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记忆与影视形象建构

—— 以
“

文化南京
”

城市形象为例

□ 陶赋雯

１ ９６０ 年 ， 美国城市学专家凯文
？ 林

奇 （
Ｋｅ ｖ ｉｎＬｙｎｃ ｈ ） 在其专 著 《 城 市

意象 》 中 首 次 提 出 现 代 意 义 中 的

“

城市形象
”

（
ＴｈｅＩｍａｇ

ｅｏｆｔｈｅＣ ｉ ｔｙ ）

概念 。 我 国 学者对其定 义是
“

所谓

城市形象 ， 通 常是指城市带给大众

的整体印 象 和感受 ， 包 含一座城 市

的文化传统 、 历史 景 观 、 现代 文 明

等 内容 。 当 城 市 的 形 象被 大部分人

所认同 时 ， 城 市形象 本 身 就有 了 社

会文化意 义 ， 变成 了 这 个城市 的 文

化资源
”

［
１

］

。 当今全球经济
一体化背

景下 ，

“

城市形象
”

作 为一种无形资

产 ， 是城市 自 身蕴含 历史 记忆 、 文

化积淀的客观反映 。 其 中 ，

“

城市记

忆
”

（
Ｃ ｉ ｔｙ

Ｍ ｅｍｏ ｒ
ｙ ）

“

凝 固 于城市空

间 环 境 ， 反 映 在 人们 的 记忆 之 中 ，

是 人 对 城 市 空 间 环 境 意 义 的 认

识
”
Ｗ

。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剧 ， 城市

同质化发展增强 ，

“

城市记忆
”

如何

在现代传播 中赓续 ， 世界城市能否

再次在新 的信息传播 格 局 中脱颖而

出 ， 成 为 新世 界 、 新形 态 、 新平 台

中 的新能 量 角 色 ， 这是 对现有 的 世

界城市 和 未来 的世 界城市 的 最大挑

战 ， 也是一个最新课题
”

［
３

］

。

美 国社会学家伦德 贝 格将
“

传

播
”

定义 为 通过符号 中 介而传达 意

义的过程 。 人 们 通过大众传播 建构

的符号世界 来认 知 客 观事 物 ， 感知

城市 的 现实 形 象 、 传播 形 象 和公 众

认知形象 。 在这一信息传播过程 中 ，

城市的现实 形 象 客 观存在 ， 不 易 更

迭 ； 而城市 的传播形象可塑性最强 ，

能够直接影响公众对城市的认知 。 作

城 ｒｆ ｉ

￣

意 象



为大数据信息 时代最强势有效 的传

播工具 ， 影视具有声像合一 、 直观

可视 、 形象生动 、 情感体验 等符号

表征 ， 是一种 大众喜 闻 乐 见 、 主动

接受 的传播范式 ， 在其 中植人
“

城

市记忆
”

， 可 以实现城市形象塑造和

文化推广 的高效传播 ， 将
“

屏幕上

的形象
”

发挥 到最优价值 ， 讲好城

市故事 ， 承续城市文脉 。

一

、

“

城市记忆
”

的影视建构 、

营销与传播现状

英国地理学家阿兰 ＂ Ｒ ．Ｈ ． 贝 克

（
Ａ ｌａｎＲ ＨＢａｋｅｒ

） 认为 ：

“

往 日 景观

的形成与 意义 ， 反 映 了建构人们工

作与生活 于其 中 并加 以 创 造 、 经历

与表现的社会 。 但就其 留 存至 今而

言 ， 往 日 景观作 为 文化记忆 与 特性

的 组 成 部 分 之 一 ， 具 有 延 续 的 意

义 。

”
［

４
］

当下 国 内 关于城市景 观与 文

化记忆的研究 ，
主 要集 中 在对 文 艺

作品 中 的 京津文 化 、 海 派 文化 、 东

北文化 、 晋 中 文化 、 巴 蜀 文化 、 岭

南文化等地域特色鲜 明 、 文化产业

先行地区考察上 。 南京作为
一座 历

史悠久 、 文脉延宕 的 古都 ， 城市记

忆影视传播效果却并不 明 显 ， 对历

史景观的破坏 ， 对文化记忆 的漠视 ，

导致本土文化资源 与影视创作生产

不相匹 配 。 同 时 ， 资金渠道单一 与

融资手段缺失 以及奖惩激励机制 缺

位 ， 成为制 约南 京影视作 品 发展 的

瓶颈 。

“

南京的影视剧创作基本处于

小打小 闹 的 自 发状态 ， 各个创 意平

台之间 自 立为王 ， 数量少 、 质量差 ，

很难出精品 。

”
 ［

５
］

南京拥 有 近 ２５００ 年 的 建城 史 ，

其 中 ４００ 多 年是作 为 国 都存在 ， 与

北京 、 西 安 、 洛 阳 并称 为
“

四 大古

都
”

