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31 日，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在

第八十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制片之桥”

活动上进行展映，并将于近期在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等地上映。海外观众在预告片评论区热情

留言：“中国电影有了属于自己的奇幻大片，我

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到中国神话传说在这里的

影院上映！”在暑期档表现亮眼的《长安三万里》

则以动画形式再现瑰丽雄奇的唐诗天地，相关

短视频获得海外观众点赞：“我看过许多奇幻题

材的中国动画。这部影片呈现了历史上的人物

和故事，那些风景和文学如此美丽，令人向往。”

近年来，《妖猫传》《白蛇：缘起》《长安十二

时辰》等讲述中国传统故事、展现中华文化魅力

的影视作品屡获海外观众好评。这些成功“走

出去”的案例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影视

创作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感染力，是中国影

视远航出海的底蕴与动力。

聚焦国内：国产电影
票房节节攀升

近 10 年来，中国电影创作者积极探索，在政

策支持下，拍摄出一部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精华、紧扣时代脉搏、回应观众关切、故事精

彩动人、制作水准过硬的影片。2012 年，中国电

影票房达到 171 亿元；2021 年，这个数字超过 470
亿元。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在今年暑期

档得到集中体现：无论《长安三万里》《封神第一

部：朝歌风云》等传统文化题材电影，还是《八角

笼中》《孤注一掷》等现实题材电影，票房均领先

于同期上映的好莱坞知名电影。

国产电影能够斩获 87.58%的暑期档票房，不

是某部电影一枝独秀，而是整体质量稳步提升。

《长安三万里》吟诵着家喻户晓的璀璨诗篇，绘就

了穿越时空的壮丽诗境。当李白驾鹤飞越星河，

畅游浪漫雄奇的精神世界，一幅具有浓郁中国美

学特色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封神第一部：朝歌

风云》利用现代视听手段，将明代小说《封神演义》

和宋元话本《武王伐纣平话》中瑰丽恢弘的历史

图景和奇幻浪漫的神话世界以华丽逼真的视觉

画面纤毫毕现于银幕之上，令好故事得到好呈

现，反映出本土视觉特效取得的长足进步。体育

电影《热烈》以街舞为题材，拓宽同类型影片边界，

传递出普通人对理想与热爱的执着追求和绝不

言弃的坚韧精神。《孤注一掷》关注现实主义题材，

聚焦网络诈骗，将社会议题纳入电影创作，具有

较强的社会意义，引发观众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曾经占据中国电影票房大部分份额

的好莱坞电影创作日益同质化，难以满足中国观

众的多元审美需求。同时，以“漫威电影宇宙”为

代表的系列电影模式风行，这种由一部电影不断

衍生出相关系列电影的保守创新生产模式，虽然

减少了市场风险，却降低了原创性和多样性。据

美国专业票房网站 Box Office Mojo（票房魔力）

统计，截至 2023 年 8 月 4 日，北美本年度电影票房

前 20 名中，除《奥本海默》《疯狂元素城》等 4 部作

品为原创外，其他皆为续集和翻拍。例如，今年

暑期档引进的好莱坞电影中，虽有《碟中谍 7：致

命清算（上）》这样保持水准的传统动作大片，以及

《蜘蛛侠：纵横宇宙》这种视听语言优越的惊喜之

作，总体而言乏善可陈。同时，好莱坞电影因不

得不聚焦、回应美国国内尖锐的社会问题，在价

值观上逐渐丧失普遍性，与当下世界的发展变化

渐行渐远。诸如《尚气与十环传奇》《永恒族》等影

片因对不同文化进行刻板呈现等原因，票房和口

碑双双滑落。在美国社会日趋保守化的大背景

下，好莱坞电影进入相对下行的发展周期。

放眼海外：民族风格
释放新的想象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影视创作的宝贵

矿 藏 ，是 中 国 影 视 作 品 在 世 界 影 坛 的 立 身 之

本。回溯中国电影史，动画电影的发展历程颇

具典型性，充分说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1956 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推出《骄傲的将

