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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探析 
◆郭  菲 

（郑州大学  河南郑州  450001） 

 
摘要：特色文化产业特色鲜明，经济增值空间大，安置就业前景好，地

方区域特征显著。河南拥有的特色文化产业比较突出的主要有根亲文化

产业、武术文化产业、红色旅游产业、节会展产业、演艺娱乐产业等。

发展河南特色文化产业，对拉动河南内需，增加社会就业，推动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增强在国际

上的吸引力，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整体综合

国力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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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特色文化产业是基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特色文
化资源而衍生的，具有地方特点、民族特点、传承特点、表现特
点等的文化产业。如要看殷墟就要到河南安阳，看兵马俑要到陕
西西安，看长城要到北京等等。这种特色文化产业特色鲜明，经
济增值空间大，安置就业前景好，地方区域特征显著。发展特色
文化的意义，在于对内可以提供人民需要的不同文化产品，拉动
内需，增加社会就业，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对外可以传播带有民族特色的文
化，增强在国际上的吸引力和话语权，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增
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整体综合国力。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可以说一部中原史，半部中国史，一部中原文化发展史，
半部中国思想变迁史。中原先民在历史上，勤劳勇敢，创造了璀
璨夺目的物质文明和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形成了丰富多彩、样
态多样的中原文化。河南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主要包
括始祖文化、汉字文化、宗教文化、姓氏文化、武术文化、名人
文化等。这种丰厚的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也由此形成了一系列
特色文化产业，如文化旅游，遗址典故、字画年画、工艺美术等，
再如汴绣、钧瓷、汝瓷、木板年画等，都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如果把河南拥有的特色文化产业加以分类，比较突出的主要有根
亲文化产业、武术文化产业、红色旅游产业、节会展产业、演艺
娱乐产业等。 

根亲文化产业。俗话说：水有源，树有根，人有祖。河南是
儒家文化影响的重要地区，崇贤祭祖是儒家文化的传统。根亲文
化作为人类特有的寻根问祖文化，也是河南 具特色的文化资
源，衍生出了寻根经济和根亲文化产业，促进了当地文化建设和
经济发展。河南的根亲文化产业，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各地根亲文化产业园区的纷纷筹建，例如温县创建了温氏文
化产业园，商丘创建了戴氏工业园区等，吸引海内外相关姓氏的
投资人和企业家到河南投资兴业，开厂办公司，取得了较好的成
效。二是不少海外华人通过寻根祭祖活动，增加了对祖地的了解
和情感，增强了对祖地的亲和力和精神归宿感，他们积极捐资，
投资祖地，推动了祖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如旅菲华侨、著
名爱国爱乡慈善家黄如论先生捐资 3 亿元在河南省建设中原文
化艺术学院，台商王任生在河南成功创建丹尼斯百货，王光亚先
生在河南创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和河南财经学院成功学院。三是
各地利用本地根亲文化资源，举办节会，修葺景点，修缮遗址，
促进了当地的文化旅游，丰富了地方文化的繁荣发展，例如荥阳
市筹建郑氏三公像和郑氏名人苑，在全球郑氏族人中形成了“天
下郑氏出荥阳”的共识。 

武术文化产业。武术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中华武
术可以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河南是中
华武术的重要发源地，形成了以少林、太极为突出代表的中原武
术文化体系。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河南比较流行、体系完整的
各种拳法有近 40 种之多。其中，尤以登封少林功夫、陈家沟陈
氏太极拳 为名闻遐迩，名震天下，同时它们也是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形意六合拳、八极拳、苌家拳是第二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登封县、温县、汝州县、淮阳县、夏邑县武

术传统久远，先后被评为中国武术之乡。围绕武术文化，衍生出
了武术竞技、武术旅游、武术演义、武术影视、武术学校等产业，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武术产业链。目前，河南武术馆、武术学校有
300 多所，登封的少林寺塔沟武术学校，由于多次参与国际搏击
比赛和登上春晚节目 为知名，许多国家的学员慕名而来，学习
了中华武术，感知并传播了中国武术文化，提升了河南乃至国家
的知名度。 

红色旅游产业。红色旅游主要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
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
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
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河南的红色旅
游文化资源发达，形成了特定的红色旅游产业。例如郑州二七纪
念塔旅游，信阳大别山根据地旅游，安阳林州红旗渠旅游，驻马
店竹沟革命纪念馆旅游，濮阳市清丰县双庙乡单拐村革命旧址旅
游，商丘永城县淮海战役陈官庄战斗遗址旅游，等等。 

节庆会展产业。河南近年节庆会展产业发展快，各地的节会
形式多种多样：有以根亲文化为名的，如新郑的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淮阳的中华姓氏文化节、固始的中原根亲文化节等；有以民
俗文化为名的，如开封的清明文化节、鹤壁的华北民俗文化节等；
有以民间艺术为名的，如嵩山国际少林武术节、焦作的国际太极
拳年会、宝丰的魔术文化节等；有以区域文化为名的，如洛阳的
河洛文化节、安阳的殷商文化节、泌阳的盘古文化节、开封宋都
文化节等；有以地方特产为名的，如信阳的茶叶节、内黄的红枣
节等；有以地方特色资源为名的，如洛阳牡丹花会、开封的菊花
花会等；有以庙会为名的，如淮阳太昊陵庙会、浚县正月庙会等。
各种节会既是文化平台，也是经济联系平台，在促进河南的文化
旅游，繁荣文化发展，促进地方经济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演艺娱乐产业。河南省文化资源丰富，历史悠久，民间戏剧
多彩，演艺娱乐业较为发达。首先，杂技演艺影响大。河南杂技
主要分布在濮阳、周口、郑州、开封等地，杂技演出却遍布全国，
甚至世界五大洲都有他们的足迹，且在世界各类杂技比赛中屡获
大奖。人才齐全、人数庞大的“杂技豫军”在国内外杂技界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其次，河南也是“戏曲之乡”，戏剧种
类繁多，主要有豫剧、曲剧、越调、怀邦、豫南花鼓、道情、坠
子等等。早年的《朝阳沟》《风雪配》《李天宝吊孝》《诸葛亮吊
孝》《大祭桩》《陈三两》《火焚绣楼》《卷席筒》等名博中原乃至
名闻天下，近年来创作的豫剧《村官李天成》，歌舞剧《风中少
林》，大型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大宋东京梦华》等，
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经济社会效益俱佳。

后，河南卫视的《梨园春》《武林风》节目，成为享誉全国的
金牌电视栏目。这些为发掘河南文化资源，传播中原文化，塑造
河南形象，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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