。 历史上 ， 在南京建都 的王朝 多

系 短 命 ，
而 南 京 又 屡 经 离 乱浩 劫 。

因此 ， 这座城市 给人们 留 下 的 印 象

总是和
“

短命王朝
” “

悲情城市
”

相

联系 ， 其城市形象在影视作 品 中 被
“

放大
”

曲认为懦弱 、 被动与妥协的

误读 ， 如 《屠城血证 》 （
１ ９８７

） 、 《南

京 １ ９３７ 》 （
１９９６

） 、 《南京 ！ 南京 ！ 》

（
２００９

） 、 《拉贝 日 记 》 （
２００９

） 等 电

影作品 。 对历史 的 见证者来说 ， 伤

痛哀恸刻 骨铭 心 ， 背叛历史 不 可 饶

恕 ， 但倘若总沉溺 于 历 史 涡 旋 ， 易

造成对城市文化底蕴 的误解与偏见 ，

不利于新 时期 城市形象定位 。 近些

年虽 已 出 现些许反 映 和展现城市文

化形象的 影视作 品 ， 但无论在量级

还是质性上 ， 均 与南京 的历史文脉

与 日 新 月 异现代化进程不 相 匹 配 。

例如为配合南京承办青奥会而投资

拍摄 、 作为经典 电 影 《庐 山 恋 》 续

集的 《庐山恋 ２０ １ ０ 》 （
２０ １ ０

） ， 在南

京石头城遗址公 园 、 郑和宝船遗址

公园 、 台城 、 新街 口 等地取景拍摄 。

但片 中 呈现 出 的 南京风光与故事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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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并不衔接 ， 在光怪 陆离 、 杂乱无

章的景点堆砌 中 进行着 电影蒙太奇

的切换 。 这种商业化植人表现突兀 ，

“

简单 串联植人旅游点 ， 缺失古都文

脉与 自 然韵味
”

［
６

］

， 蜻蜓点水地闪现
“

南京元素
”

景观 ， 缺失城市精神 内

涵 ， 看不到真正的
“

南京魂
”

。 只有

城市记忆科学定位和精准传播 ， 才

能彰显南京 的
“

国际范
”

。

二 、

“

城市记忆
”

影视建构的

路径选择

“

记忆是表现空 间 和地方意涵 的

一个积极要素 ， 在 明 晰社会意义 和

认同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

”
［

７
］

笔者认

为 ， 从
“

城市 记忆
”

角 度入手 ， 如

下五种路径对于提升城市记忆传播

力 ， 推进影视产业化发展 ， 吸 引 人

才 、 资本 、 生 产 力 等资 源要 素 不 断

涌人 ， 实现经济效益 与 社会效益双

赢 ， 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

（

一

） 文 化 资 源 式 记 忆 ： 影 视 品

牌 塑造

一个城市 的 文化资源记忆 ， 有

着无法取代 的 独 特性与厚重感 ， 是

历时性和共 时性统
一

， 是城市历史

记忆符码 和 文化 品 格 的 生 动 体现 。

历史 兴 衰 、 掌 故 传 说 、 名 人逸 闻 ，

成为孕 育 和 滋养影视作 品 的 文化记

忆宝 藏 。 通 过凝练 文 化 资 源 记忆 ，

挖掘城市 文化元素 ， 建立作 品 题材

库 ，
以视觉建构 、 塑 造城市影视 品

牌 ， 实施文化
“

走 出去
”

