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飞速发展，

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即使是在遭

遇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时 期 ， 也 创 造 出

2020 年全球票房第一的成绩，成为全

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但同时，如何迈

好走向国际化的步伐，推动从“电影

大国”向“电影强国”转变，仍然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在 共 情 、 共 鸣 中 缩
小“文化折扣”

随着全球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不断

深化，中国电影正在积极地走出去，

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差异带来的“文

化折扣”是阻碍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

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中国电影既

需要有独特的东方智慧，更要着眼于

文化多样性的全球化语境。既要充分

了解正视海外受众的文化背景和理解

视角，更要善于从不同的社会与民族

中找到文化共情和心理契合点。

我 们 需 要 以 “ 和 而 不 同 ， 美 美

与 共 ” 作 为 创 作 和 传 播 理 念 ， 在 挖

掘 民 族 文 化 资 源 的 同 时 ， 将 不 同 民

族 、 不 同 文 化 甚 至 是 不 同 信 仰 的 故

事 元 素 融 合 并 为 我 所 用 ， 提 高 中 国

电 影 的 国 际 竞 争 力 。 另 一 方 面 ， 注

重 培 养 海 外 观 众 的 “ 中 国 式 ” 审

美 ， 努 力 打 破 国 外 观 众 对 中 国 电 影

固有的刻板印象。

现实题材电影 《我不是药神》 受

到海外观众的关注，得到很高评价，

是近年来一个成功案例。它直面现实

中的天价药物、病患的实际处境，投

射出背后的医疗体制弊端，谱写出法

律 、 利 益 、 生 命 三 者 之 间 的 人 性 之

歌 。 现 实 主 义 作 品 具 有 强 大 的 生 命

力，它可以与各国观众产生共情、共

鸣和互动。所以，中国电影人要更多

地创作出立足本土、内容扎实的中国

故事，注重对生活的观察和人性的表

达，向世界展现更加真实、客观、立

体和全面的中国。

在全球化背景下，合拍片是中国

电影海外传播的重要途径，从资金、

文化和市场等方面实现跨国、跨地区

交流，能够资源互补，实现效益、利

益最大化，共同推动文化传承。比如

中法合拍电影 《狼图腾》 将中西方文

化融合创作，成功地将文化自主意识

与世界思维范式相结合。又如，张艺

谋在电影 《长城》 的创作过程中综合

考 量 世 界 不 同 国 家 、 地 区 的 观 众 心

理，成功引起海外关注，给中国电影

的 跨 文 化 合 作 提 供 了 可 资 借 鉴 的

经验。

挖 掘 “ 亚 洲 电 影 共
同体”潜力

中国电影“走出去”，不应仅面

向英语国家或北美主流电影市场，可

以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将亚洲儒

家 文 化 圈 特 别 是 东 南 亚 地 区 作 为 重

点。事实上，飞速发展的亚洲电影正

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世界电影格局，亚

洲各国在电影交流中存在天然优势。

在互通互鉴中携手共建“亚洲电影共

同体”，不但能够促进中国电影多元

化、多样化，还可以提升中国电影的

国际传播影响力。

东南亚地区是中国电影最早的海

外市场，与中华文化圈有着亲缘性与

接近性，长期以来与中国电影的发展

联系密切，观众对中国电影的理解程

度更高，“文化折扣”相对较小。因

此，中国应与东南亚各国积极开展电

影合作，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人文交

流活动，为东南亚观众提供更多认知

中国文化的机会，提升中国电影在这

一地区的能见度和认可度。

亚洲各国之间可以更好地互通互

鉴。比如，通过亚洲国家的国际电影

节平台，如上海国际电影节、东京国

际电影节、釜山国际电影节、亚洲电

影大奖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平台，展

示优秀的亚洲电影作品，发掘培养亚

洲电影人才，推动电影的海外传播。

又如，通过合拍片形式，亚洲各国相

互学习、探讨，在尊重各国文化差异

的同时，努力追求亚洲文化内在共通

性，扩大“文化间性”，挖掘共有文

化，创作出更多面向世界的作品；通

过技术互补，在与韩国、日本等亚洲

国 家 不 断 合 作 、 交 流 和 学 习 的 过 程

中，提高中国电影的特效等技术制作

水 平 ； 通 过 “ 一 本 多 拍 ” 的 合 作 模

式，让同一个故事在不同国家落地，

结合本土文化讲述本国故事，更好地

展现多元文明。

讲 好 “ 人 类 命 运 共
同体”思想

自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提 出 构 建 “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 以 来 ， 其 理 念 和 精

