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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意为先导　以项目为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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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广西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同时也是民

歌文化资源富集区。在传统社会中，这里的人们以

歌代言，借歌 传 情，留 下 了 丰 富 多 彩 的 民 歌 文 化 资

源，并获得“歌海”之美誉。如今，广西要大力发展文

化产业，就应当注重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开发民歌文

化资源，使之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宏观来看，虽

然民歌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是一个涉及项目设计、

歌曲创作、艺术表演、媒体宣传、产业融资等诸多因

素的系统工程，但其成功的前提和关键则是“创意”，

也即以创意为先导，以项目为载体。因为，“文化产

业是一种心 智 创 造”［１］。只 有 经 过 点 石 成 金 的“创

意”，才能将 民 歌 文 化 资 源 优 势 转 化 为 产 业 发 展 优

势，实现传统民歌社会作用的现代拓展，也就是从以

歌传情、以歌会友的文化功能转变成借歌出名、借歌

生财的经济 功 能，做 到 文 化 经 济 化 和 经 济 文 化 化。

概括来说，民歌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项目创意，主

要是在项目策划时，不是凭空“白手起家”，而是以传

统的民歌经典文化内涵为“原点”，巧妙加以“延伸”，

由“老品 牌”推 出“新 品 牌”，做 到 古 为 今 用，推 陈 出

新，实现文化再生产。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不仅稳妥

可行，而且事半功倍。

一、直接延伸型

“直接延伸型”是将某一传统的民歌文化品牌作

为“基因”或“原型”来顺延发展，并通过创意而形成

崭新的文化产业项目，其命名大都以原文化品牌为

基础。《印象·刘三姐》即是典型。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广西最有特色、最 富 盛 名

的民歌文化品牌是“歌圩文化”，而“歌仙”刘三姐便

是其中的“形象代言人”，正所谓“如今广西成歌海，

都是三姐亲 口 传”，此 其 一。其 二，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

前期，广西彩调剧《刘三姐》在诞生之初的两年内，就

在全国巡演５００多场，并有“五进中南海，四进怀仁

堂”的辉煌历史。经过多年打造，它逐渐成了“不断

有人翻演，不断有人观看”的经典剧目。其三，在彩

调剧《刘三姐》好评如潮的基础上，长春电影制片厂

将刘三姐故事改编拍成同名电影搬上银幕，更使这

一文化品牌红遍大江南北，传到五湖四海。此后，还

出现了歌剧《刘三姐》、电视剧《刘三姐》、交响乐《刘三

姐》等刘三姐文化再生产的系列作品。面对这些“基

因”相同、“几代同堂”的作品，《印象·刘三姐》以传统

为基础，以创意为先导，以整 合 为 手 段，以 项 目 为 载

体，实现了中国乃至世界演出史上的一场“革命”。

首先是“山 水 实 景 演 出”的 独 特 创 意。早 在

０２



１９９８年，广西著 名 文 化 人 梅 帅 元 就 产 生 了“一 个 疯

狂的想象”———将桂林山水与刘三姐文化结合起来

做成一个“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并将这一创意写成

项目建议书呈报广西文化厅。因为它太超乎常规，

一开始人们不以为然。经过不计其数的奔波游说，

以及６７位中外艺术家的共同参与和１０９次的方案

修改，这一创意终于变成《印象·刘三姐》。

其次是“三个致敬”的人文理念。对于如何以恰

当主题实现“山水实景演出”的创意这一难题，张艺

谋提出了“向传统致敬”、“向自然致敬”、“向生命致

敬”的艺术主张，即回归刘三姐故事的劳动之美而不

再是阶级斗争，回归“天人合一”的山水文化而不仅

仅是利用自然舞台，回归创造一切的生命活力而不

只是男女对歌。用张艺谋的话来说，就是“它不同于

任何一个演出，并非一般概念中的晚会和露天演出，

没有耀眼的明星和豪华的场景，全靠宁静与诗意的

桂林山水和人文神韵打动人和给人以感悟”。［２］

第三是“三个合一”的整合模式。《印象·刘三

姐》创意得以实现，还有赖于“山水＋人文＋现代名

人”的资源整合模式。也就是将桂林山水、刘三姐文

化、张艺谋导演这三大品牌资源有效整合。须知，刘

三姐文化是广西最具特色和最为著名的民歌文化资

源，它的经典魅力足以调动起人们的观赏热情；桂林

山水是广西在世界上最具知名度和美誉度的自然景

观资源，将它作为实景演出的场所无疑具有巨大的

吸引力；张艺谋是当今中国最有国际声望、最具融资

吸引力和票房号召力的顶级导演，“名人效应”将为

项目的融资到位和演出的上座率增加砝码。

由于以上因素的合力作用，从２００４年３月正式

公演以来，《印象·刘三姐》获得了经济、文化、生态

等多重效益，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产业的著名品

牌。仅就其经济效益而言，就有几个方面：一是门票

递增效益。到２００８年底，演出总场次已近２　０００场，

观众约３００万人次，票房收入约６亿元，一直保持着

“全国演出业中观众最多、影响力最大、年营业额最

高”的领先地位。二是旅游带动效益。《印象·刘三

姐》的长演不衰，极大促进了演出所在地阳朔县的旅

游经济。２０１０年，全县旅游接待总人数已 突 破８００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３０亿元以上，成为广西唯