战略 。

在宏观层 面 ， 采取整 体推进 和

多元组合策 略 ， 借船 出 海 ， 借势发

力 ， 引人世界顶级影视公 司 、 广告

公司 等策划 团 队 ， 推动 省 、 市广 电

集 团 ， 民营影视公 司 和跨界投 资 的

文化企业深度介人影视制作 ， 成为

创作投资 主体 ；
通过兼并收 购等资

本运作方式来 实现模块化生 产 ， 获

取规模效 益 和 集 群优 势 ； 在 政 策 、

人才 、 资金 、 资 源等 多 方面给予 大

力 支 持 ， 降低 民 间 资 本 准人 门 槛 ，

拓宽投 、 融资渠道 ， 加 快资金 审批

步骤 ； 整 合 影 视 制 作 业 、 演 艺 业 、

广告业 、 印刷业 、 出 版业 、 发行业 、

会展业等 多元主体参 与 ， 最大 限度

盘活现有形 象资产 ， 实现 多元盈利

模式 ， 塑成对区域 内外 的强力吸引 ，

充分展示城市 的文化胸襟 ， 为城市

记忆的赓续传播创造更好 的 刊 布载

体 、 交流平台和投资环境 。

以南京 为 例 ， 深度 开发文化资

源记忆 ， 重 点推介六 朝 文化 、 明 初

文化 、 民 国 文化 、 红 色文化 、 佛 教

文化 、 青奥文化等 品 牌记忆 ， 将这

些符合本土资源优势 、 宏 大无形 的

文化资源视觉化 、 具象化 、 剧情化 。

通过植人式传播方式 ， 即
“

在影视

作品 中将城市形象 、 名 称 、 标 志物

等有某一城市特色 的事物通过影视

作品 中 的场景 、 对 白 、 主题表现 出



来 ，
以达到 宣传城市形象 目 的 的传

播活动
”

［
８

］

。 以人物故事延伸 ， 实现

与受众情感双 向 互通 ， 增强城市 民

众对家 乡 自 豪感 和 外地受众对城市

向往 ， 诠释 出 历史 文化 名 城独 特风

貌 ， 实 现
“

南 京 景 点 、 南 京 故 事 、

南京拍摄
”

三位一体 的影视 品牌宣

传方式 。

在微观层 面 ， 搭建 培 育 孵化 的

平 台 ， 调 动从业人 员 积 极 性 ， 建 立

相应 的 资 助 基金 ， 专项奖 励
“

城市

记忆
”

影视 品 牌创作 。 同 时 注 意在

讲述历 史 掌 故 、 人物 列 传 时 ， 不 能

为迎合观众 、 制 造商业卖 点 而 随意

篡改史实 ， 而应该将历史 文献 的 真

实性与创作方法 的戏剧性 、 写 意性

相结合 ， 打造一批经得起历史检验 ，

并为群众喜 闻 乐 见 的 文化精 品 。 例

如江苏 中 天龙 文 化传媒有 限 公 司 拍

摄 的 《 国 家 机 密 》 系 列 （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８
） 、 《 玉卿嫂 》 （

２００６
） 、 《北平往

事 》 （
２００７

） 等剧作 ， 在 央视相关频

道播 出 后 反 响热烈 ， 打造 出
“

现代

谍战剧
”

的 文化 品 牌 ； 福 纳 文化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改编苏童 、 叶兆言 、

黄蓓佳等江苏作家 的 文人小说 ， 推

出 《离婚指南 》 （
１ ９９５

） 、 《新乱世佳

人》 （
１９９７

） 、 《派克式左轮》 （
２００６

） 、

《风月 ？ 恶之花 》 （
２００７

） 、 《红粉 》

（
２００７

） 等一系列
“

中 国新文人 电视

剧
”

［
９

］

， 在全国影视界掀起 了一波又

一波 收视 高 潮 ， 提 升
“

城市 记忆
”

影视品牌知 名 度 。 中 国 独立影像年

度展 （ 简称 Ｃ ＩＦＦ
） 是 以 高等艺术 院

校为发展基地 ， 由 国 内 各高校影视

学术研究群体和工作室策划 、 筹备 、

组织 ， 并举办 民 间 独立影像 展 映 活

动 。 组委会设在 南 京 ， 多年来通过

Ｃ ＩＦＦ 平 台发掘诸 多青 年 导演 ， 帮助

其实现创作 梦想 ， 让 独 立 制 作 的原

创声音从南京发 出 ， 走 向世界 。

（
二

） 拟 态 景 观 式 记 忆 ： 影 视 型

景 区 建设

景观 ， 与 记忆 和 地方认 同 紧 密

相关 ，
经常被人们称为具有

“

记忆

仓储
”