神 日 益 深 入 人 心 ， 并 伴 随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等 实 践 活 动 而 不 断 丰 富 ，

得 到 国 际 社 会 越 来 越 多 的 认 同 。 这

也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丰富素材和

价值指向。

一 方 面 ， 中 国 电 影

需建立起与“人类命

运共同体”相衔

接 、 富 有 包 容 力 和 感 召 力 的 价 值

观 ， 找 到 富 有 人 文 内 涵 、 艺 术 感 召

力 的 中 国 故 事 。 五 千 多 年 的 中 华 文

明 、 传 统 文 化 ， 为 中 国 电 影 提 供 了

得 天 独 厚 的 故 事 资 源 。 国 潮 动 画 电

影 《哪吒之魔童降世》 位列 2019 年

全 球 票 房 排 行 榜 第 十 名 ， 打 破 了 美

国 动 画 片 在 全 球 市 场 的 垄 断 ， 堪 称

“黑 马 ”， 一 个 重 要 因 素 就 是 故 事 取

材 于 中 国 神 话 。 影 片 在 传 承 中 华 文

化 的 同 时 ， 也 让 世 界 感 受 到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魅 力 和 中 国 美 学 韵 味 。 而

被 称 为 中 国 科 幻 电 影 开 元 之 作 的

《流浪地球》，更是在北美收获了 588
万 美 元 的 票 房 ， 影 片 传 递 了 中 国 价

值 观 和 对 于 人 类 共 同 未 来 的 理 解 ，

展 示 了 中 国 解 决 问 题 的 方 式 ， 同 样

引起海外观众的兴趣和关注。

另一方面，中国电影还亟须谋划

出全新的传播策略，创造出新的话语

体系，把握住中国话语、中国表达的

国际传播主动权。在“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下构建的“共同体美学”理

论，是基于当前中国电影的历史语境

和全球化定位，也是立足于“我者思

维”基础上的“他者思维”，更强调

了中国电影力求通过合作达到和谐，

从而实现共同诉求与利益的最大化。

“共同体美学”旨在通过电影与全世

界观众建立起共通的情感，在世界关

注的话题和人类共同价值观中，打破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壁垒，构

建起有效的对话渠道、对话方式、对

话 空 间 ， 与 海 外 受 众 产 生 共 情 、 共

鸣，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帮助中国故

事、中国精神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加

鲜明的展现，让中国电影以更加自信

的姿态走向世界。

中 国 电 影 需 要 持 续 不 断 地 摸

索 、 探 索 既 能 代 表 民 族 特 质 和 核 心

文 化 ， 又 能 被 世 界 电 影 市 场 广 泛 接

受 的 有 效 路 径 。 中 国 电 影 人 应 不 断

思 考 并 挖 掘 东 西 方 的 共 性 ， 促 进 中

西 方 的 认 知 对 接 ， 以 人 类 共 同 文 化

价 值 观 为 立 足 点 讲 述 中 国 故 事 ， 建

构 国 家 形 象 ； 以 “ 共 同 体 美 学 ” 为

主 要 理 论 支 撑 ， 寻 找 有 效 的 输 出 模

式 和 共 同 的 思 维 方 式 ， 以 包 容 、 互

动 和 开 放 的 态 度 来 增 加 与 世 界 共 通

的意义空间。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提起动画片 《鼹鼠的故事》，相信

很多观众依然记忆犹新。一只憨厚善

良、幽默可爱却沉默寡言的小鼹鼠，

曾迅速俘获电视机前无数孩童的心。

这部经典动画的导演是捷克艺术家兹

德涅克·米勒，2021 年是他诞辰 100 周

年。今时今日，重温这一动画作品，

是对经典的致敬，也是对怀旧情结的

满足，还可以此为契机，思考艺术的

创 作 要 旨 ， 为 动 画 从 业 者 提 供 宝 贵

启示。

妙手偶得的经典形象

1921 年，兹德涅克·米勒生于布

拉格北郊小城克拉德诺。他从小喜爱

绘 画 ， 1936 年 进 入 国 家 美 术 学 校 学

习。毕业后，米勒进入动画工作室工

