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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视剧拍摄的摇篮

──横店影视基地拍摄设施构成分析

撰文   林方亮  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

The Cradle of Chinese Film and Teleplay Sho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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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位于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2003 年

底，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批准，横店成为中国首个国家级影视

产业实验区，集影视创作、拍摄、制作、发行、交易于一体的综合

型影视产业基地。其规划范围涵盖横店全镇及湖溪、马宅等 5 个

镇（街道），其中心区块为横店影视城，中心区块的总占地约为 4 

963 亩，总建筑面积 49.6 万 m2。横店影视城同时也是国家 5A 级

旅游景区。

横店影视城从 1996 年兴建 “广州街”开始，陆续投资 70 多

亿元，先后建成 28 个大型实景基地，其中 13 个为跨越几千年历

史时空、汇聚南北地域特色的影视外景拍摄地，并建有由多个摄影

棚及配套设施组成的横店影视基地。截至 2011 年底，横店影视城

累计接待剧组 952 个，拍摄了 500 多部影视剧作品，成为中国影

视剧拍摄的发源地和大本营。

1  横店影视城的发展概况

横店影视城作为国内影视基地规模化经营的开创者，其发展

经历了由起步、拓展到升级三个发展阶段。

1.1 起步阶段（1996~1999 年）

1996 年，著名导演谢晋筹拍历史巨片《鸦片战争》一时找不

到合适的外景地，横店集团创始人徐文荣便邀请谢晋来横店拍戏，

投资兴建了第一个影视拍摄基地“广州街”景区。之后，又相继建

造了秦王宫、香港街、清明上河图、江南水乡等景区。1999 年美

国影视业权威杂志《好莱坞报道》将已初具规模的横店影视城称之

为“中国好莱坞”。

1.2 拓展阶段（2000~2003 年）

为吸引更多的剧组前来横店拍摄，2000 年开始影视城所有场

景对影视拍摄免收场租费，并为其提供系列配套服务。于是，海内

外剧组纷至沓来，最多时一天 18 个剧组同时拍摄，人气的骤升带

动了横店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横店影视城逐步实现了产业化经营。

1.3 产业升级阶段（2004 年以后）

影视城凭借试验区的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优势，先后启

动多个大型影视拍摄基地的建设，斥资兴建一批摄影棚，并积极吸

纳影视投资，成立了中影时代华纳横店影视公司，先后拍摄了《投

名状》、《爱情呼叫转移》、《寻龙夺宝》等影片，从提供影视拍

摄服务向影视作品生产延伸。横店影视城还与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培

养影视人才，成立了横店影视职业学院。同时，吸引了华谊兄弟、

保利博纳、光线传媒、本山传媒、长城影视在内多达 435 家知名

影视企业入驻，影视服务中心、演员工会、电影审查中心、电视剧

审查工作站等相继完善。横店影视城提出 “拿着本子来，带着片

子走”，甚至“拿着资金来，带着效益回”的产业发展目标，拓宽

影视与旅游相结合的道路，践行“影视为表，旅游为里，文化为魂”