的作用 。 法 国 地理学家菲利

普 ？ 潘什梅尔认为 ：

“

城市既是一个

景观 ，

一

片静寂空 间 ，

一 种人 口 密

度 ；
也是一个生活 中心和 劳动 中心 ，

更具 体 点 说 ， 也 可 能是 一 种 气 氛 ，

一种特征或 者一个灵 魂 。

”
 ［

Ｋ ＞

１

作 为一

种拟态反映现实 的景观 ，

“

影视型景

区
”

即
“

电 影 和 电 视 引 致 的 景 区
”

（
Ｍ ｏｖ ｉ ｅａｎｄＴＶ Ｉｎｄｕ ｃ ｅｄＳｃ ｅｎ ｉｃＲｅ

－

ｇ
ｉ 〇ｎ

）

［
＂

］

， 被认作是一种独特的实体

记忆 。 迄今 为止 ， 全 国 有 多 家城市

建造了影视 型景 区
， 这些景 区 无一

例外与城市记忆产生情感勾 连 。 例

如上海车墩影视基地 、 浙江横店影

视基地 、 无锡 中 视影视基地 、 河北

琢州影视基地 、 银 川 华夏西 部影视

城和广东 中 山 影视基地等不仅是影

视拍 摄 基 地 ， 所在地也成 为 黏 着 、

聚拢游客 目 光 、 符合地域文化表征

社
会
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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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焦点 。 通过例如无锡 中 视 的 三 国

水浒城 ，
上海车墩 的

“

南京路
”

民

国风 ， 浙江横店 的秦 皇宫 、 清 明 上

河图这种 物质性 、 象征性记忆 的影

视文化景观 ， 不仅拉动 了 区域经济

发展 ， 更丰富 了 城市 的旅游形象和

文化磁场 。

早 在 民 国 时 期 ， 国 民 政 府 曾

“

构想在南京建立一所被誉为
‘

东亚

之冠
’

的 中 央 电影摄影场 ， 即把玄

武湖至紫金 山
一带打造成远东地 区

首屈
一指 的 电影摄制基地

”
［

１ ２
］

。 但

随着政治 的腾挪跌宕与文化 向 心 力

转移 ， 这一构想被搁浅 ， 中 国 电影

也逐渐形成 了 以上海 和港 台 为 中 心

的
“

双城
”

格局 。 以至于提到 民 国

时期的城市影像 ， 多数人 的 第一反

应就是被誉为
“

东方巴黎
”

， 风格声

色犬马 、 光影 流 曳 的 上海 ，
而作 为

国 民政府首都 的南京 ， 似乎远离尘

嚣 ， 影视语言呈 现 出 偏硬冷 的政治

气韵 。 从历史地位来看 ， 南京见证

了辛亥革命 的兴起 、 国 民 政府 的兴

衰荣辱和解放 战争 的钟 山 风雨 ， 在

南京整合
“

民 国影视
”

资源 ， 建立

主营民 国 建筑 的摄影基地 ， 可 以 就

地取材 ， 筑巢 引 凤 ， 打造影视 中 的

“

民 国建筑群
”

， 更贴切展示
“

民 国

题材
”

影视剧的风格 。

南京市政府投资 ５０ 亿元重点打

造 了深水石湫影视基地 （ 又称
“

江

苏未来影视文化创意产业 园
”

） ， 即

国 内首家 以
“

民 国 景观
”

为特色 的

国家级影视拍摄制 作基地 。 不妨借

鉴美国环球影城 、 迪士 尼乐 园 和横

店影视基地 的运筹设计 ， 将其打造

成一个融影视拍摄基地 、 影视文化

传播 、 观光旅游专线 、 餐饮娱 乐互

动 、 影视衍生物开发为 一体 ， 环境

交互式 的大型综合影视文化休 闲旅

游景区 。 同时以建筑为形 ，
以文化为

魂 ， 着力 设计富含城市文韵 的舞 台

剧 ，
以杭州宋城的 《宋城千古情 》 和

西安大唐芙蓉园 的 《梦 回大唐》 等大

型歌舞剧的成功经验为他山之石 ， 精

心编排策划 ， 不断促进影视型景区规

模化 、 主题化 、 地标化 ， 使之成 为

城市形象一张独具魅力 的影视名 片 。

（
三

） 触媒 聚 焦 式 记 忆 ： 影 视 节

事传播
“

在信息传播 多元化 、 全球化 、

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 的现实语境下 ，

城市形象对外传播需要借力 于节事

活动的助推 。

”
［

１ ３
］

属于应用传播学范

畴的
“

节事传播
”

