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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湖北红色专题片作为湖北红色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近年来作品频出，其中不乏口碑不错的作品。在当

今时代IP热度逐渐攀升和红色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红色专题片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从文

化融合的视角出发，分别从IP结合和作品产出两个方面对现有的湖北红色专题片进行剖析，为红色专题

片的创新发展路径提供参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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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Hubei red culture, Hubei red feature films have appeared frequently in 
recent years, including many works with good reput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adual 
rise of IP popularity an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red industry, the red feature film is also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Hubei red feature films from the aspects of IP combination and work output,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idea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red feature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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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红色影视专题片中的 IP 建构概况 

IP 是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主要指“创作人对其创造的智力成果所拥有的财产权利，

如具有知识产权归属的图形、品牌、观念等，是一种无形的财产，可以通过分享、让渡这种权利来获取

经济利益。”[1]红色文化则是指自近代中国革命实践活动为始，以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

会主义建设等时期为背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创造的一系列极具中国特色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

治文化、社会文化、生态文化的总和。因此，红色文化 IP 的建构不仅需要以弘扬我国的红色历史文化为

核心，还将兼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效益，最终形成具有知识产权归属的文化资产。而就湖

北地区而言，大量历史人物、地标以及红色精神符号使其具有先天优势，这为湖北红色专题片的创作提

供了丰富的取材来源。湖北红色专题片以讲述地方红色历史为主，按照时间线的发展叙述史实，突出重

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目前湖北地方红色影视专题片的红色文化 IP 涵盖了事件 IP、人物 IP、精神文化

IP 等类型，而随着 IP 这一概念热度提升和红色产业蓬勃发展，红色文化 IP 在湖北红色影视专题片中的

应用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和上升空间。 
(一) 依存党史询唤集体记忆 
湖北红色专题片的创作有着以国家号召为导向，集中于特殊历史节点播出的特点，比如建党周年时，

宜昌党史文献专题片《百年辉煌》、阳新《阳新史话 红色足迹》、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的党史

教育专题片《金戈铁马满山红》、襄阳电视台拍摄的党史学习教育系列专题片《肖庄惊雷》、系列短视

频《党史上的咸宁 + 记忆》等许多优秀的专题片都是产出于我党百年华诞之际。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

布瓦赫认为：“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群体的支持。”[2]红色专题片的集中放映

引领了重学党史的时代精神，也实现了对观众的仪式化表达，增强了社会各界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

询唤出红色集体记忆，有助于维系人民信仰和维护中国人民共同精神家园。 
此外，由于非特殊时间节点所创作的作品数量较少，且多由地方政府牵头，这使得红色文化 IP 在地

方专题片主要是用于巩固和完善红色历史资料库，并起到良好的宣传教育作用。然而，红色专题片一般

都是采用旁白讲述加上相关实景画面相配合的方式，偏重于历史资料、人物采访和影视画面截取，这使

得红色文化 IP 在此类影视作品中缺乏二度创作。 
(二) 以人物为载体的符号化传播 
赵毅衡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认为：“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 

[3]现今的许多红色专题片都尝试运用的符号化传播方式，将历史中的留存下来的物品作为介质，一本书、

一块表、一封信、一颗子弹都有其特殊的意义，借助现实符号更好的表达情感，引起共鸣。《星星之火

—湖北红色馆藏里的微党史》每集只有 3 分钟左右，制作团队走访多地采访，运用百微镜头拍摄文物，

通过一个个博物馆藏里的文物引出一段历史，讲述一段故事，传达一种精神。由黄石市档案局、黄石市

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五集纪录片《铁血长征路》以在黄石大冶成立的红三军团参加长征的历史为主线，

通过重走长征路的方式，对长征路上的每一处遗址都做了详细研究和真实记录，辅以人物采访和史料，

给观众沉浸式的体验，仿佛自己经历了一遍长征过程，感人至深。从实物符号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将

实物符号转化为 IP 元素，以微观元素构筑宏观整体，从而达到传播效果。 
红色专题片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原有红色 IP 的还原与革新，将边缘单一的 IP 形象联结重构，挖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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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中的新时代精神。湖北作为在抗战期间处于重要战略地位的红色沃土，其诞生的优秀红色 IP难以计量，

