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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中国影视剧在非洲的译介传播工

作多年，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影视国际化

传播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让外国观众受到

触动、产生共鸣，建立跨越文化的情感连接

是答案之一。

非洲的人文历史背景、经济社会情况与

中国不同，非洲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风土

人情也迥异。如果仅仅将中国影视剧翻译

成非洲语言，不做本土化处理，非洲观众即

便能听懂，也未必能理解。无论身处何方，

人们在情感上都有共通之处，对美好生活都

充满向往。通过创造性译配连接人心，通过

恰当遴选题材激发共鸣，是影视剧跨文化传

播的魅力和意义所在。

借 助 非 洲 语 言 讲 述
中国故事

2012 年，1986 年版电视剧《西游记》的

英语、法语译配版首次进入非洲。10 余年

来，越来越多中国优秀影视剧走进非洲千家

万户。例如，由四达时代数字电视平台和互

联网视频平台播出的中国影视剧已在 30 多

个非洲国家落地，覆盖上亿人群，年节目译

制产能在 1 万小时左右，涵盖英语、法语、葡

萄牙语、斯瓦希里语、豪萨语等 17 种语言。

“中国故事，非洲表达”，是拉近中国影

视剧与当地观众距离的钥匙。其中，语言的

转化是关键。一些非洲国家虽以英语、法

语、葡萄牙语等为官方语言，但对许多观众

而言，本地语言更加亲切温暖，更易理解接

受。因此，将影视剧翻译成非洲本地语言，

能使中国影视剧在非洲各国传播得更为广

泛，从而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和中非友好故

事，推动人文交流，助力民心相通。

做好语言转化的关键是影视剧的台本

译配工作，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首

先，要对配音台本进行信息化处理，包括制

作配音用的角色表等。然后，由精通英语

的资深译者将台词翻译成英文，确保既忠

实 原 剧 原 意 ，又 生 动 流 畅 、通 俗 易 懂 。 随

后，由当地语言审校专家对台本进行口语

化转换，以便被目标观众所接受。最后，台

本由精通中、英文和非洲本地语的专家修

改审定。而后展开的具体配音过程也是对

语言“抛光打磨”的过程：配音导演和演员

在尊重原意的基础上，努力让语言更地道、

更自然，以期最大程度还原原片的制作水

准和艺术表现力。

影 视 剧 的 本 土 化 译 配 工 作 充 满 创 造

性。比如，有时需要赋予中国角色以非洲名

字，有时需将剧中标志性建筑的名称进行本

地化替换，有时还需意译谚语名言。以《山

海情》为例，第八集中的“东边战场不亮，咱

打西边”，最初被翻译成斯瓦希里语时，直译

为“要是东边的战场不发光，那我们就打西

边”，令当地观众费解，也容易产生歧义。经

中外专家讨论后改为“要是东边战场的形势

不好，那就转战西边”，表意更准确，也更易

于理解。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影视剧

的具体译制过程中，既要保持专业翻译水

准，又要具有观众意识，才能确保译介后的

影视剧表情达意更到位。

打 造 贴 近 非 洲 观 众
的热播剧

中国影视剧产量较大、题材多样、类型

丰富，哪些作品更适合在非洲播出？哪些人

物更能引起非洲观众共鸣？在选片过程中，

我 们 非 常 重 视 听 取 非 洲 同 事 的 意 见 和 建

议。在话题选择上，往往选取更贴近非洲观

众生活、容易引发共鸣的当代题材。例如讲

述邻里关系的《邻居也疯狂》、展现青年实现

梦想的《士兵突击》、探讨当代生活的《媳妇

的美好时代》等，跨越山海，收获非洲观众满

满的认同与喜爱。荧屏内外，中非观众面对

来自家庭和事业的种种相似问题，体味着共

通的喜怒哀乐。伴随中国影视剧在非洲传

播日久、地域日广，《花千骨》《熊出没》《精灵

梦叶罗丽》等古装或少儿题材的影视作品也