一的“中国旅游强县”。三是“以文兴农”效益。它提

供了４　５００个就 业 岗 位，占 当 地 劳 动 力 人 口 的５％；

直接参与项目演出的４００名当地农民，每人每年的

演出收入近万元。四是产业拉动效益。《印象·刘

三姐》的火爆演出，使当地的土地增值５倍多，给当

地带来了１∶５以上的经济拉动效益。因此，它被人

们称为“一个念头致富一个地方”的典范。

二、间接延伸型

这种创意也是以某一民歌文化品牌作为“基因”

或“原型”加以延伸，但它只取其“意”，不用其“名”，

而且“改动”很大，因此，虽然彼此之间还存在着某种

“血缘关系”，却已经创造出另外一个产品。南宁国

际民歌艺术节就是如此。

我们知道，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

歌唱节日，而壮族则主要是“三月三”歌节。民国《思

乐县志》就有这样的描述：“歌圩之期，男女青年结对

联群，趋之若鹜，或聚会于山岗旷野，或群集于村边，

彼此歌唱山歌为乐。”但到了“文革”时期，由于极左

思想干扰，歌圩基本绝迹，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才得以恢复。正是在这种古已有之的民歌

节庆文化基础 上，１９８４年４月３日，广 西 举 办 首 届

“三月三”音乐舞蹈节，全区五市八地区均派出代表

队表演，之后每年都办；１９９３年，广西“三月三”音乐

舞蹈节更名 为“广 西 国 际 民 歌 节”；１９９５年 开 始，经

国家文化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广西

国际民歌节”改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由此可

见，“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文化之“根”实质上是

壮族的“三月三”歌节，但与传统歌节相比，它已经进

行了办节理念、办节机制、办节内容和办节形式的几

大创新，因而有效实现了现代转型，从单纯的文艺活

动变成了将文化与经济融为一体的节庆经济品牌。

限于篇幅，在此我们只着重论述后面两个创新。

先说办 节 内 容 创 新。从 民 歌 节 前 后 的 名 称 变

更，我们可以看出其外延的不断扩大，与此相应，便

是表演内容的古今中外大荟萃。首先是广西民歌绽

放光彩。传统民歌特别是电影《刘三姐》中的经典民

歌得以隆重推出，而《山歌年年唱春光》等新编民歌也

大显身手。其次是中华民歌集体亮相。各地各族民

歌多姿多彩，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歌永恒持久的艺术魅

力，一直成为民歌节上的最大亮点。再次是外国民歌

激情交融。民歌节的举办，无异于搭建了一个“土”

“洋”结合的现代大“歌台”，创造了一个中西合璧的现

代大“歌圩”。从首届民歌节起，每届都有来自十几个

国家和地区的众多歌手一展歌喉。正是由于办节内

容的大胆创新，民歌节实现了从民族性、地方性到国

际化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民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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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同时也使南宁成为“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

再说办节形式创新。我们看到，组委会 精 心 设

计民歌节系列化的表演活动，有效摆脱了“文艺晚会

＋广场活动”的传统模式，并且初步形成了四个艺术

品牌。一是核心品牌———民歌节开幕式晚会《大 地

飞歌》。高起点、大手笔的办节定位，使这台晚会凝

聚了一流的创作团队，汇集了一流的演出阵容，因而

取得了一流的社会效果，在国内众多大型广场文艺

晚会中脱颖而出，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演出盛

况。二是延伸品牌———《风情东南亚》晚会。随着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中国—东盟博览会的

