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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品是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一

种途径。优秀的影视作品可以成为文化名片，

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可以

将某个时期的社会生活通过镜头表现出来，让

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身临其境、找到共鸣。

我参演的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双

面胶》《王贵与安娜》等曾经在非洲地区播出，

《小别离》（图⑤）等剧在蒙古国播出，《媳妇的

美好时代》还作为国礼赠予坦桑尼亚。听说

大家对这些剧很喜欢。作为演员，我感到非

常荣耀。

也因为这些作品，我有幸到蒙古国、坦桑

尼亚，与当地观众进行了面对面交流。让我

印象深刻的是，外国观众充满好奇，非常想了

解剧中展现出来的中国的生活习俗和风土人

情。在非洲，普通民众更关注与他们日常生

活有关的内容，中国影视剧中展现的生活细

节让他们觉得亲近真实。看到说斯瓦希里语

的毛豆豆与婆婆相处的画面时，我意识到，文

化背景尽管不同，但人们拥有美好家庭的愿

望是相通的，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对生活的

关注是类似的。影视剧只要表现人的共同追

求，就不难找到知音。在海外拍摄电影《红海

行动》时，我被一位乌干达姑娘认出是毛豆豆

的扮演者。她热情地说：“中国来的工程师给

我们接入了数字电视信号，频道越来越多，节

目越来越好看，《花千骨》里的衣服太美了。”

许多影视作品通过对百姓生活的细腻描

摹来展现时代风貌、记录生活细节、刻画心灵

世界。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什么样的文

化传统或生活方式，总是离不开这些平凡、琐

碎的日常。它们构成了生活的真实面目。人

们在日常的生活流中的奋斗和努力，正是打

动人心的地方。

《小别离》在蒙古国播出时，听当地电视

台介绍，乌兰巴托市有 2.1 万户收看。举办主

创见面会时，许多当地观众报名参加，不少人

甚至从很远的地方赶来。见面会现场，大家

反复提及教育问题。有观众问我和黄磊：“如

果你们的孩子青春期，很叛逆，应该怎么办？”

这跟中国观众追剧时热议的话题一模一样，

可见两国观众在教育问题上找到了共鸣。

有人问我，中国电视剧要“走出去”，哪个

环节最重要？我觉得，了解受众的需求、讲述

故事的方式、做好翻译工作和宣传推广，每一

环都很重要。而作为演员，讲好中国故事，创

作更多优秀作品，是我的使命。中华文化博

大精深，我们应当不断创作优秀的影视作品，

努力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在第二十五届上海电视节上，我和几位

演员同行被授予“中国电视节目海外推广大

使”。我们这个队伍还在不断扩大。相信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未来会有更多传播中华

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优秀影视作品走进国

际视野，会有更多外国朋友看到并喜爱我们

的作品。

优秀的影视作品可以成为文化名片

海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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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名中国女性，恰好走进非洲的

一家菜市场，大概率会被称呼为“豆豆”。如果

你是一名中国家长，恰好与来自乌兰巴托的家

长相识，大概率会聊起“方圆一家”的教育难

题。这就是电视剧独有的艺术魅力。

从上世纪《三国演义》走红东南亚，到《媳

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热播，从《北京青

年》《老有所依》等作为“国礼”亮相外交舞台，

到《山海情》（图①）、《外交风云》（图②）、《在一

起》（图③）、《超越》（图④）跨越山海引发共鸣，

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电视剧在中华

文化走出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精品现实题材电视剧“出海”又

“出圈”，成为展示中国巨变的生动窗口、促进

民心相通的桥梁纽带。

趋势新：从剧目“出
海”到 IP“出海”