通过对多个红色 IP 形象的提取，重新进行专一化的 IP 构建，不仅能够将零散的故事整合为一体，突显

作品中符合大众主流价值观中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

多方支撑的红色 IP 形象也有助于使剧情人物更为饱满，故事连接更为流畅，叙事情绪更加深刻。 
湖北红安干部教育基地制作的教育专题片《为了祖国我牺牲》中，主要是讲述红安儿女在抗战斗争中

的英勇事迹。影片由多个具有鲜明特征的红色主体构成，选取了当中代表性的黄安儿女，如为掩护战友突

围，六进七出黄安城，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壮烈牺牲的潘忠汝；志同道合、矢志不渝坚绝维护中国共产党的

王鉴、夏国义夫妇；举家几代人投入斗争，满门忠烈彪炳千秋的戴克敏一家……从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

家族，通过不同的参与视角对其背景故事进行了分解，他们是社会中不同组成部分，更是生活中的普通人，

但面对外来入侵时都归于凝聚一心的顽强抵抗奋战，通过有选择有递进的展现一个个鲜红热血的真实故事，

在众多红色故事中拆解出有关联有结构的部分加以拼接组合，很好的增强了整个纪录片的逻辑性和红色情

绪。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抗战 27 年红旗不倒，村村有烈士、户户有红军、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的鲜活将

军县。剧情中穿插当时年代的红安地方民谣，谣例如“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

打仗，女将送饭……”，借以民谣朴实的记录，描画了 48 万黄安儿女积极响应共产党号召，身先士卒，不

畏强权的加入斗争的红色形象，进一步烘托了红安区域人民坚定的革命信仰与红色爱国主义精神。 
(三) 围绕地域特色，融合传统文化。 
湖北红色专题片多是围绕地域为主，进一步融合传统文化，挖掘革命精神内涵，更具地方性和特殊

性，为地方红色专题片精准化服务。红安将军县、阳新采茶戏、恩施土家族在它们的地方专题片中都充

分体现了这种特色。每一个地方都有着其蕴藏深厚的文化特色，那些被忽视的地方传统文化，借由与红

色专题片进行 IP 绑定，有助于提升公众辨识度，加深受众印象，形成记忆点，达到 IP 和专题片双方的

宣传目的，也有利于进一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阳新县如今正行走在创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路上，是一个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民间文化资源丰富

的城市，更被誉为采茶戏之乡、布贴之乡。阳新推出的党史教育系列片《阳新史话 红色足迹》中，讲述

了风气云涌的阳新革命史，生动的再现了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抗战场景。通过对革命史料、革命遗址、

民间史料的访问挖掘，《阳新史话 红色足迹》将一系列老照片、古迹、遗址、老革命民谣生动的展现在

了受众面前，进一步挖掘了革命时期那些未曾记载的英雄事迹。在整部专题片中，阳新的地方农民歌谣

贯穿始终，这不仅是对当时农民生活的生动记录，更展示了阳新县人民积极昂扬的态度及地方魅力。 
在《阳新史话 红色足迹》第四集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中，以民歌《二二七烈士歌》为主题曲，采茶

戏《龙港秋夜》演绎的剧情让人眼前一亮，生动形象的演绎了当时富豪劣绅勾结破坏工农会，诋毁烧杀

革命人，二二七九烈士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第六集《唤起工农千百万》中采茶戏《罗伟就

义》的演绎，演员激愤的神情和台词，在演员临死前喊出：“杀尽残酷诸猛兽，红日照遍五大洲。中国

共产党万岁！”时，我们仿佛真切的回到了他的身边，感受到了他的愤怒与不甘，他的豪情与信念，感

受到了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百折不挠、不胜不休的革命毅力。 

2. 现有的湖北红色文化 IP 应用困境 

(一) 地方特色不足 
由于互联网的急速发展，文化交流频率提升，各地区在红色文化创作方面的互相交流学习活动也日

益增多，而文化趋同性的问题却开始显现。对于红色主题而言，现有的湖北红色专题片主要是以我国革

命历史或建国史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为创作原点，或将创作视野置于大事件中与湖北有关部