是一种触媒 聚焦

式记忆 ， 其作 为一种 重要 的城市政

治 、 经济 、 文化活 动形 式 ，
已 经成

为 国家和地区形象传播 、 招商引 资 ，

提升 区域竞争 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之

一

。 青奥会期 间 ，

“

注意力经济理论

规律下导 引 出 至少 为期 十余 日 的南

京 中 心论时代
”

［

１ ４
］

， 利用其产 生 的

聚媒效应 ， 创立和探索 富有特色 的

影视节事活动 的新 闻 中心传播体制 ，



通过 电视屏幕 、 节 庆会展 、 网 络流

媒体 、 电影院广告和户外电子屏幕播

放城市形象宣传片和城市热点新闻 ，

汇集城市舆论 ， 短 时 间 内 引 导公众

视线 ， 进一步提升城市 的知名 度 。

以影视节 事 传播 为 例 ， 欧 洲 三

大电影节分别让法 国 戛 纳 、 德 国 柏

林和意大利威尼斯三座城市声名 大

振 ， 同样美 国 奥斯 卡颁奖典礼 、 曰

本东京 电 影节 、 韩 国 釜 山 电 影节 以

及我 国 上海 国 际 电 影 节 ， 成 为所 在

城市定期吸引 世界 目 光的重要手段 。

通过 申 请承办我 国 电影界最 为盛大

的活动
——

“

金鸡百花电影节
”

（ 其

中 ，

２６ 届 电影节 已先后 由 ２６ 个城市

轮流承办 ） ， 借
“

节
”

为
“

媒
”

， 以

知名 导演 、 演 员 广泛 的媒体关注度

借势宣传 ， 可 以 扩大举办城市 的形

象知名度 ， 提升文化竞争力 。

质言之 ， 通 过探索设计富含 自

身特色的 节事传播机制 ， 统筹策 划

媒介议题 ， 参加仪式及庆典 的互动 ，

唤起关注 ， 共享记忆 ， 定 期举办 富

集眼球效应 的 影视节 事活动 ， 并将

之固定 下 来 ， 延续 下 去 ， 让影 视节

事活动 突破短期 的 热 点关注 与 空 间

局限 ， 形成长期辐射的光环效应 ， 让
“

影事
”

推动
“

城事
”

， 成为提升城

市记忆传播和文化辐射力的助推器 。

（ 四 ） 体验沉 浸 式 记 忆 ： 影 视 旅

游 开发

按照 刘 易 斯 ？ 芒 福 斯 的 观 点 ，

“

城市 是一 个剧 场 ， 具有 剧 情 、 道

具 、 布景 和 角 色 的 出 演 。 而我们 在

电影里 ， 能够看到 不 同 时期不 同 地

域 的 城 市 形 貌 ， 它 们 不仅是 背景 ，

也是 电 影 中 的 角 色
”

［
１ ４

］

。 自 电 影

《指环王 》 系列在全球播映后 ， 极大

地推动 了 新西 兰 的旅游发展 ， 旅游

收人 目 前 已 成为新西 兰最 主要 的外

汇收人 ， 有人甚至说
“
一部 电 影改

变 了
一个 国家

”

。 同样 ， 《罗 马假 日 》

让罗 马 成 为 浪 漫 爱情 的朝 圣之地 ；

《庐 山恋 》 成就了庐 山持续数十年的

旅游热点 ； 《似水年华 》 《 天下粮

仓 》 让乌镇声名远播 ； 《阿凡达 》 引

发了对张家界
“

哈里路亚 山
”

的热

议 ； 《非诚勿扰 》 系列让杭州西溪湿

地公园与三亚亚龙湾风靡全 国 ； 《千

里走单骑 》 带动 了 云南丽江哈尼族

的
“

长街宴
”