的经营理念，逐步构建起完整的影视拍摄制作、影视休闲旅游以及

影视人才培养产业链。

2  设施构成

目前，我国的影视基地从拍摄方式上大致可分为外景基地和

内景基地两大类型。内景基地大多存在于各电影厂或电视台内，这

些机构由于历史原因没有足够的占地空间，不可能建设大量的外景

场地，摄影棚也主要为满足自身的影视作品拍摄使用。

2008 年，在北京怀柔建成的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是中国影

视制作的“旗舰型”基地，是以影视前后期制作为核心，将影视拍

摄、声音录制、数字制作，动漫特效、设备租赁、光盘生产等众多

功能融为一体的现代化电影生产基地。

以往横店着重打造的是外景拍摄型影视基地，2008 年后，横

店影视城力求构建完整的影视制作产业链，投资建设横店影视基

地，其中包括新建 10 个建筑规模在 1 800~5 900m2、具有现代影

视拍摄工艺技术标准的摄影棚；2012 年初又决定逐步投入建设影

视后期制作系统，全面提升其综合配套服务能力。总体上看，横

店影视城在影视拍摄层面上的基础设施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外

景拍摄地和内景制作棚。

2.1 外景拍摄地

横店影视城区域内的外景拍摄基地属于时空复合型影视基地，

即在基地内建造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建筑或街区，以满足多种影

视剧拍摄制作的需要。主要外景拍摄基地从“广州街·香港街”到

“明清民居博览城”等，其景观形态涵盖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远

到秦汉唐宋，近至明清民国；上到皇宫官府，下至民居街肆。横店

影视城主要外景拍摄地的分布如图 1 所示。

2.1.1 广州街·香港街

广州街景区拍摄基地建于 1996 年 8 月建成，香港街景区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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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基地于 1998 年 9 月建成，这两个外景拍摄地以逼真的实景建

筑再现了 1840 年前后的羊城旧貌和香江风韵，总建筑面积 6 万多

m2。广州街占地 320 亩，各式建筑达 160 余处，古街道纵横交错，

珠江穿城而过；香港街占地 120 亩，以毕打街、遮打街、干诺道、

皇后大道、皇后像广场、总督府、圣约翰教堂、颠地洋行和维多利

亚兵营等 30 多座象征往昔殖民统治的欧式建筑为主。在这两个景

区里拍摄完成了《鸦片战争》、《天下粮仓》、《雍正王朝》、《小

李飞刀》、《新霍元甲》等 100 余部影视剧。

2.1.2 明清宫苑

明清宫苑景区是由横店集团投资 5 亿多元人民币，以北京故

宫为原型，按 1：1 比例兴建的一座特大型实景拍摄基地。占地    

1 500 亩，荟萃了京城宫殿、皇家园林、王府衙门、胡同民宅等四

大建筑系列，真实地再现了北京紫禁城的原貌和皇家气势，八大胡

同、武馆、天桥、四合院、老北京民居等场景成为拍摄近代戏的最

佳选择。

宫殿部分主体建筑有太和殿、乾清门广场、乾清宫、坤宁宫、

漱芳斋、承天门、午门、养心殿、军机处、西陆六宫等，在这里拍

摄完成了《天下无双》、《英雄》、《大明王朝》等多部影视剧。

2.1.3 秦王宫

秦王宫景区是 1997 年为拍摄《荆柯刺秦王》而建，景区占地

面积 600 多亩，建筑面积达 11 万多 m2。宫殿部分主要由主殿、偏殿、

华阳台等组成。雄伟壮观的各类宫殿有 27 座，长 2 289m，高

18m 的巍巍城墙与王宫大殿交相辉映。

主宫“四海归一殿”高达 44.8m，纵深达 600m，淋漓尽致地

表现出秦始皇并吞六国、一统天下的磅礴气势。一条长 120m、占

地面积达 20 亩、建筑面积 6 000m2 的“秦汉街”充分展示了秦汉

时期的街肆风貌。

黄尘古道，金戈铁马，燕赵建筑，秦汉文化，在秦王宫得以

真实再现。在此景区拍摄完成了《荆柯刺秦王》、《英雄》、《无

极》、《寻秦记》、《风云》、《汉武大帝》等近百部影视大片。

2.1.4 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景区依据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而建，

其占地 800 余亩，建筑面积近 10 万 m2。建有房屋 120 多幢，桥

梁 6 座，码头 9 个，船只 6 艘，牌坊 14 座。景区分为外城、里城

和宫城，城中有“汴河”蜿蜒，形成了城外有城、河内有河的独特

格局。

城内店铺林立，楼宇鳞次栉比，气派的樊楼，别致的水门，

精美的绣阁、府第，展示出奢华的宋代京都文化和繁华喧闹的市井

文化，其中的街巷、院落等也可根据剧情需要改建成适合年代戏拍

摄的场景，真正是“一朝步入画中，仿佛梦回千年”。在这里拍摄

完成了《飞天舞》、《小李飞刀》、《杨门女将》、《绝代双娇》、

《少年黄飞鸿》、《精武英雄》等 200 余部影视大片。

2.1.5 梦幻谷

梦幻谷景区既是影视剧拍摄的外景地，同时也是一座大型夜

图 1 横店影视城拍摄基地分布图

广州街·香港街外景 明清宫苑外景

秦王宫外景 清明上河图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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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影视体验主题公园，包括横店老街、江南水乡、梦文化村三大区