作，其间学习了电影制作。 1956 年，

他在克拉德诺附近散步时，不小心被

鼹鼠打洞时扒出的泥土堆绊倒，因而

获得灵感，创作出小鼹鼠这个经典的

动画形象。

1957 年 ， 动 画 影 片 《鼹 鼠 做 裤

子》 问世后，即获威尼斯电影节银狮

奖 。 作 为 系 列 动 画 的 第 一 部 作 品 ，

《鼹 鼠 做 裤 子》 中 的 形 象 较 为 拟 人

化。经过 20 世纪 60 年代 《鼹鼠和收

音 机》《鼹 鼠 在 动 物 园》 等 片 的 修

改，小鼹鼠的形象逐渐固定下来，成

为大家熟知的憨态可掬的样子。1974
年 至 1975 年 是 米 勒 创 作 的 巅 峰 时

期 ， 他 共 完 成 12 部 短 片 ， 其 中 最 具

代表性的是 《鼹鼠和火柴盒》 和 《鼹

鼠是个摄影师》，它们代表了鼹鼠系

列 电 影 的 最 高 成 就 。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后，米勒的创作进程慢了下来，1984
年，他推出 《鼹鼠的梦》。在这一系

列 动 画 片 中 ， 距 今 最 近 的 是 制 作 于

2002 年的 《鼹鼠和青蛙》。

随着电视机的普及，体态可掬、

眼神好奇、心肠善良的小鼹鼠风靡世

界，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美国宇航

员安德鲁·菲斯特尔甚至将它带上太空

——他乘坐着“奋进号”飞船在太空

环游时，随身携带了一个毛绒小鼹鼠

玩具。而根据鼹鼠系列动画改编的图

书被翻译成 40 多种语言，畅销全球。

时至今日，鼹鼠这一卡通形象已成为

捷克的文化名片。

拙朴清新的快乐动画

《鼹鼠的故事》 在内容和形式上力

求 简 单 ， 充 满 童 真 童 趣 ， 反 映 真 善

美，成为超越受众年龄的优秀动画作

品。小鼹鼠内心充盈着爱与阳光，总

是在笑，也会因同情心而流泪，令观

众感受到质朴与善良、本真和温暖。

小鼹鼠的生活虽然简单，却因丰富的

想象力变得妙趣横生：它将火柴盒做

成小车，从山坡上滑下来；给电话宝

宝准备枕头和被子，一起度过美好的

夜晚；将小动物们刷成彩色，吓跑了

狐狸……动画片传递出一种“简单”

的人生哲学：我们应像小鼹鼠一样，

为开心的事情畅怀大笑，为感动的事

情 落 泪 哭 泣 ， 为 琐 细 的 事 情 耐 心 经

营，从看似平凡的生活中获得单纯的

快乐。

在艺术技巧方面，《鼹鼠的故事》

一方面承袭了捷克经典儿童文艺的写

实传统，另一方面又兼具幽默、夸张

和 抒 情 元 素 。 与 同 时 期 “ 捷 克 新 浪

潮”的动画大师们不同，米勒的动画

作品几乎不涉及任何政治元素，也未

采用复杂的现代主义表现技巧，而以

拙朴的面貌、童真的元素和清新的风

格见长。在他的作品中，宁静优美的

画面配合俏皮轻柔的背景音乐，烘托

出抒情与诗意的韵味。作为前景的角

色采用最简单的元素和造型，线条清

晰，色彩饱满，在色调上与背景构成

冷暖对比，具有鲜明的视觉冲击力。

小小的黑土堆、有实体的音符、小刺

猬和小兔子、盘旋的鹰……简单的视

觉形象具有丰富内涵。《鼹鼠的故事》

几乎没有对白，这令观众记住了小鼹

鼠咯咯的笑声，而笑声原本便是全世

界孩子们共同的语言。

多部 《鼹鼠的故事》 系列动画均

创作于上世纪 50 至 80 年代，正值捷克

斯洛伐克高速推进现代化的时期。当

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列车不可避免地驶

入原本温情脉脉的小镇，生态环境遭

到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悄然发

生变化。艺术家们纷纷用影像表达困

惑、疏离和抵抗，米勒则通过这只可

爱憨厚的小鼹鼠，向人们传达博爱善

良、乐观积极的精神，同时融入对于

现代社会发展的诸多思考：例如 《鼹

鼠的梦》 借由一个“牲口拉汽车”的

梦境，对能源危机进行了预警，暗示

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必要性；《鼹鼠

与鹰》 则讲述了鼹鼠为伤愈小鹰寻找

栖息之地而一再落空的故事，对滥砍

滥伐、过度开发进行了反思……通过

简单的故事和温暖的画面来传达复杂

严肃的议题，令观众在笑声和轻松愉

悦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作品传达

的思想与观念，体现出“大道至简”

