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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如何
讲好传播好

世界目光聚焦“中国故事”，似乎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风景。越来越多的文化形象，成为传
播“中国故事”的名片，越来越多的中国符号，被世界目光打量。

如何认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当代中国文化的内生动力在哪里？新时代我们如何推进
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前不久，60余位海内外专家齐聚北京师范大学，探讨“当代中国文化
影响力”这一命题，求解新时代如何讲好传播好“中国故事”。

当代文化应成为
一张亮丽名片

“国际传播说到底还是以内容为王，即讲什么、
怎么讲、谁来讲的问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
艺术家协会主席胡占凡说。

目前，全世界有 20 家左右具有国际影响的 24
小时新闻电视媒体，基本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些
老牌媒体采用新闻立台的战略，依靠强大的新闻采
编能力和独家观点评论取胜。中国电视的国际传播
靠什么取胜呢？胡占凡认为，应该综合各家所长形成
中国自己的风格，“在话语上，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
念新范畴新表述，创新话语体系；定位要代表中国立
场，特别是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声音；在内容上，要增
强自己的议题设置能力；在表达上，要追求中国化视
角国际化表达；选题要尽量着眼于人类共有的文化
情感”。

纪录片是目前在海外最走俏的中国电视节目形
态。纪录片被称为国家软实力中的硬通货，是展现真
实立体全面中国的重要媒介。统计显示，2012年中
国影视节目海外销售总额中纪录片的比重达17%。

《舌尖上的中国》发行到东南亚、欧美的27个国家和
地区，创造了近年中国纪录片海外发行最好成绩。中
澳合拍、讲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改变世界的战
争》在澳大利亚历史频道黄金时段播出，中英合拍的

《孔子》在欧洲纪录片收视频道播出，医疗题材的《人
间世》在美国中文电视中英文频道播出……中国故

事、国际表达，全球题材、东方视角，成了中国纪录片
与国际沟通最有效的途径。

渠道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要素。根据中
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分析报告显示，超过60%的受
访者通过电视了解中国，这个比例在所有传播媒介
里位居最高。中国广播电视已覆盖全球230多个国
家和地区；2016年到2017年初，中央电视台在尼泊
尔、牙买加、新西兰等国电视台都开设了中国剧场；
中国电视剧正从过去输出单部剧走向开设专属时
段，从散兵式输出转变为规模化输出。

中国资本也在布局。华人文化入股好莱坞知名
影视制作公司，其制作播出了60多部影片，包括《美
丽心灵》《24小时》等诸多斩获奥斯卡奖项、艾美奖
项的佳片。

不少专家还提到了塑造当代中国文化的代表人
物和代表品牌。谭盾、郎朗、吴蛮在国际音乐舞台上为

“中国故事”发声；蔡国强、吴彤展示了中国跨界艺术
的生机；张艺谋、贾樟柯、章子怡代表了世界影坛的中
国面孔……国际舞台需要更多“中国故事”的代言人。

“‘中国故事’真正要落地、见实效，需要做大量
实实在在的工作。特别是，通过数据性的调查找到中
国电影国际传播真正面临的问题和障碍，实现精准
传播，才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中国电影家协会秘
书长饶曙光说。

精准传播让“中国故事”落地有声

“影响力的生成需要换位思考。”中央民族大学
副教授石嵩解读近年中国送展奥斯卡影片后认
为，进入对方语境中的文化产品、艺术表达，尤
其要了解对方的文化禁忌和受众诉求，“东西方
文化大相径庭，要谨防文化符号在异域文化中被
误读”。

故事被读懂，根本在于人心相通。文化有交互和
共鸣，才可能有效传递信息、传递价值。我们习惯在
文化产品、艺术作品中加入一些中国符号，比如，京
剧、长城或者红色，未来可以着重选取共通的人性元
素来表达，比如恐惧、爱、期待。

“国际传播不仅是语言内容的国
际化，还需要视野和观念的国际化。
不能自说自话，要树立全球视野，梳
理国际传播规律，采用共通的叙事手
段。这是专业素质，也是传播策略。”
胡占凡说。

相同的是，各领域专家都看好

“一带一路”的新机遇。“‘一带一路’是中国电影
国际传播的一个有效途径，也是建立世界电影新
秩序的战略性机遇。”饶曙光说，我国已与一些

“一带一路”国家签订了相关合作协议，将与这些
国家在电影美学、艺术呈现、市场格局方面开展
交流合作，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格局下，
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一个双赢
乃至多赢的局面”。

“艺术是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中
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认为，艺术作品蕴含的历史文化
情感及审美，往往是一个民族的根本价值所在。艺术
作品的美及其创造智慧则常常超越国家民族，成为人
类共同的财富，“通过国际交流对话，获得彼此理解，
中国文化影响力才会深入持久”。

