
活方式”［2］。 城市文化标识体系应当既包含行为识别
功能，又包含文化识别功能，它是以符号化的视觉呈
现，对城市的区域规划、行为规范、历史文脉和民风
民俗等进行传播，以达到增强城市文化的认知、理解
与认同的目的。

（一）直观彰显城市的景观风貌
城市文化标识体系作为城市发展的产物， 它展

现着一座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借助影视媒介“能清楚
地映照出城市的每个细节，十分直观，并根据城市形
象的特点，将细节进行放大传播。 现实中的城市与影
视中的城市相互映照，不管城市的面貌如何，在此映
照下逐渐形成大众对城市的认知”［3］。 这就使得影视
传播成为城市文化标识体系最直观、 最远距离可感
的传播方式之一， 也为城市文化的视觉解构与重塑
提供了更多可能。 例如，在以北京的城市形象为创作

背景的影视作品中，总是频繁出现的北京国贸中心、
央视总部大楼、CBD 等标志性建筑正逐渐成为北京
城市 IP的品牌要素， 并日渐提炼出自己造梦筑梦的
城市 IP内核， 集中表达了北京城市的空间象征与文
化内涵，让城市的文化风貌变得可观可感。

近年来， 洛阳持续增加对地标建筑规划设计和
城市文化标识提升改造的投入力度，目前，隋唐洛阳
城应天门遗址、天堂明堂景区、九州池景区和牡丹阁
景区、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等一大批带有鲜明地
域文化特色的城市地标建筑会同龙门石窟、 白马寺
和关林等，成为洛阳城市“古今辉映”的独特景观风
貌，具有极高的影视利用价值。

（二）塑造独特城市基因符号
影视传播作为一种城市解读与对外推广的全新

方式，可以借助其独特的视觉化呈现与叙事化创作，
将一座座城市的基因符号蕴藏在一部部传世佳作当
中。 例如，提到《大鱼海棠》人们就会想起福建土楼，
提到《去有风的地方》人们就会想起云南大理茶马古
道……这些符号化的视觉形象成为唤起人们独特城
市基因的最好方式。

从城市文化标识产生的两大方式来看， 一方
面，绵延八百余里的伏牛山脉让洛阳的天然文化标
识灿若繁星，老君山、鸡冠洞、白云山等风景名胜与
拥有 1600 多年栽培史的牡丹花， 正在成为洛阳文
旅短视频的流量密码；另一方面，在人工文化标识
的创新打造中，以一拖、中铝洛铜等企业厂房和涧
西区 2 号街坊、10 号街坊等为代表的洛阳涧西苏式
建筑群，以隋唐洛阳城应天门遗址为代表的一系列
隋唐风格古建筑的复原展示，以及一座座极具辨识
度的“河洛书苑”城市书房等，不仅成为传播河洛文
化的精神沃土，也为城市基因的影视传播提供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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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文化的传播路径有很多，借助标识体系展现城市魅力，增强城市文化传播
力和影响力，是实现城市文化自信的创新路径之一。 洛阳作为黄河流域的重要节点城市，
借助影视作品的生产与推广，创新城市文化标识体系的传播形式，通过融媒体矩阵拓展标
识体系的传播渠道，将有助于完善和优化洛阳城市文化标识体系的传播路径与传播效果，
帮助同类文化古城更好地完成城市转型，提升城市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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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新的选择。
（三）提炼萃取城市人文性格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区扩建与老旧小区

改造成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标志性动作，它们在提升
居民生活质量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了高度同质化的
发展问题。 千篇一律的城市规划，让城市性格在水泥
围墙间慢慢隐去，如何实现城市转型的个性化发展与
魅力挖掘， 成为现代城市发展时不可回避的核心问
题。例如，在《疯狂的石头》《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少年
的你》等电影中，人们不仅看到了重庆独特的山城风
貌，也看到了山城中那些小人物的矛盾、挣扎与渴望，
一部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制作与上映，让无数观众对
重庆的城市文化充满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共鸣与靠近
期望，也塑造了重庆神秘、隐忍的城市性格。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执政期间
迁都洛阳，在洛阳城里处处可见武则天遗留下的历史
痕迹。从 1939年黑白电影《武则天》的上映开始，中国
影坛就拉开了“武则天”的影视创作序幕，1995 年刘
晓庆主演的电视剧《武则天》更是将“武则天”的影视
形象塑造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虽然人们对武则天的
评价褒贬不一，但她恰恰可以作为洛阳城市性格与独
特影视标识的视觉承载，值得深挖创造。