域，占地 338 亩。

横店老街有古朴的石板路，古旧的商铺，这是老横店的一个

缩影，更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江南小镇的真实再现。江南水乡

拍摄基地占地 220 亩，是集江浙水乡之精华而营造：小桥、流水、

人家、戏台、茶楼、码头、小井台、 老街、赌坊。精致的场景、

古朴的路桥，生动展示了清末民初时期江南水乡的民生百态和万

众风情。

2.1.6 屏岩洞府

屏岩洞府素有“江南第一洞天”之称，为道家修行之福地。

沿着陡壁建有玉帝、王母等道家祠观。奇岩、峭壁、幽洞、红叶是

景区的四大特色。典型的丹霞地貌构成了陡直的屏岩、怪异的洞穴、

茂密的森林，加之栈道、亭阁、天门、洞窟、缆车等景观，风光旖

旎而又自然天成。

屏岩洞府景区是省级自然风景名胜区，也是古战场和枪战片

的拍摄基地。影视剧《虎啸苍穹》等在这里拍摄完成。

2.1.7 大智禅寺

大智禅寺始建于南梁年间（公元 502~557 年），距今已有

1 500 多年的历史，1995 年 9 月修复竣工，占地面积 280 亩，

总建筑面积近 2 万 m2。修复后的大智禅寺古风重振，布局严谨，

巍峨壮观，拥有国内最高的室内释迦牟尼像。 

2.1.8 华夏文化园·瑶台胜景

华夏文化园位于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和华夏大道南侧，占地

500 多亩，是国内外独一无二展现华夏文化的主题公园。景区于

2003 年 2 月 18 日奠基，2011 年建成。园内主体建筑为“三教塔”，

是景区的标志性建筑。园内共分十大景区，分别为：门楼、文化广

场、历史长廊、四大佛山、三教塔、鱼乐苑、塔林、植物园、民族

街、瑶台。

2.1.9 明清民居博览城

明清民居博览城景区于 2001 年开始筹建，2008 年 10 月 1 日

正式对外开放。景区总占地面积 900 余亩，是横店影视城中历史

最长、投资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景区之一，分为“桃花源”和“秦

淮河”两大景系。 

 “桃花源”景系集中了从浙、皖等各地拆迁的明、清、民国

时期的民居 200 幢。“秦淮河”景系则是以明清时期南京“十里秦淮”

为蓝本，集中复建了夫子庙、江南贡院、八艳坊、状元府、桃叶渡

等建筑，微缩复原的圆明新园展馆、中华一绝的福建土楼、高科技

4D 动感影院，更是景区的新亮点。在这里拍摄了《功夫之王》、《投

名状》等百余部影视作品。

2.1.10 红军长征博览城

红军长征博览城景区是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主题的

特大型综合实景区，是把影视文化、长征历史、国防教育、团队拓

展、休闲娱乐与军事题材影视剧拍摄多功能融为一体的独特的文化

景观。园内有体验长征步行道路约14公里，乘车游览路线10余公里。

景区由红军长征主题公署、国防科技教育园、民兵青少年训

练基地等三大部分组成。其中，红军长征主题公园是园区的主体部

江南水乡外景

屏岩洞府外景 大智禅寺外景 华夏文化园·瑶台胜景外景

明清民居博览城外景 红军长征博览城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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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再现了历史原貌的重要会议旧址、重大事件及重大战役遗址等