“既不要西化也不要化西，吸纳包容、平等共赢，
这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而不同的大道。”中国电影
评论学会理事黄式宪的话语值得深思。

（据《人民日报》作者：任姗姗）

讲述人类共通的情感共同的故事

笔墨抒情新时代
2日，洛龙区学府街道办事处大学城社区举办书画展，

展出 120 余幅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书画作
品。这批书画作品5日前在该社区办公楼四楼展出，8日至
11日在德园小区老年活动室展出，市民可免费参观。

记者 姜明明 通讯员 蔡进伟 摄

翰墨大雅传递爱心
12月3日是第26个国际残疾人日。当日，由市残联、市美

术家协会主办，市残疾人康复协会、洛阳美术馆承办的“翰墨
大雅 艺爱无疆”洛阳市爱心美术作品展在洛阳美术馆开展，共
展出王绣等我市著名画家的美术作品100幅。展览结束后，所有
参展作品将无偿捐给市残联用于贫困残疾人康复救助。展览将
持续至8日，市民可免费观展。 记者 苏楠 常书香 摄

2017年国际泳联颁奖典礼日前在海南三亚落幕，
国际泳联授予孙杨中国游泳运动杰出贡献奖，以表彰
他为游泳运动在中国的普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2017年，孙杨在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上夺得男子
200米和400米自由泳冠军，并打破200米自由泳的亚
洲纪录。自此，孙杨共夺得14块长池世锦赛奖牌，其中
包括9枚金牌。

孙杨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获奖对他来说是一
种认可，更是一种鼓励，“感谢国际泳联一直在全世
界范围内推动游泳运动的发展，为运动员提供了公
平公开的竞争舞台，也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感受到
这项运动的魅力。能为这项伟大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是
我的荣幸”。 （据新华社）

孙杨获2017国际泳联
中国游泳运动杰出贡献奖

第15 届布达佩斯国际动画电影节 3 日在匈牙利
首都布达佩斯闭幕，中国动画电影《大鱼海棠》斩获
最佳动画长片奖。

评委会主席谢莉·佩奇说，《大鱼海棠》展示了一个独特
而神奇的宇宙，电影角色复杂且令人难忘，给评委会留下深
刻印象。

《大鱼海棠》是一部由梁旋、张春导演，梁旋编剧的
动画电影。电影取材于《庄子·逍遥游》《山海经》《搜神
记》等中国古书章节，意在讲述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奇
幻故事”。2016年7月在中国上映。

一年一度的布达佩斯国际动画电影节创建于
2002年，动画短片竞赛单元只对欧洲制作的动画短片
开放，电影时长限定为20分钟之内；动画长片对出品
国不设限，时长至少要50分钟。 （据新华社）

中国动画电影《大鱼海棠》
在匈牙利获奖

中国故事

文化艺术是国家形象的名片，站在与世界对
话的前沿，它的影响力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如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法国汉学家白乐
桑所说的“我们所说的‘中国’，是经济的中国、政
治的中国、文化的中国”，三者合一才是完整的“中
国故事”。

提起美国文化，很多人会想到电影、篮球、流
行音乐，对我们的邻邦日本、韩国，动漫、韩剧这样
的当代文化符号也是共识。什么最能代表中国文
化呢？2015年度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分析报告
显示，在海外受访者眼中，中医、武术和饮食是最
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三张名片，而在日本、韩国，孔
子、儒家思想则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出海”
状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甚至与当代中国
的发展和地位仍然存在差距。以影视产业为例，中
国已是全世界拥有银幕数最多的国家，截至11月
20日，今年全国电影总票房突破500亿元大关；
中国电视剧的制作量、播出量和收视人群也多年
蝉联世界第一。近年，中国影视剧走进了非洲、走
进了欧美，但与国内如火如荼的产业发展，以及世
界影视强国相比，国际市场依然是一片需要深度
开发的“蓝海”。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对世界文化发展有过巨
大的贡献和影响；但作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大国，当代
文化的影响力相对滞后。这就像一个演讲者登上了
舞台，却不发声一样。这意味着，加强当代中国文化

建设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北京
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国际

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说。
原因何在？黄会林认

为主要在于“三个缺少”：
一是，缺少可与世界接
轨的文化成果，所以要
对内促生具有世界性
的 当 代 中 国 文 化 ；二
是，缺少合适的传播渠
道，需要摸索更容易被
海外接受的中国文化
国际传播机制；三是，
缺少当代中国文化国际
交 流 的 共 同
话 题 和 话 语
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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