二、洛阳城市文化标识体系的影视传播困境

（一）标识体系的影视元素挖掘有待丰富
1982 年， 洛阳成功入选国家 “首批历史文化名

城”，“千年帝都”成为洛阳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文
化标识元素。 同年 9 月， 洛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
议， 正式将牡丹花确定为洛阳市花，1983 年 4 月，洛
阳成功举办了首届牡丹花会，“牡丹花城” 也成为洛
阳辨识度最高、传播度最广的城市文化标识元素。 自
此，“千年帝都、牡丹花城”成为洛阳影视宣传中出现
频率最高的城市文化标识词汇。

其实， 环顾洛阳城市文化标识体系的构成元素
不难发现， 其中可以进行影视挖掘的标识品类含量
众多。 例如，从文化承袭视角来看，河洛文化作为洛
阳城市的精神内核， 无论是河图洛书还是二里头文
明都具有极高的影视传播价值； 从古城保护视角来
看，洛阳城市的“隋唐风”规划，里坊复原工程等也同
样为洛阳城市文化标识体系的影视传播提供了丰富
的视觉素材；不仅如此，水席作为洛阳城市的特色饮
食，已有 1000 余年的历史，是唯一一个以整套宴席
入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菜系， 它同样为影
视传播提供了厚实的民俗资源。

但是， 这些元素在当下洛阳城市文化标识的影
视传播中，依然存在很大的挖掘创作空间，特别是对
一些新兴的城市文化标识体系， 更应该加强对其标
识元素的影视化挖掘利用， 以实现快速知晓与标识
塑造的传播目的。

（二）标识体系的影视精品化打造有待完善
近年来， 洛阳在影视传播方面持续加大投入力

度：2011年 4 月，大型电视纪录片《天地洛阳》在中央
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播出；2021 年 9 月， 由爱奇艺、洛
阳文保集团、 洛阳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出品的大型综
艺节目《登场了！ 洛阳》正式上线；3 个月后，影视剧
《风起洛阳》在爱奇艺全网独播；2022 年，以该片为原
型的 VR 沉浸式全感互动电影项目在洛阳举行了签
约仪式……

尽管从 2020 年开始，洛阳在城市形象影视传播
方面打出了一组漂亮的组合拳，但是，缺少精品化的
标识体系影视打造依然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并
且，在已有的影视创作中，对城市建筑、饮食文化等
标识体系的影视化价值也同样存在较大的提升空
间。

洛阳城市文化标识体系的影视打造是一项需要
精雕细琢的系统性工作， 它不仅要对城市文化标识
体系进行视觉化的意象建构， 让城市文化更具视觉
生命活力， 还对影视作品的精益化程度有极高的要
求。 只有不断产出高质量的、精品化的影视作品，洛
阳城市文化标识体系的影视传播才能真正构建影视
传播城市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共同体。

（三）标识体系的影视传播体系有待健全
“文化是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标识，是城市

软实力的重要基础。 ”［4］2021年至 2022 年，洛阳与爱
奇艺“一鱼多吃”的合作版图稳步扩张，这让我们看
到了城市文化对外传播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但是，城
市文化标识体系的影视传播不仅要依靠优质的影视
内容产出，更有赖于一个完善、科学、合理的传播体
系建设。

当前， 洛阳一方面在传统媒体领域加大了城市
文化标识体系的内容重塑，借助《神都洛阳》等历史
文化纪录片，以洛阳的千年美食、传奇人物、唐服女
装等为切入角度， 对洛阳已有的城市文化标识元素
进行了又一次的梳理与视觉呈现。 另一方面，在新媒
体领域加大了影视创作力度，借助“短视频+直播”，
以比赛、征稿等多种形式，鼓励全民创作，力图打造
不一样的“网红”洛阳。

然而， 洛阳城市文化标识体系的影视传播不是
仅仅依靠一两部作品、一两次合作就能聚沙成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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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需要有一个健全的传播体系， 这一传播体系应当
体现出当下最先进的传播理念， 借助现代化传播手
段与健全的合作推广制度， 实现城市文化标识体系
的可持续化发展。