日渐受到欢迎，在非洲国家拥有各个年龄层

的“粉丝”。

我们积极倾听来自非洲观众的真诚反

馈。近年来，以《山海情》为代表的反映当

代中国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在非洲多国热

播，观众不仅从中切实感受到当代中国的

时代脉动，也被作品传递的团结奋斗精神

深深打动。在《山海情》中，出现了很多不

同角色，不论是基层干部、科技工作者还是

辛勤劳作的村民，无不质朴真实，使这部作

品有广度、有深度、有温度，令其他文化背

景下的观众也容易产生亲切感，从而形成

良 好 的 对 话 关 系 。 例 如 在 卢 旺 达 ，《山 海

情》便收获了热烈反响。卢旺达国家电视

台总监姆扬戈约说，电视剧被翻译成非洲

本地语言播出后，许多非洲普通民众看到

了更加广阔的世界，看到了改善生活的可

能性，备受鼓舞，拥有了摆脱贫困的动力与

信心。一位卢旺达观众告诉他，《山海情》

令他领悟到可以从零开始，通过劳动走向

共同富裕，创造美好生活。

《山海情》斯瓦希里语版在东非国家广

受欢迎。一位名叫阿加莎的女性在社交平

台留言：“看了《山海情》，我要努力工作，让

家人享受幸福生活，也希望社会更加安定和

谐。”通过社交媒体互动与电话回访、建立收

视率调查系统等形式，我们持续跟踪观众的

观影反馈，积极调整方向适应市场需求，不

断积累影视剧的出海经验。此外，我们也主

动思考，针对非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对

影视产品的不同偏好，对影视作品的内容进

一步细分，从对外传播实践中汲取经验，反

哺未来的译制工作。

创 造 性 地 搭 建 形 式
多样的跨文化交流合作
平台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影视作品富有生

命力和感染力。优秀的影视作品集中展现

了中国人的民族品质和价值取向，通过电

视和网络进行播出，润物细无声地向非洲

观众展示出真实的中国、当下的中国与多

彩的中国，不仅可以增进中非民众之间的

了解，也能够弥合文化交流中可能产生的

误解。多年从业经验使我认识到，影视剧

的海外传播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终点，而

是 起 点 。 以 影 视 剧 译 配 与 海 外 传 播 为 载

体，我们可以创造性地搭建形式多样的跨

文化交流合作平台。

比如，配音演员的声音和剧中角色是否

贴合、情绪是否饱满、配合是否流畅，往往会

影响一部影视剧作品在当地的接受程度。

因此，自 2016 年起，我们在坦桑尼亚、尼日

利亚、科特迪瓦、南非和莫桑比克等国举办

数十场配音比赛，挖掘了不少非洲本土译配

人才，并在中国和非洲成立译制配音中心。

这一举措既有助于提升中国影视剧在非洲

的传播效果，又为非洲影视从业者提供更大

舞台，为非洲当代文艺注入新鲜内容。再比

如，我们在非洲启动形式多样的活动：推动

中国电影走入非洲乡村的“中国影视大篷

车”、选拔非洲优秀演员进行中国故事本地

化演绎的比赛“下一站明星”，以及向非洲市

场推介中国传媒企业及产品的“中国影视嘉

年华”等。这些交流活动让中国影视从业者

深入非洲，也让非洲民众真切看到当代中国

影视创作的勃勃生机。

影视剧译介传播工作犹如一座桥梁，此

端是多姿多彩的今日中国，彼端是充满期待

的非洲观众。希望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经

由这座桥走向非洲观众，不断增进中非人民

间的深厚友谊，给当地观众带去希望与蓬勃

力量，为中非交流合作培植更加深厚的文化

土壤。

（作者为播放《山海情》等中国影视剧的

非洲本地语频道负责人，本报记者万宇采访

整理）

当好中非文化交流的桥梁
王 倩

7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苏省苏州市平

江历史文化街区，步行察看古街风貌，观看苏绣制

作，体验年画印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表现出的韧性、耐心、定力，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丝绸源于桑树，取自蚕丝，经精工巧织，得绫