的艺术创作思想。

“熊猫”“鼹鼠”的不解之缘

1982 年，一部 《鼹鼠和泡泡糖》

拉 开 了 小 鼹 鼠 中 国 之 旅 的 序 幕 。 当

时，彩色电视尚未在国内普及，多数

孩子通过黑白电视机认识了可爱的鼹

鼠，它忽然从地底钻出、眨着圆溜溜

的大眼睛咯咯笑的画面，深深地扎根

在孩子们心里。时光飞逝，小鼹鼠的

魅力并未褪色，当年的小观众们已经

长大，他们的孩子成为这部系列动画

片 的 新 观 众 ， 延 续 着 温 暖 的 童 年

记忆。

2003 年 8 月，原著图书 《鼹鼠的

故事》 引进国内，并在十几年间接连

出 版 50 余 种 ， 销 售 量 近 300 万 册 。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捷克馆中的

小鼹鼠玩偶和绘本总是很快被抢购一

空。2016 年，由中国和捷克合拍的动

画片 《熊猫和小鼹鼠》 在两国电视台

播出，讲述小鼹鼠结识了熊猫玩偶和

和，它经过长途跋涉，沿着丝绸之路

到达中国四川，与和和一同玩耍、冒

险的暖心故事。这是一部讲述友爱、

互助和成长的动画片，不仅融入大量

中国元素，也传达着对生态文明的呼

唤和对生命价值的敬意，广受两国观

众好评。

《鼹鼠的故事》 给世界无数儿童带

来快乐。这样一部洋溢着快乐生命意

趣的经典作品，为今天的动漫创作提

供许多启示。中国动画学会会长余培

侠认为，“鼹鼠”的成功首先得益于米

勒 对 本 国 动 画 艺 术 风 格 的 延 承 和 发

展 ， 以 及 对 现 实 的 观 照 与 反 思 ； 其

次 ， 艺 术 家 用 毕 生 时 间 创 作 和 丰 富

“鼹鼠”这一形象，不仅为世界动画史

留下出色的作品，更创造了经典的民

族文化形象。健康积极的内容、生动

活泼的风格、童真童趣的韵味，是儿

童动画创作最基本的标准和要求。《鼹

鼠的故事》 告诉我们，复杂的道理可

以融于简单的形式，而真挚的快乐存

在于本真的笑声中。

上图：中捷合拍动画片《熊猫和小

鼹鼠》海报。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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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高铁从巴黎出发，不到 2 个

半小时便可到达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

区的小城阿朗松。漫步在这座历史悠

久的城市，随处可见“花边”元素：

咖啡馆门窗上贴着花边图案装饰，公

园里有修剪成花边样式的绿植，广场

上矗立着花边雕塑，在甜品店中还能

买到花边形状的巧克力……花边，已

经成为阿朗松的标志，也是阿朗松人

引以为豪的传统文化印记。

阿朗松针织花边是一种独一无二

的纯手工针织品，以麻线或埃及细棉

线为原料，一针一线手工编织，需要

非同寻常的技术和耐心——一片邮票

大小的花边就要花费 7 到 15 个小时。

线与线的交织复杂精妙，组合在一起

的 网 眼 状 织 物 气 质 优 雅 独 特 。 201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阿朗松针织