三、洛阳城市文化标识体系的影视传播发展策略

2021年，洛阳颁布了《洛阳市建设青年友好型城
市行动方案》，提出要紧紧围绕青年群体的消费习惯
与接收特点， 进一步提升洛阳城市文化对青年群体
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而影视传播作为青少年群体中
接触最为频繁的信息传播媒介之一， 如何优化洛阳
城市文化标识体系的影视传播效果， 具有强烈的现
实意义。

（一）依托大型项目实现精品标识产出
近年来， 洛阳积极拓展与各大影视平台开展大

型项目的合作机会，力求借助项目推广，实现洛阳城
市精品标识的快速产出。例如，2020 年中央电视总台
中秋晚会在洛阳录制完成， 据微热点大数据研究院
统计，在 9 月 1 日至 10 月 5 日期间，“中秋晚会共产
生 429.27万条相关信息，随着中秋晚会的临近，话题
度逐渐递增， 晚会播出当日达到统计时间段内信息
量峰值，一天内产生 87.3 万条信息”［5］。 其中，隋唐洛
阳城、应天门、河图洛书、二里头、乐舞俑等标识元素
的多次出现，让受众在视听享受中，对洛阳城市有了
更多的了解与向往。 而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
目的出圈传播，也让人们在《实景洛阳》《龙门金刚》
等视觉盛宴中，目睹了洛阳文化标识的精品诞生，再
一次感受到了洛阳城市的文化魅力。

未来洛阳要继续探索依托大型项目实现精品标
识产出：一方面，可借鉴厦门承办中国金鸡百花电影
节的方式， 探索影视传播与节庆活动的创新性结合，
打造具有洛阳特色的影视节庆活动，创新开展网络电
影节或网络短视频电影节等影视盛典，打造影视传播
的洛阳风格；另一方面，可进一步拓展与爱奇艺、优酷
等大型网络视听平台的合作方式，深挖自身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策划创作出一系列以洛阳城市文化标识
为核心内容的精品影视作品，提升文化创造力。

（二）布局公共区域增强标识情感共鸣
洛阳作为旅游城市， 公共区域的城市文化标识

设计将是外地游客来洛后最为直观的视觉刺激。 因
此， 除了要重视对静态导向标识体系的城市文化融
入外， 还要重视对动态影视的标识内容制作与公共
区域投放。

首先， 加强洛阳城市文化标识体系与景区建设

的融合，让景区标识建设“活”起来，例如，应天门打
造的 3D灯光投影秀，通过 3D 激光技术，将栩栩如生
的动态影视与静态的应天门墙体相结合， 为游客留
下了难忘的文化标识视觉盛宴。

其次， 推动洛阳城市文化标识体系与公共交通
的融合，借助车载媒体，积极播放优秀城市宣传片及
城市风光片，让乘客在交通搭载的过程中，也能近距
离直观接触与体会洛阳城市文化的独特魅力。

再次，打造具有洛阳特色的沉浸式旅游品牌，借
助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手段，在景区利用 VR
技术、虚拟场景，通过图、文、音、像等手段将历史电
影化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例如，“在龙门石窟西山万
佛洞，用 APP 扫描残损的造像，就可以在手机屏幕上
看到完整的造像”［6］，实现了借助数字影视创作，帮助
洛阳完成城市文化穿越千年的当代表达。

对于洛阳城市文化标识体系的建立， 要充分结
合当下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 地方城市特色与民生
民情，在标识体系的设计中凸显城市视觉记忆点，以
观众喜爱的形式将城市文化蕴藏在标识呈现之中，
完善城市文化标识体系的内容重塑。 在传播过程中，
更要重视推进新技术手段与标识体系呈现方式的有
机结合，打造全新的传播形态，展现出城市文化标识
体系传播路径的科技性、 传播内容的独特性与传播
方式的创新性，实现城市文化的全新形象塑造，提升
对外传播力。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的黄河文化路径研究”（22BMZ076）和河
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新文科背
景下地方高校传媒艺术类课程价值目标体系的转化
模式研究与实践”（2021SJGLX500）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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