在 2021、2020 年度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评审

的优秀海外传播作品中，10 部入选电视剧，有 7
部为现实题材，它们是《山海情》《大江大河 2》

《理想之城》《我在他乡挺好的》《在一起》《三十

而已》《以家人之名》。

多年来，我国的古装剧和历史剧以鲜明的

文化辨识度、独特的美学风格，保持较强的国

际传播力和竞争力。随着影视工业化水平和

内容创制能力的提升，特别是电视剧创作精品

意识的大大增强，反映当下中国社会状态和人

民生活风貌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已成为国际传

播新的增长点。

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当代故事在海外拥

有良好观众缘。《山海情》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

区播出，收获海外网友的高度关注和好评。《在

一起》被译制为英语等 10 余种语言，通过海外

电视媒体和新媒体平台覆盖了 1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也有不错表现，

比如《外交风云》，通过视频网站、中国电视长

城平台等，覆盖亚洲、欧洲、北美洲、非洲 26 个

国家和地区，海外播放总量突破 2000 万。

追剧的海外观众点赞多、催更多、互动多

是一大亮点，《开端》《我在他乡挺好的》等不少

电视剧在海外评分网站获得较高分数，网友在

社交平台上留言催更屡见不鲜。

国产电视剧海外传播的版图和模式都实

现了升级。在东南亚，中国电视剧依然保持竞

争优势，同时，更多反映当下生活的中国故事

走出东亚文化圈，进入跨文化国际市场。以前

是电视剧“出海”，近年则出现了 IP“出海”，国

外音乐娱乐公司翻拍《辣妈正传》，《致我们单

纯的小美好》《以家人之名》等剧本出口到多个

国家和地区。其中，《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国

外改编版已经播出，受到当地年轻观众喜爱。

关键点：看得懂、读得
懂、有共鸣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怀亮分析，“作品类

型更丰富、风格更多元、制作水准更精良、‘出

海’渠道更通畅，再加上国际市场对高品质电

视剧的需求不断增多”，是现实题材电视剧“出

海”又“出圈”的重要原因。

讲故事，是情感的沟通、心灵的对话。人

们喜欢听真实的故事，饱含真情的故事，用生

动、活泼、精彩的方式讲述出来的故事。无论

是《山海情》传递的摆脱贫困、追求美好生活的

决心与行动，《超越》所彰显的追求卓越、不断

超越的体育精神，还是《理想之城》《我在他乡

挺好的》讲述的年轻人持续奋斗、追求梦想的

故事，都是全世界能看得懂、读得懂的中国故

事。这些作品的传播告诉我们，注重中国故事

的国际表达，选题有共鸣、叙事贴近人心，故事

才能产生共情、打动人心。

内容品质决定电视剧的吸引力、生命力、影

响力，精品内容始终是打开国际市场的关键。

2021 年，抗疫题材电视剧《在一起》从同时

入围的强劲对手中胜出，获得亚洲—太平洋广

播联盟电视剧奖最高荣誉。评委会在颁奖辞

中说：“这是一个关于爱、勇气、牺牲和人性的

故事，与疫情下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个人产生共

鸣。这部电视剧情节巧妙、精彩演绎、感人至

深。”它的竞争力正在于品质。

精品内容从哪里来？在李怀亮看来，现实

题材创作拥有两个不可多得的“中国优势”：一

是多达十几亿人口的大市场，二是网络文学所

提供的 IP 资源。网络文学庞大的作者队伍和

海量作品，为影视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文本，

而广袤的现实生活和时代气象更是创作的丰

厚土壤。李怀亮认为，应该先考虑讲什么样的

中国好故事，再谈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应

树立全球视野，注重用现代价值观和国际化影

视语言讲故事。电视剧终归靠艺术魅力打动

人，稳扎稳打，才能行稳致远。”

“我们必须要有文化自信，要努力展示中华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在

华策影视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赵依芳看来，“文

化自信”4个字带来的使命感是实实在在的。

多渠道：“造船出海”
与“借船出海”双线并行

“造船出海”与“借船出海”双线并行，让中

国故事走得出去，也可以走得更远。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 2019 年起实施的大