分，或关注重要革命人物在湖北地区的活动历程。然而，这类题材早已被前人多次翻拍，已经成为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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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非常熟悉的文化 IP，从此类文化 IP 中挖掘湖北特色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湖北地方红色影视专题片

中对于红色 IP 的运用虽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创作模式，但也不免陷入原有的格式化叙事方式，使得

IP 应用在专题片中的创新不足。 
(二) 产业化程度较低 
在我国 IP 产业化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不少文旅性的大型 IP 在市场上表现出惊人的经济价值，通

过一系列的产品衍生，在市场上引领了新的受众风潮，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同时极大地提升了 IP 影响力。

然而湖北红色专题片中的红色文化 IP 在产业化开发上却依然缺乏动势，从整体上来看，红色专题片的受

众体量十分可观，，但是现有的红色专题片在有一定知名度和话题的情况下却难以形成品牌效应并扩大

IP 价值。这主要是由于对红色 IP 的挖掘和宣传还不够深入，不能从一部作品中提炼出适合于多渠道宣发

的 IP 产品。湖北红色影视专题片的创作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资来进行，市场的经济收益较低，作品输出与

经济回报极不平衡，这对于之后的专题片持续性产出并不友好。湖北有影响力的红色文化 IP 比如脍炙人

口的武汉首义精神，现在还只是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存在于受众之中，没能转向产业化发展，IP 价值之外

的衍生品极少，有非常大的开发潜力。 
(三) 受众存在刻板印象 
由于目前湖北红色专题片的选材所限，致使年长者对于专题片内容早已了然于心，产生审美疲劳，

而年轻观众又缺乏对于我国革命历史与建国史的直接经验，难以产生真正的共情。因此，如果只是将从

前的红色精神原封照搬到荧幕上，虽然在场景的搭建下能够让观众在视频中有深刻的视觉冲击与精神震

撼，但在内容上只是停留在对于过去的演绎之中，便难以引导观众进一步思考，更难以让观众将其中蕴

含的红色精神与自身生活相结合，其教育意义便会大打折扣，也就不能带来好的红色教育效果。专题片

所展现出来的故事需要有一定的设计与编排，做到历史人物的生活化与历史事件的故事化，以历史关照

当下，将与时代结合的红色精神赋予到剧情设计对象的过程中，是红色精神在不同角色上的再次构筑，

有助于丰富人物形象，更能够基于单一精神拓展出持续性的内容。在 2011 年央视网发布的专题片《回望

辛亥之武昌首义》中，通过对过去时代背景和历史的进一步剖析展现，上世纪 40 年代由辛亥革命志士张

难先概括的勇敢、廉洁、公正、恬淡的辛亥革命首义精神，核心精神在影视作品中获得了更为深刻的展

现，并在原有的精神上拓展出革命党人反抗压迫的历史主动精神、善抓机遇的机智果敢精神、敢为人先

的开拓创新精神、振兴中华的爱民奉献精神，红色影视专题片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诠释我们对于历史的见

解，帮助我们了解历史，更重要的是以历史为鉴，创造出适用于新时代建设的精神内涵，对于现代生活

化场景提出更为正确的指导。 

3. 红色文化 IP 在红色专题片中重构的建议 

(一) 打造全新文化 IP，促进产业化发展 
在当前的文化产业语境中，IP 开发是指多维度、多途径挖掘文化作品的内容，丰富作品的形式，延

续作品的创意概念，追求作品商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4]。在如今泛 IP 化的时代，IP 可以是任何具有传播

价值的事物，一个文化 IP 的产生，是当地文化符号扩展到产业中的过程[5]，借由红色地方专题片承载的

地方优质 IP，将会衍生出以城市为主体的巨大产业链，带来超乎想象的价值。 
对于 IP 的开发应用，现在主要集中于文旅推动、衍生产品的应用之中，红色地方专题片作为主旋律

红色影视作品中的一个类别，在红色专题片中对现有的红色 IP 进行重组构建，一方面是结合现有文化资

源与红色精神的二次创新赋能，以新时代视角挖掘红色革命历史中蕴含的深刻思想，进一步弘扬以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民族精神教育和理想信念为内核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IP 意识有助于打