军》，创作者们搜集大量古代绘画、雕塑、建筑等

资料，将京剧中的脸谱化造型、语言动作和背景

音乐融入动画制作，“探民族形式之路，敲喜剧

风格之门”的中国动画美学就此诞生。从《大闹

天宫》《哪吒闹海》，到世纪之交的《宝莲灯》，民

族风格始终是中国动画清晰的文化标识，也深

刻 影 响 着 世 界 其 他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动 画 创 作 发

展。例如，1941 年《铁扇公主》上映，这是亚洲第

一部动画长片，第一次让静止的中国山水画动

起来，亦启迪日本动画鼻祖手冢治虫踏上艺术

创作道路；此后，《大闹天宫》中经典的“美猴王”

形象成为世界性文化符号，对日本动画大师宫

崎骏的创作也产生深远影响。

2010 年，中国电影总票房首次突破百亿大

关，产业规模效应日益显现，掌握新一代影视技

术的行业人才在动画领域持续发力：《西游记之

大圣归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作品

呈集体上扬趋势。无论在艺术高度、工业水平，

抑或是在票房与口碑等方面，中国动画引以为傲

的民族风格实践正抵达新的高点：今年年初的动

画剧集《中国奇谭》中，《鹅鹅鹅》取材自中国古典

志怪小说《鹅笼书生》，写意水墨泼洒出一个层峦

叠嶂、云雾缭绕的艺术世界，角色设计采用素描

风格，全片以黑、白、红为主色调，展现水墨朱砂的

独特魅力，入围欧洲萨格勒布国际动画节。入围

第七十三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单元的动画

电影《深海》则以“粒子水墨”画风为观众称道，这

种画风糅合了水性材料和粉彩画特点，画面具有

流水般的飘逸效果，颜色对比强烈，大海如“打翻

的调色盘”般绚烂，成为动画作品中拓展传统水

墨风格的新探索和新尝试。

这些获得国际认可的中国动画电影，一方

面继承《大闹天宫》《天书奇谭》等上世纪民族风

格实践精华，并充分消化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

区类型动画的创作经验；另一方面将中华传统

文化符号年轻化和时尚化，以更为生动多元的

作品形态，为民族风格开辟新的表意空间，释放

出开启民族风格新阶段的艺术想象力，令当下

海内外观众顺畅接受并广泛共情。与此同时，

近 10 年来，中国电影创作者积极应用世界先进

影视工业技术，在大幅拓展艺术表现力和感染

力的同时，潜移默化地生成了《中国奇谭·鹅鹅

鹅》《深海》等作品所呈现的新的、具有全球普遍

性的美学风格与文艺经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世界的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并非“照着讲”，即原封不动地把传

统文化元素搬上银幕；而是“接着讲”，即对古典文

本进行改编和再创造，赋予其时代意义，或以带

有民族风格的艺术手法讲述当代故事，释放出新

的文化想象力，为民族风格实践探索出可持续的

新路径。在此过程中，具有鲜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特征、体现中华民族当代价值的影视作品，有

助于消融国际社会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偏见和

壁垒，增进中外民众对话与文化交流。从这个意

义上讲，中国动画电影“走出去”的实践轨迹，或能

为影视创作者提供一些启示。

着眼未来：打造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IP

影视作品的跨文化传播并非线性的匀加速

过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情况令出海有着

不同的航向、频率和策略，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依然是“最大公约数”。这些优秀作品的内核基

于人类共通的情感和价值观念，让世界各国观

众都能产生亲近感；作品表达则蕴含中华文化

的诗意风格和飞扬想象，内容题材呈现中华民

族的动人故事与智慧结晶，视觉形象具有鲜明

的文化辨识度和独特的美学风格。

这些经由中国影视创作者匠心打造的作品

犹如文化银河中的璀璨星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IP 成为愈发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并反哺内容