型国际传播活动“视听中国”已在海外建立 58
个电视中国剧场，推动了《超越》《功勋》等近

百部优秀节目在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

和网络媒体播出。由国新办对外推广局和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共同支持的“中

国联合展台”助推不少热播国产电视剧在海

外亮相，如《在一起》《光荣与梦想》《山海情》

等作品分别在 2021 年春季戛纳电视节、新加

坡电视节在线活动上推广。“中国当代作品翻

译工程”“中非视听共享”等重点项目提供译

配支持，帮助国产剧传播突破语言障碍和文

化壁垒。

作为市场主体的影视机构也在积极拓展

“出海”渠道。华策影视是国内最早“出海”的

影视企业之一，连续 8 年入选“全国文化出口

重点企业”、7 次入选“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

“经过 20 多年持续不断的积累，我们已构建起

包括 180 多个国家的电视台、流媒体平台、社

交媒体的销售网络，将 10 万多小时中国影视

剧精品内容，行销到了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赵依芳介绍。

“互联网平台的迅猛发展让国际影视剧市

场变得越来越统一，这是新的契机。”柠萌影业

创始合伙人、执行副总裁周元说。北京冬奥会

刚落幕，柠萌影业出品的电视剧《超越》就传播

到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市剧《三十而已》上线

20 多个海外播出平台，被国外广播公司购买了

翻拍权。

互联网平台成为国际传播的主力。互联

网用户和社交媒体用户的不断增长，也意味着

触达新受众、开拓新空间的更多可能。中国国

际电视总公司、腾讯视频、华策、世纪优优等积

极开办多语种频道。仅华策一家就在全球新

媒体平台上建立了 50 多个频道或专区，提供

30 多种在地化译制语言。头部视频平台也频

频发力，腾讯视频、爱奇艺、芒果 TV 推出了国

际版 APP。受到非洲欢迎的四达时代推出了

内容订阅服务平台，有报道称，2021 年，该平台

的中国影视剧总播放量超过 1 亿次。

锚定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远景目标，中国

电视剧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还需要进一步

提升。做好国际市场的调研，了解海外受众的

内容需求、观后反馈，开展对象化、精准化营销

和传播，推动更多反映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作

品走向世界，依然任重道远。

国际市场是一片需要深度开发的“蓝海”，

中国电视剧的扬帆远航，需要每一个渡海人都

有乘风破浪的决心。

出海渠道更加通畅，国际市场需求增多

优秀现实题材剧扬帆“出海”
本报记者 任姗姗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

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

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

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

事，以更为深邃的视野、更

为博大的胸怀、更为自信的

态度，择取最能代表中国变

革和中国精神的题材，进行

艺术表现，塑造更多为世界

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努

力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

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谱写新篇章。”作为

全国文代会代表，我有幸

在现场聆听了讲话，备受

鼓舞、倍感振奋。20 多年

的舞蹈生涯中，我从舞蹈

演员转型为编导，先后创

排 了《中 国 妈 妈》《父 亲》

《烈火中永生》等舞蹈以及

《天路》《歌唱祖国》《旗帜》

《五星出东方》等舞剧，一

直在寻找讲好中国故事的

用“舞”之地。

我常问自己：为何而

舞？为谁而舞？我要用舞

蹈 表 现 什 么 ？ 在 2021 年

创排舞剧《歌唱祖国》的过

程 中 ，我 似 乎 找 到 了 答

案。这部舞剧以歌曲《歌

唱祖国》为题材，词曲作者

王莘曾说：“我一生只写了

两首歌曲，一首是用音符

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

首 是 仍 在 用 心 灵 谱 写 的

《歌唱祖国》。”从这位艺术

家身上，我看到了什么是

对祖国的赤诚热爱，看到

了艺术应该追求什么、舞

蹈要表现什么。

我创作的大部分作品

属于现实题材，需要从生活

中提取艺术形象，从日常肢

体动作中提炼舞蹈语言。

比如，舞蹈《父亲》是

以我自己的父亲为原型创

作的。我将主要形象塑造

成茶倌的角色。其中有一

段欢快的板凳群舞，展现

的是茶倌和退休工人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一面。群

舞后，客人离开茶馆，留下了因思念儿女而愣神发呆的

茶倌。这个作品，一方面寄托对父母的思念，同时也呼

唤更多人关注空巢老人群体。舞蹈《过早》讲的是湖北

人吃早餐，灵感源自我在湖北出差时对于卖早餐的摊

主日复一日忙碌、迎送、拾掇的观察。无数奋斗的、勤

劳的中国人的故事，不正是需要舞蹈艺术来挖掘和呈

现吗？这个舞蹈蕴藏着生活的意义和美感。

舞，跳的是人民的生活；生活，是取之不尽的艺

术。想创作出观众喜欢的作品，不能走马观花、浮光掠

影，而是沉下心、俯下身，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这

几年，我有幸多次参加中国文联、中国舞协组织的“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采风。以前在课堂上，只知道藏族

舞蹈的体态动律。一次西藏之行，高山巍峨、峭壁苍

凉、大树挺拔、青稞金灿等美景吸引着我们，当地人的

朴实更让我记忆犹新，这些都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素

材。通过采风我真正理解了藏族舞蹈的特点，也只有

真正理解，才能在吸取民族舞蹈神韵的基础上进行创

造，让作品焕发光彩。

我们用舞蹈塑造角色，角色也在塑造着我们。创

排芭蕾舞剧《旗帜》时，我曾多次前往广州起义纪念馆、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走进那段慷慨悲壮的历史。最让

我感动的是以革命英雄游曦为代表的女兵班事迹。她

们与起义军总指挥部失去联系后，依然在一个街垒坚

守，最终壮烈牺牲。出演《旗帜》的是一群年轻舞者，他

们用青春的舞姿致敬这些革命前辈。舞剧《天路》讲述

上世纪 70 年代铁道兵战士和藏族同胞修建青藏铁路

的真实故事。我们沿着青藏铁路线，走访建设者和专

家，体验高原筑路工人的生活。演员们举起枕木，迈着

沉重而坚定的步子，不断有人倒下，但铁路的修建却不

曾停下，意在表现筑路的艰辛和奉献。这些默默无闻

的奋斗者，用爱和信念浇筑了真正的“天路”。

回想当年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时，跳的《黄土黄》

《一个扭秧歌的人》《俺从黄河来》等作品，都是充满民

族风格、中国气派的舞蹈。这些作品蕴含着前辈老师

们的艺术理念，深深地影响了我的舞蹈创作。创作如

同“垒山石”，需要一代代文艺工作者的接力，用一个个

好作品搭建中国舞蹈创作的新图景，为时代留下更多

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我希望自己能够做一块“山

石”，创作出更多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作品。

（作者为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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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反映当下生活的中国故事
走出东亚文化圈，进入跨文化
国际市场，并从电视剧“出海”，
发展为 IP“出海”。

互联网平台成为国际传播
的主力。互联网用户和社交媒
体用户的不断增长，也意味着
触达新受众、开拓新空间的更
多可能。

舞，跳的是人民的生活；
生活，是取之不尽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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