罗绸缎，彰显贵之荣。5000 多年前，华夏先民发明

了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

天下治。2000 多年前，丝绸开启了东西方的经济

文化交流，也见证了东方文明走向世界。光阴流

转，作为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丝绸已成为中华文

明的重要象征；今时今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文化在当代国际舞台愈发

闪亮夺目。

飞马传神，丝路连东西

古希腊时期，人们以马神珀伽索斯为原型，创

造了生有双翼的飞马形象。古希腊陶器上的飞马

一路东行，飞过波斯，跃离粟特，走进中国，与从东

向西传播的丝绸相遇，成为丝绸之路沿途使用最为

广泛的织锦纹样之一。从地中海沿岸的安底诺伊

到中亚的粟特，再到中国新疆、青海、甘肃等地，都

出土过不少织有飞马纹样的织锦实物，在中国丝绸

博物馆、法国里昂纺织博物馆和日本奈良法隆寺也

有类似的“飞马”织锦藏品。这一神兽形象出现在

不同时空的不同物质载体上，寄寓着人们朴素天真

的想象，以及对自由、速度和力量的渴望。

2020 年，为纪念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联合申

遗成功，中国丝绸博物馆牵头发起国际人文交流

活动——“丝绸之路周”，每年于丝路沿线不同国

家或中国不同省份举办，连续 4 年吸引来自 22 个

国家的 200 多家文化机构、2000 余万人次参与。而

颇有辨识度的飞马形象则成为“丝绸之路周”徽标

设计的灵感来源，与 5 个颜体汉字组合，展现了丝

绸之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东西文明互鉴的意蕴。

7 月 19 日，以“丝路同行 互鉴共赢”为主题

的“2023 丝绸之路周”在中国丝绸博物馆举行。本

次活动由首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的欧洲国家匈牙利担任主宾国，中国、法国、泰

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多个国家的博物馆共同参与。

作为今年“丝绸之路周”的重要活动，“丝路绮

粲：16—17 世纪匈牙利艾斯特哈兹家族丝绸服饰

展”和“文明大观：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两大主题展

览于近期开幕，展示丝绸之路对沿途地区丝绸文

化传播的卓越贡献，以及位于文明交汇点的敦煌

见证丝路不同文明和国家、地区之间交流互鉴、融

合创新的历史场景。“丝路绮粲”的展品均为首次

来到中国，其中 13 件贵族男士礼服采用意大利、西

班牙和土耳其所产的昂贵丝绸、天鹅绒和蕾丝量

身定制；“文明大观”则聚焦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敦

煌，栩栩如生的唐三彩胡人牵驼俑生动再现当时

的胡商形象，1∶1 精致复原的敦煌莫高窟第 285 窟

则融汇中国传统神话、古希腊神话等多元文化题

材于一炉。两个主题展览中外结合，从不同侧面

展现出古代丝绸之路上繁荣的商贸往来与多彩的

艺术创作。

价比黄金，丝艺通古今

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公元 2 世纪，

中国运送到罗马的上等丝绸售价达每磅 12 盎司黄

金，即 454 克丝绸等价于 340 克黄金，有“软黄金”

之称，一度成为欧洲最为珍贵的纺织品。意大利

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便藏有一幅庞贝古城壁

画《花神芙罗拉》，画中花神身着丝绸美服，留下动

人倩影。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亦描述

了丝绸远销罗马的情景：“赛里斯国林中产丝，驰

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

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

在历史文献中，关于西方掌握蚕丝生产技术的

历史也有诸多记载。例如《大唐西域记》便记录了

传丝公主将蚕种传入瞿萨旦那国（古西域国名）的

故事，《查士丁尼战争史》中也有印度僧侣将蚕种放

进竹竿手杖偷运至君士坦丁堡的记述。在丝绸流

入世界各地以前，古巴比伦人制作衣服多用羊毛，

古印度人多用棉花，古埃及人则多用亚麻。伴随蚕

丝生产技术和纺丝技艺的广泛传播，各国人民因地

制宜地创造出斑斓多彩的服饰文化。今天，印度和

东南亚的纱丽、越南的奥黛、阿拉伯的长袍……许

多国家的传统服饰仍以丝绸为首选面料。

近现代以来，丝绸产业愈发需要农业、工业和

服务业融通发展。历史上，曾有近 70 个国家和地区

种桑养蚕。18 世纪 60 年代，法国和意大利是当时

世界的现代丝绸业中心，养蚕业和缫丝技术领先其

他国家；近代以来，日本政府大力发展现代养蚕业，

蚕业科学技术研究盛行，日本生丝产量跃居世界首

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蚕桑产业得到迅速发

展，上世纪 70年代，世界蚕业中心重回中国。

作为世界上最早发明并利用丝绸的国家，中

国在蚕桑丝绸领域孕育发展的精巧工艺与文化智

慧日益得到世界认可。其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

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和南京云锦织造技

艺，代表了世界古代纺织技艺的最高水

平；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入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山东夏津黄河