40 处，建筑房屋 170 余幢，总建筑面积 4 万余 m2。

2.2 内景制作棚

横店影视城建设的“横店影视基地”以内景制作棚为主，并

配有为内景拍摄配套的相关附属用房。场地位于横店华夏大道与影

视大道交叉口的西北角。影视基地的中央核心建筑群总建筑面积为

5.4 万 m2，由 9 个大中型摄影棚和配套用房以及大型置景车间和服

装道具库组成。该工程是将原有“国际商贸城”改建成内景拍摄基

地，规划设计由我院完成。我们在规划上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商贸

城的建筑格局，按照影视拍摄制作的工艺流程重新组合调整功能分

区，梳理交通流线，植入影视元素。

在空间构成上，我们将摄影棚围绕置景和服装道具库呈环形

布局，通过设有采光通风顶的半围合通道将各个摄影棚有机地联系

在一起。在交通动线的设计上，贯穿每个摄影棚的灰空间区域作为

剧组的置景道具搬入和拍摄用特种车辆通行使用，而演职工作人员

可通过摄影棚外侧的入口进出，形成物流与人流的动线相对独立，

互不干扰。这一灰空间区域中央共享空间作为群众演员候场和剧组

演职人员休息使用。摄影棚区的东南侧设有大型集散广场，方便演

职人员、布景道具、特种拍摄车辆的出入和停留使用。在摄影棚区

的西面和北面分别布置有为影视拍摄配套的各种影视制作公司及管

理服务用房。场区的总平面规划布局为：空间构成有序，交通组织

便捷，功能分区合理（图 2）。

其中最大的摄影棚为 5 900m2，棚内净高达 22m，可满足剧

组拍摄时同期录音的使用功能，另外还建有 2 个 2 400m2、2 个   

1 800m2、4 个 1 300m2 的摄影棚，形成 4 个组团，满足不同摄制

组的拍摄功能需求。摄影棚区的总建筑面积为 3.9 万 m2。这些摄

影棚全都设置了包括普通化妆间、贵宾化妆间、剧务工作间、休息

间等在内的配套附属用房，详见图 3，4。

另外，各摄影棚内均配置了拍摄用灯板和景片的吊挂装置以

及消声静音空调系统，通过上送和侧送相结合的送风方式，合理组

织棚内气流。采用先进可靠的空气采样报警器和雨淋自动喷洒消防

灭火系统，设置分户计量和双回路供电，为剧组拍摄提供舒适安全

的工作环境。摄影棚的墙体采用质量大、密度高的隔声墙体构造，

同时配有大型钢质电动防火隔声门，方便剧组的布景道具搬运。大

跨度钢质屋顶采取多层隔声降噪的构造措施，摄影棚内通过采用声

学装修材料，对于墙面、顶面的吸声和反射材料进行合理配置，消

除回声、颤动回声、低频嗡声等室内音质缺陷，满足混响时间的频

率特性要求。

一期工程的 4 个摄影棚已于 2012 年 6 月竣工，先期投入使用。

横店影视基地新型内景制作棚的建设将使得“横店影视城”的影视

前期制作真正实现内外景拍摄一条龙服务，对于拓展和完善“横店

影视城”影视制作产业链的意义重大。

3  布局分析

横店影视城拍摄的外景拍摄地和内景制作棚既相对独立，又

联系紧密，形成影视制作的主轴（图 5）。

从功能关系上，横店影视城又可分为“影视拍摄核心区”、“影

视拍摄功能区”、“影视拍摄辐射区”三大区域，各区相互依托、

彼此补充。三个区域的空间距离很近，可以在短时间内充分满足影

视剧组的转场需求，降低影视剧制作的成本投入（图 6）。其相互

构成关系是以横店影视基地为“核心区”；各主要外景拍摄基地围

绕其周边呈放射状分布，形成“功能区”，该区域的景观主要以人

工景观为主，影视拍摄设施主要集中在横店城区周边，并与旅游产

业密切结合。“辐射区”则是在横店原有主打景区的基础上，进一

步向横店镇周边扩展、延伸，该区域主要是以自然景观为主，兼有

部分人文景观的外景区。

3.1 影视拍摄核心区

横店影视城的内景制作棚及相关配套附属用房集中布局在位

于 “横店影视基地”，是整个制作基地的“核心区”。该区域涵

盖了室内搭景拍摄、随组剪辑存储、服装道具置景、灯光器材租赁、

协拍演员输送、影管运营维护等多个功能，共同构成横店影视城影

视制作产业的核心中枢。

图 2 基地总平面图

图 3 横店影视基地鸟瞰图 图 4 横店影视基地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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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影视拍摄功能区