花边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

在 阿 朗 松 市 立 美 术 与 花 边 博 物

馆 ， 一 场 名 为 “ 阿 朗 松 针 织 花 边 艺

术”的展览正在进行。这里展出了 50
多件由国家级工坊制作的针织花边作

品 ， 虽 然 尺 寸 不 大 ， 但 十 分 精 致 美

丽。各式图案展现出技师们的精湛技

艺，吸引了许多人来参观。欣赏完针

织作品，观众们还可以在博物馆内了

解到关于阿朗松针织花边的知识。

16 世纪，针织花边技艺出现在诺

曼底地区，起初多用于法国王室贵族

的衣裙装饰，但当时最有名、最昂贵

的花边主要来自意大利威尼斯。1665
年，法国全国 20 多个城市建立花边工

坊，并在阿朗松设立“针织花边皇家

工坊”。由此，阿朗松针织花边技艺得

到极大改进，开始制作出比威尼斯花

边更加细密精致的图案。 18 世纪时，

阿朗松针织花边远传欧洲各国，技艺

突飞猛进，拥有更多细节装饰并使用

浮雕针织技术，质量因而更加优异。

1851 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一届世

界博览会上，阿朗松针织花边被冠以

“针织花边皇后”称号，得到越来越多

人的欣赏和喜爱，普通人也逐渐将其

用于日常装饰。

在考察阿朗松针织花边技艺被列

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称这项技艺的独特之处在于

所需的“高水平专业技能”和“长时

间精雕细琢”。的确，制作针织花边的

工艺十分复杂。首先需要在一块小羊

皮上绘制图案，然后用特制的针沿着

图案轮廓点刺，点与点之间的距离约

2 毫米。接着用细棉线缝出轮廓，随

后在轮廓里织出一个个细密的网格，

作为主体图案的背景。再用绣针织出

图案，并把一些基本的图案组合在一

起。图案完成后，用针线进一步勾勒

轮廓，形成浮雕效果。最后再把做好

的针织花边从小羊皮上小心地揭下来

并抛光。如此精细的“工程”需要高

超的针艺和极大的耐心，为避免眼睛

过度疲劳，技师们每天只做 3 个小时

的阿朗松针织花边，其他时间用来做

简单刺绣。

阿朗松针织花边的技艺传授通过

技师和学徒之间口口相传，以及手把

手教的传统方式，完全掌握需要 7 到

10 年的系统培训和实践练习。20 世纪

中 期 ， 这 门 手 艺 一 度 面 临 消 失 的 风

险。1976 年，法国在阿朗松成立了国

家级花边工坊，隶属于法国文化部，

各项成本、技师工资均由国家承担。

这一国家性的扶持为阿朗松针织花边

技艺的推广和传承注入生机。

如今，工坊有 9 名技师和 3 名学

徒，即便在全国，掌握这项技艺的也

不过十几人。阿芒迪娜·贝特曾是一名

医学院学生，暑期前往博物馆实习时

首次了解到阿朗松针织花边，第一眼

就爱上了这门技艺，现在已是她跟随

专业技师学习的第四个年头，在老师

的 指 导 下 ， 贝 特 进 步 很 大 ， 乐 在 其

中 。 在 她 看 来 ， 这 是 令 人 骄 傲 的 事

业：学习这样一项历史悠久、优雅美

丽的技艺，仿佛将过去与现在的时光

凝聚，是一件很动人的事。

除了对学徒展开培训，技师们也

在博物馆提供针织花边技艺示范，并

在每年的欧洲遗产日进行工坊展示。

近年来，阿朗松在推广针织花边技艺

时更加注意创新和转化，希望让非遗

在“活下去”的同时“活起来”。例

如，工坊技师们会与艺术家和时尚界

人士合作，由他们设计花边图案。当

地还专门成立了阿朗松针织花边技艺

协会，通过举办讲座、观摩活动等，

增进人们对这项传统手工艺的了解。

今年协会还专门录制了技师们教授技

艺的音频和视频，希望能“收集他们

的记忆”，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

在博物馆展厅中心，一件 19 世纪

的婚纱头纱美得令人屏息凝神。这件

平铺面积达 7 平方米的头纱耗时数十

年制作，将所有阿朗松针织花边技艺

融 为 一 体 ， 仿 佛 一 本 花 边 “ 百 科 全

书”。人们观赏它，是在探寻时光的瑰

丽 ， 也 是 感 受 时 间 打 磨 后 的 精 湛 技

艺。正如 《小王子》 中常被人提及的

那句话：“你在你的玫瑰花身上耗费的

时间使得你的玫瑰花变得如此重要。”

对技师们而言，对每块针织花边倾注

的心血都令其更加独特、珍贵，他们

是在传承美、留住美，也在这个过程

中，成为了美。

一针一线编织时光倩影
刘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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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狼图腾》剧照。

▼电影《流浪地球》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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