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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所向披靡为啥所向披靡““悟空悟空””
文/于 翔

以满足大家的娱乐需求，因此才会
有一部分海外玩家对《西游记》或
悟 空 产 生 兴 趣 ，并 且 去 进 一 步
了解。

作为游戏开发者，需要做的是
用游戏去宣传国家的文化，而不是
用国家的文化去宣传游戏。可见，
游戏首先要完成自己的职能，其次
才能去承担文化走出去的重任。

《黑神话：悟空》的成功正是建立在
这个基础之上。

文化走出去需要载体，但更需

要过程。现代化的中国对于海外
大多数用户来讲仍然缺乏系统性
的认知。在这种情况下忽略文化
娱乐作品的本质，冒然去谈文化走
出去就成为伪命题。从这个角度
来讲，《黑神话：悟空》的出现起到
的 作 用 好 比 文 化 娱 乐 产 业 中 的

“144 小时免签”。通过国际化的品
质，其成功赢得了海外用户对于中
国游戏产品的认可。万丈高楼平
地起，在未来，我们应该期待的是
更多的《黑神话：悟空》出现。

（作者系游戏联合体总编）

国 产 游 戏《黑 神 话 ：悟
空》自 8 月 20 日上线后，成为
全球游戏玩家的焦点，相关
话题迅速引爆社交媒体。关
于其如何跨越国界，在全球
范围内赢得认可，引发热议。

随着许多海外玩家为了
畅玩游戏而“恶补”《西游记》
的 消 息 传 出 ，有 人 将《黑 神
话：悟空》看作是中国文化传
播大使。这种期许固然是好
的 ，但 我 们 也 应 理 性 看 待 ：

《黑神话：悟空》首先是一款
游戏，它的娱乐功能是第一
位的，传播中国文化是附带
功能。依托一款游戏便指望
海外用户对《西游记》甚至是
背后的更多的中国文化了然
于心是不现实的。

我们在谈及文化走出去
时往往存在一个误区，即将
着力点放在 5000 年辉煌的文
化之上而忽略了艺术创作本
来的逻辑。仿佛只要有 5000
年文明加持，就必然出现一
部传世的辉煌神作。但事实

上，不同的艺术载体面向的
用 户 不 同 ，其 功 能 也 不 同 。
具体到游戏来讲，其核心功
能仍以娱乐为主，即用户口
中的“好玩”，至于寓教于乐
乃至文化传播，都是建立在
此基础之上的。

1994 年，央视版《三国演
义》首播时，观众群体中有相
当一部分是从未读过《三国
演义》的小学生。他们之所
以会对这部电视剧感兴趣，
是因为在当年的街机房里流
行着一款叫做《吞食天地》的
三国题材游戏，这部游戏以
五虎上将为主角，并重现了
从博望坡之战到赤壁之战的
全过程——在反复的游戏过
程中，他们开始对游戏
背 后 的《三 国 演
义》感兴趣。同
样 ，《 黑 神
话：悟空》的
品质毋庸置
疑，“好玩”
程度完全可

悟空，顶流！

画/冯德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