召开，组委会适时在民歌节期间举办《风情东南亚》

晚会，唱响了“风情东南亚，风靡全世界”的主题，使

民歌节的国际化进程又迈出了坚实一步。三是关联

品牌———《中华民歌大赛》。在原有中华民间歌手邀

请赛、广西山歌擂台赛的基础上，民歌节组委会又设

立了中华民歌大赛，其中包括民歌广播大擂台、民歌

演唱比赛、民歌盛典暨颁奖晚会和汇报演出四个部

分。如今，这一大赛已经成为全国性、权威性的民歌

艺术大赛。四是拓展品牌———“绿城歌台”活动。组

委会深刻认识到，只有“取之于民，还之于民”，把民

歌节办成老百姓自己的节日，才会具有长久的艺术

生命力。因此，在每届民歌节期间，都举办“绿城歌

台”活动，在南宁市的社区、学校、企业、广场、旅游景

点设置２０多个歌台，让前来参加民歌节的中外艺术

家与数十万群众同台表演，共同联欢，形成了“民歌

乐韵绕绿城，绿城处处成歌海”的动人盛况。

由于成功创意，如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不仅

成为国内独一无二的以民歌文化作为主题的国际性

节庆，而且还荣获国际节庆协会评选的“ＩＦＥＡ全球

节庆行业奖”，成为中国唯一获奖的节庆项目。至于

经济社会效益方面，则为南宁和广西带来五个冲击

波———新民歌冲击波、投资冲击波、城 建 冲 击 波、旅

游冲击波和文明冲击波，因而，“民歌是金，民歌节是

金，大地飞歌是金”，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三、对应延伸型

与直接延伸型、间接延伸型不同，对应延伸型的

特点是根据对立统一的哲学原理，运用正反匹配的

思维方式，在 已 有 的 某 一 文 化 品 牌 的 基 础 上，通 过

“既有彼，应有此”的对应关系的思考，创造出另外一

个文化产业项目。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近年推出

的歌、舞、乐三个演艺项目就是对应延伸型创意的结

果。２００３年，杨丽萍隆重推出由自己策划制作的大

型少数民族歌舞集锦《云南映象》，并率先提出“原生

态舞蹈”新概念。在节目大获成功之后，她感到有所

缺憾，因为，能歌、善舞、好乐才是少数民族艺术的基

本风貌。于是，又相继推出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集

锦《云岭天籁》和原生态打击乐舞《云南的响声》，形

成了艺术独特、商业成功、广受赞誉的“云南系列”。

同样，被专家称为广西继《印象·刘三姐》之后又一

具有典型意义的大型文化产业项目———《天坑之都

欢乐海洋———骆越歌王品牌打造工程》的提出也是

基于对应延伸型的创意而产生的。

经众多专家考证，骆越古国的范围北起广西红

水河流域，西 起 云 贵 高 原 东 南 部，东 到 广 东 省 西 南

部，南至海南岛和越南的红河流域，其中心地带位于

今日南宁市一带，都城则在环大明山南麓区域。也

就是说，广西是古代骆越民族的主要聚居地。而壮

乡广西虽有“歌海”之美誉，“歌仙”刘三姐也已家喻

户晓，但“歌海”岂能只有“歌仙”而没有“歌王”？桂

西北已有《印象·刘三姐》，桂西南应该有什么？这

些问题，一直萦绕在马定强的脑海之中。作为壮剧

《歌王》中骆越歌王的扮演者，他实在不甘心该剧荣

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之后就“刀枪入库，马放南

山”，决心要有所作为。正好这些年百色市乐业县的

天坑品牌打得热火朝天，而“乐业”又与“骆越”谐音，

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奇妙想法———把闻名于 世 的 乐

业大石围天坑与骆越歌王文化结合起来，打造广西

“歌海”核心地，建设歌王基地，创造歌王品牌，既弘

扬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同时又与刘三

姐文化品牌遥相呼应，进而形成一南一北呈“哑铃”状

态均衡分布的壮民歌文化两大品牌。随后，马定强注

册成立了“广西歌王文化有限公司”，并进行实地考察

和项目策划。经过多次深入调研，马定强决定将歌王

基地建设在大石围天坑群周围，以饮誉中外的世界级

旅游资源大石围天坑为依托，打造“歌海———骆越歌

王”文化旅游产品品牌。经过９个多月的精心策划，

２００６年４月，一 套 完 整、详 实 的《天 坑 之 都 欢 乐 海

洋———骆越歌王品牌打造工程总案》终于完成，自治

区旅游局及时组织了专家论证，广西文化厅也把它列

入了《广西文化产业发展重点项目》。

按照工程计划，该项目分为三大板块，共同打造

“歌王”品牌：第一板块是“歌王乐园”。它是一个以壮

族文化为主、体现广西各族民风民俗人文景观为主题

的体验式综合旅游项目，是集观赏、娱乐、饮食、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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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休闲、购物于一体的“旅游乐园”。第二板块是

大型实景演出“民族风 情 歌 舞 史 诗———骆 越 歌 王”。

该剧目以歌王的传奇故事为主线，以“山韵·水情·

乡梦·飞歌”为主题，生动演绎骆越民族的发展历程。

第三板块是开办“广西歌王艺术学校”。学校将通过

对艺术人才的培训，直接为该项目的演出培养专业演

员，同时也为各县旅游局输送相关人才。

综上所述，创意就是生产力。只要我们做到以传

统为基础，以创意为先导，以项目为载体，就一定能将

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发展优势，在民歌文化资源产业

化开发上实现跨越发展，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

大贡献。正如约翰·霍金斯所说：“新创意会衍生出

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和财富创造的新机会，所以新

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成长的原动力。”［３］换言之，思

路决定出路，观念就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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