造独具特色和持续性传播价值的巨量 IP，这些 IP 往往与某种价值观念或者地方人文特色加以绑定，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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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红色影视专题片中，能够将剧情集中至一个方向，反过来红色专题片中的 IP 形象也有助于借助影视模

式，进一步打响名气，二者互相成就。 
(二) 创新专题片表现形式，促进文化融合 
在当今时代，群众所接触的媒体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对于媒介内容的生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

想借助专题片中的红色 IP 传递地方的精神与文化，必须先让受众买单，让青年乐于了解红色历史，主动

了解红色历史，了解以后能够感悟有收益，制作出有深度有趣味性的专题片内容。现有湖北地方红色影

视专题片中历史事件的展现模式一般以旧历史画面的演绎加上背景音介绍为主，人物传记类专题片多以

讲解或是采访模式展现，表现形式显得十分单一。在数字媒体如此发达的现代，专题片应当尝试更多元

化的表现形式，例如通过动漫、戏剧、沙画的方式来演绎剧情，尝试新兴技术比如 3D 技术、交流互动、

VR 等技术等来丰富观看过程中的受众体验，寓教于乐，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史料视频数据的缺失，

更能够让专题片与时代并进，创作出更赋有创新性的作品。 
(三) 挖掘地方文化特色，深化湖北的红色印记 
IP 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仅仅凭借迎合大众抓人眼球很难获得长时间的关注，其生命力也很容易消失

殆尽。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魂，红色文化 IP 在地方专题片中的重构过程，就是一个地方文化交流融合、

推陈出新的过程。武汉保卫战、随枣战役、枣宜会战、反攻宜昌战役，湖北作为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为

抗日战争保驾护航，功勋卓越，整个湖北在红色历史上的作用不可谓不深重，武汉也作为首义第一枪的

打响地留下了深厚的红色历史印记，首义精神在全国被人们广为传唱。然而广观武汉周边城市，虽然也

有着深厚的抗战历史，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可以与武汉首义精神一般深刻的红色印记，城市文化符号中

也比较缺乏红色的重量，但这并不是由于红色基因的缺乏，而是传播环节失力。 
红色专题片的创作是基于对繁重冗杂的史料提取而成，然而优质符合主旨的史料往往有限，随着新时

代红色主题影视创作的增多，创作者能获得的最新史料更是凤毛麟角，如何在重复的内容中找寻新意，以

独具一格的视角展现故事，这是对于创作者的一大考验。而地方专题片具有就地取材的优势，例如《阳新

史话 红色足迹》中通过对民间历史知情者、烈士遗属的访问，获知了更多史料未曾记载的生动故事，并

将其与地方采茶戏结合，让老的历史如蒙尘明珠般焕发了新的光彩。红色 IP 是对红色资源的凝练提取，

其外化表现可以是一个人、一座城、一件衣服、一种信念甚至只是一个符号，出现在专题片中土家族独特

的服饰和建筑让人眼前一亮；采茶戏用戏曲的方式传唱和演绎英雄就义的慷慨与众不同；咸宁与襄阳同样

具有古城文化，表现在专题片中的重点则各有不同。红色地方专题片作为主旋律红色影视作品中的一个类

别，在红色专题片中对现有的红色 IP 进行重组构建，一方面是将原有文化资源与红色精神结合的现代化

创新赋能，以新时代视角挖掘红色革命历史中蕴含的深刻思想，另一方面，是借力于红色专题片，传播地

方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提升人民思想内涵，丰富软实力，进一步深化湖北的红色印记，传递红色思想。 

4. 结语 

一个得到广泛认同和大众喜爱的优质文化 IP，其背后必然蕴含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在当

今文化大融合的趋势下，我们对红色文化 IP 进行建构和重塑，将革命者和时代建设者们留下来的红色故

事和红色精神保留下来，在交融中凸显特色，在交融中革故鼎新，在交融中提取精华为我所用，充分发

挥红色 IP 的时代价值，带动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塑造湖北红色文化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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