故道古桑树群、浙江湖州桑基

鱼 塘 系 统 ，分 别 以 立 体 交

叉吸水固土网络和良性

生态循环系统展示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农耕智

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近

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则是迄今中国乃至世界

上保存数量最多、最系统的丝绸样本档案。而蜀

锦、云锦、宋锦、壮锦、缂丝、苏绣、沈绣等一大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承载着中国丝绸文化的

厚重历史与悠久传承。

国之佳品，礼仪达中外

中国素来被誉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礼仪

文化承古至今。据《穆天子传》记载，将丝绸作为礼

物相赠的传统始于西周。时至今日，在许多外交场

合，精美的丝绸织绣品频频亮相。2016 年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合礼”惊艳世界：“绫、罗、

绸、缎”四种传统丝织工艺与“平绣、乱针绣、打籽

绣、盘金绣”四种苏绣针法汇集于一条丝巾之上，轻

盈柔软，端庄秀雅。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与会领导人及配偶穿着宋

锦真丝面料制作的中式服装，海水江崖的传统纹样

寄托彼此山水相依、守望相助的美好愿望。

以丝线为墨，用针梭作笔，织锦、刺绣和缂丝

呈现出中国丝绸织绣的高妙技艺，展现出中国文

化艺术的精致优雅。100 余年前，都锦生织就中国

第一幅丝织风景画《九溪十八涧》。今天，高密度

全显像数码仿真彩色丝织技术在兼具传统织锦主

要特征的基础上，改进传统工艺，形成 4500 多种色

彩，令织锦作品艺术表现力更强。现代织锦《清明

上河图》《梅兰芳戏装艺术集锦》分获第一、二届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

奖。刺绣大师沈寿在传统绣艺基础上，融合西方

绘画手法，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仿真绣”。珍

藏于南通博物苑的《蛤蜊图》是其经典作品，作品

采用缠针、施针、滚针等多种针法，通过明暗对比

逼真表现出蛤蜊的质感。古有“一寸缂丝一寸金”

之称的缂丝通过“通经断纬”的织法，能够自由变

换色彩，正反两面如一，欣赏性和装饰性颇强，极

富立体感。南宋朱克柔的《莲塘乳鸭图》是缂丝中

的经典作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丝绸以多彩之姿、多样

之貌，展现出丝绸产业的技术创新发展，反映了丝

绸艺术创作的蓬勃生机。刚刚举行的第三十一届

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借助科技手段，用

“蜀中瑰宝”蜀锦和蜀绣“铺就”华彩夺目的锦绣之

路，寓意着各国年轻人共创美好未来。2022 年北

京冬奥会上，奖牌绶带以 24 姆米厚的真丝绸桑波

缎 织 就 ，高 支 高 密 的 真 丝 绶 带 质 地 柔 软 ，韧 性

极佳。

回望历史，从最初的商品到跨越万里、联结中

外的纽带，丝绸走过千年岁月与漫漫长路。瞩目

未来，丝绸将继续在国际舞台绽放勃勃生机，承中

华文明之精髓，添世界文明之绚烂。

（作者为浙江理工大学浙江省丝绸与时尚文

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丝绸》杂志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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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贝古城壁画

《花神芙罗拉》。

▲

电视

剧《山海情》

斯瓦希里语

版海报。

▲ 电视

剧《以 家 人

之 名》英 文

版海报。

以上图片均为王倩提供

▲汉代织锦护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复

制品（原件收藏于新疆博物馆）。

▲ 唐三彩胡人牵驼俑。

以上图片均为李启正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