横店影视城的外景拍摄基地遵循“依托山川景观，强化影视

格局”的总体规划原则，利用横店被“八面山”丘陵环绕、贯“南

江”荡漾水系的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 ，依山就势，引水造景，

先后打造出一系列主打拍摄景区，逐渐构成了影视基地的外景拍摄

“功能区”，在空间和功能上将核心基地与外景区通过影视拍摄链

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外景区的建设采用了“先剧后景”和“先景后剧”的两种建

设模式，如：“广州街”是为拍摄谢晋执导的《鸦片战争》、“秦

王宫”是为拍摄陈凯歌执导的《荆轲刺秦王》先期建设起来，随后

投入拍摄。这是一种“先剧后景”的模式，即先有剧本，根据剧情

在现场选址建造内外景地，直接为拍摄服务。随着这些影视剧的走

红，其拍摄的场景地成为了日后影视旅游的热点。而“明清宫苑”、

“清明上河图”、“明清民居博览城”等则是采用“先景后剧”的

模式，先在现场创造一个较为真实的年代地域环境，以使各种题材

的剧组能够根据剧情选择已建成的场景进行拍摄。

在“功能区”内的各主要外景区中均设有通畅的景区道路和

完善的供电、通信线路，并配有供演职人员化妆、休息和餐饮的相

关设施，其建筑风格与景区环境融为一体。

3.3 影视拍摄辐射区

由于横店影视城景区内的建筑大多适用于特定历史年代人文

景观的室内外场景拍摄，而随着影视拍摄题材的多样化，剧组的

选景已不再局限于横店影视城内的景区，一些剧组开始在东阳市

或者附近县市寻找适合剧情的外景场地，于是东阳竹林、李宅树

林、横锦水库、东锋村、小溪口等一些平日里看似普通的自然景

观变得炙手可热，这些外景地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更加古朴真

实。这些外景区分布于横店镇周边，对于横店影视城主要拍摄基

地构成影视题材上的补充，距离均在 1 小时车程内，形成了横店

影视基地的“辐射区”。但这些外景地的配套基础设施稍显不足，

有待今后提升和完善。

4  结语

横店影视基地外景区已成为国内外各类影视基地中拍摄场景

最多、配套设施最全、时空跨度最大，同时人文与自然场景相互融

合、彼此依托的实景拍摄基地。在现已形成的景区格局基础上，我

们还将规划建设包括“上海滩”、“白宫”、“五角大楼”等标志

性建筑在内的国外名城名景和高科技影视拍摄体验基地，并建立新

媒体和微电影等基地。据悉，横店集团还将投资 120 亿，进行从

基地拍摄到制作发行，再加上基地软件、硬件、技术包括辅助配套

服务的全面升级，以此助推横店影视产业的发展。

纵观横店影视基地拍摄设施的发展和演变，虽然其建设初期

并未对基地整体进行统一的规划设计，但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

地理环境，并伴随长期影视剧拍摄的业态催化，通过政策驱动、产

业驱动、要素驱动和市场驱动，以自然生长的方式衍生出了影视拍

摄的“核心区”、“功能区”和“辐射区”，形成了布局合理、独

具特色的影视基地。我们在分析其形态构成要素时，应将其全部状

态纳入到影视拍摄的链条中，并从其相互关系上进行考量，才能领

悟出其设施构成的合理性。最后，我们以德国 19 世纪著名雕塑家

和艺术理论家希尔德勃兰特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每一个单

独的因素只有处在与所有其他因素的关系中才具有意义。”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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