观摩 ； 《海角七号 》 让

默默无 闻 的 台 湾恒春小镇成 为 赴 台

旅游的新热点 ； 《唐 山 大地震 》 为新

唐山 的旅游业 和城市 影 响 力 注入强

劲动力 ； 《冬季恋歌 》 让韩 国 的南怡

岛 由无名 小 岛转型为
“

国 际性观光

休养圣地
”

。 因 此 ， 利 用 各种资本 ，

加大属 地影视 剧 生产 和 基地建设 ，

创造更多体验沉浸式记忆 ， 推动相

关影视文化衍生产 品 开发 。 初期 可

以在餐饮 、 服装 、 娱乐 、 印刷 出版 、

玩具文具制造等投人少 、 收效快 的

产业方 向 延伸 ； 在 资金链完整延续

情况 下 ， 后 期 可 以 向 旅 游 、 物 流 、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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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开发 、 主题公 园 、 房地产开发

等产业方 向 延 伸 ， 形成上游研究开

发 、 中游生产 制造 、 下游市场营销

的模式 ， 充分发挥产业集 聚 的溢 出

效应 ， 拓展规模经济和 范 围经济效

益 ， 为城市记忆影视传播创造更好

的交流环境和投资环境 。

根据心理学上 的晕轮效应 ，

“

影

视拍摄地用 于拍 摄 电 视剧 的 场 景 、

道具等 ， 可 以 帮 助潜在旅游者对于

影片 中所提及 的旅游 目 的地通过移

情作用和共感作用 ， 产生对旅游 目

的地 的 某种感觉认知 和 情 感认知 ，

从而产生旅游 动 机 ， 并促成旅游行

为
”

［ ￣
。 当 影 视场景 中 的 形象 、 景

区主动呈现 的信息 以 及受众旅游 自

发的体验二者叠 加 一起时 ， 影视 中

的景观 即 被 塑 造 为新 的 景 区 符 号 。

因此 ， 对城市 而 言 ， 影视剧创作对

现有旅游景点 宣传 以 及开发新 的旅

游景点 ， 具有 较强 的情感体验 功 能

和深远的影响意义 。

在大众旅 游 时代 ， 受众更青 睐

于放松身心 的 休 闲旅游 ， 但南京 的

主体旅游项 目 （ 如 中 山 陵 、 明孝陵 、

南唐二 陵 ） 过 于沉重 ， 缺 乏 全新 、

有独特吸引 力 的 旅游产 品 。 作 为 中

国首批历史 文化名 城 ， 南京 的 山 水

风光 、 都市 风情 、 历史 寻踪 、 科教

览胜 、 宗教 文 化和革命文 化等旅游

文化资源 ， 都可 以转化为影视资源 。

同时 ， 通过影视资源
“

二次传播
”

，

进行深度旅游营销 ，
可 以 进一步丰

盈城市 的旅游文化 资 源 。 例如基于

受众喜好 ， 将剧情亮点 巧妙转化为

景区消 费点 ； 在优势旅游 网 站推介

与影视作 品相关 的 城市 自 驾游 、 自

由行路线 … … 打破旅游产 品单一化

僵局 ， 避开 同质化开发窘境 ， 使得

阶段性影视故事进一步 固化为持久

的 文 化景 观 ， 彰 显城 市 地 域 特 色 ，

提升 旅游 的 文 化价值和商业 价值 ，

满足受众求 知 、 求 新 、 求 异 的旅游

心理需求 。

但影视旅游 营 销 也是一种风险

投资 ， 因为影视作 品 对受众 的 吸 引

力不可能无 限延长 ，
而且影视作 品

预先培养 了 受众对城市 的 审美方式

和对体验 的 心理期 待 ，
可能会 与脱

离
“

造 梦
”

的 现场 实 景有 所 出 人 ，

所 以在
“

后影视传播时代
”

， 要密切

关注市场动 向 ， 通 过后期建设 ， 缩

小影视
“

编码
”

与受众
“

解码
”

之

间差距 ， 创造新 的 体验点 ， 将受众

文化体验 由 单一视觉 、 听觉转 向 到

触觉 、 嗅觉 、 味 觉延伸 ，
以 形 成影

视旅 游 产 业链 ， 催 生 餐 饮 、 住 宿 、

娱乐等下游产业发展 ， 进而在城市

交通 、 城市规划 上起 到相辅相成促

进作用 ， 以 吸 引 更 多外部投 资 和 内

部建设 ， 提振整 个城市影视旅 游 的

产业结构 ， 实现对受众 的 长久 吸 引



与持续消费 。

（ 五 ） 数 字 跨界 式 记 忆 ： 动 漫 与

新媒体

在数字化 日 益繁盛的今天 ，

“

运

用动漫文化传播城市形象具有优化

形 象 、 聚 焦 媒 体 、 累 积 形 象 等 优

势
”

［

｜ ６
］

。 近年来南京动漫产业发展势

头强劲 ， 不断推出 市场认可 的原创作

品 ：

“

南南猫
”“

京京 鼠
” “

马可波

罗
”“

太阳使者
”“

海宝
” “

阿发 贝乐

园
” “

郑和
”

等一批本土动漫作 品充

分展现 出 南京 的青春气息 与 创 意 能

力 。 在全 民娱乐 时代 ， 本土动漫 制

作 、 影视策展 、 媒体营 销等新兴创

意产业应主动与城市形象定位契合 ，

利用多角 度 、 宽渠道 的数字跨界宣

传 ， 凝练反 复 的城市记忆 ， 继 而集

合为城市 印 象 的矩 阵 ， 成为能 够大

量吸 引 媒介关注 的 资 源能力 和 影视

产业传播的新增长点 。

“

建立动漫产

业发展基金 ， 尝试全面整合南 京 市

现有 的 文化产业经营 资产 ，

… … 充

分发挥南京现有各 大投融 资平 台 的

作用 ， 将文 化产业作 为 准经 营性行

业经 营
”

［
｜ ７

］

，
以 扩大南 京动 漫 在传

播城市形象方 面 的影 响 力 ， 引 领并

提振 中 国动漫事业 。

随着互联 网 、 通信 网 和有线 电

视网三 网融合 的逐步推进 ， 进一步

打破了传者与受者之间 的互动隔 阂 ，

新媒体技术 的强势沁人给城市形象

传播带来 了 新 的机遇 与挑 战 。 在城

市记忆
“

数字化
”

趋势下 ， 强化城

市影视媒体 的调控 力 ， 最 大化发挥

新媒体 的传播优势 。 例 如 在
“

微 时

代
”

建立
“

城市微电影
”

官方博客 ，

打造影视微博群 、 微信群 ， 开展 达

人游玩写游记 ， 拍摄 备影 展 ， 观影

写影评等 活 动 ， 充分发挥新媒体制

造大量正 面 口 碑 ， 吸 引 受众广 泛关

注与兴趣点 的传播优势 。 同 时进一

步加强影视数字化转 型 和全媒体整

合 ， 拓展本土视频点播 、 网 络购物 、

在线游戏 、 网 络教育 和综合服务等

影视传播新兴业务 ， 鼓励并扶持移

动 电视 、 数字 出 版 、 手机报 以及其

他以新型移动 网络终端为载体 的传

播平台建设 ， 努力 将城市构建成一

个技术先进 、 传输快捷 、 覆盖广 泛

的现代传播体 系 ， 使影 视传播在城

市形象构建 与 推广 中 发挥更加 及时

有效的作用 。

一言 以 蔽 之 ， 城市 记忆 塑 造 了

地方文化特性 ，
汇 聚 了 地方文化认

同 ，
以影视作 品 为 载体对城市进行

包装 、 传播 、 营 销 ， 业 已 成 为 城市

共识 。 如今 ， 探寻提升影视产业 与

城市记忆传播 的路径 ， 凸 显城市 文

化品牌 ， 传播 内 涵 丰 富 的城市文化

形象 ， 重建城市 文化 自 信 ， 增 强 知

名度和美誉度 ，
已 经成 为城市 文 化

形象建构 的重要任务 。 以此为 目 标 ，

创作生产一批体现历史 文化底蕴 和

当代城市精神 、 具有全 国 影 响 力 的

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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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 品 ， 便能让影视作 品 成为 城

市最好的名 片形象和宣传载体 。

（本文为
“

２０ １７ 年度 南 京 市 百 名

优 秀文化人才培养资助
”

项 目 《 影视

产业视域下
“

文化南京
”

城市形 象构

建 、 营销与传播》 阶段性成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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