创作，向更多海外观众展示中华文化悠久独特的

动人魅力和丰富多元的不同面向：电视剧《长安

十二时辰》扎实考据，生动复原长安城的旧时建

筑、器物和美食，以平民视角讲述唐代生活的烟

火日常；动画电影《白蛇 2：青蛇劫起》《新神榜：杨

戬》中，创作者们采用崭新的视听语言重述古代

神话传说，给主人公的服装打扮、言行举止加入

现代元素，精神气质却未背离“白蛇传”“沉香劈山

救母”等传统故事，歌颂人性、反抗黑暗、追求自由

依旧是不变的主题，科技感十足的未来世界与神

魔激斗的玄幻世界相结合，一个散发着未来感的

“中国神话宇宙”初具雏形；《苍兰诀》《风起陇西》

等古装、武侠剧集，依托于我国以网络文学为代

表的通俗文艺创作，在《琅琊榜》《步步惊心》等作

品的传播基础上更进一步，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

观众群体中引发广泛共鸣。

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IP，不是将传统文

化进行“奇观化”展示，而是深入挖掘并呈现传

统文化超越时空的精神气质，使之与故事的内

容讲述、主旨意蕴和表现形式更加贴合，真正让

历史人物走出来、让历史文物活起来、让历史故

事酷起来。当下一些古装偶像剧在服装、道具

等方面投入很大，作品中不乏传统文化元素和

符号，但因缺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内

核，难令海外观众产生体验感和代入感，遑论产

生共鸣式的传播效应。

因此，影视创作者不仅要在视觉层面用心

用力，更应潜心打磨作品的内在品质，积极吸

收、灵活化用传统文化精髓，赋予历史故事以符

合时代精神的主题意蕴，找到社会价值和商业

价值的平衡点，为影视作品出海提供可以乘风

破浪的新航道。

我们期待具备更鲜明民族风格、创新中国影

像语言体系的高质量影视作品不断涌现。我

们也期待通过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优秀

影视作品，将新时代中华儿女的精气神生

动、鲜明、从容地展示给全世界。

（作者为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

干部学院副研究员）

图片均为孙佳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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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利，巴勃罗·聂鲁达的黑岛

故居和他的诗作一样有名。20 世纪

30 年代末，聂鲁达从战火初燃的欧

洲回到祖国智利，购置了一块海岸边

布满黑色岩礁的土地，一栋石头房子

坐落其上，诗人将之命名为“黑岛”。

从此，黑岛成为聂鲁达周游世界后一

次次返回的港湾，他在这里面朝大

海，回忆、想象、创作、会友。

流入宽广世界
深入群众生活

对于聂鲁达来说，面朝大海，并

不意味着背对俗世、远离人间，他的

石头房子里装着整个世界，正如中国

诗人艾青在给聂鲁达的诗中所写的：

“ 房 子 在 地 球 上/而 地 球 在 房 子

里”——1954 年，艾青在聂鲁达黑岛

的家中做客，写下充满欣喜、钦慕和

希望的诗篇《在智利的海岬上》。今

天，这里已经成为聂鲁达故居博物

馆。我去参观时，车子从原野中延伸

的高速公路驶下，拐过几个弯，浩瀚

的太平洋横亘眼前，广阔无垠，激动

人心，仿佛一首诗抵达高潮。

在诗人故居院落里摆放着一条

小船。小船的象征意义显然大于实

用意义——这片港湾并非聂鲁达的

遁世之处，而是他与世界、与无数个

遥远异邦的连接之域。房子里摆满

他从世界各地带回的纪念品：船头雕

饰、各种形状的海螺、奇形怪状的玻

璃瓶、放在玻璃瓶里的船模、面具、旧

鞋子、烟斗……如同孩子，诗人收集

着所有他觉得好玩儿的东西，把家变

成包罗万象的博物馆。

聂鲁达的家，不是奢华和那种含

蓄展示财富的“格调”。他在世间一

切普通物件中发掘美的价值，他珍视

并歌颂大自然的造物和手工劳动的

成果，这和他的诗作风格相一致——

他是世界的诗人、人民的诗人。他曾

在诗作中声明，在他死后，这栋房子

要留赠给劳动者们，“兄弟，这里就是

我的家，/请到我这个在贫穷的战斗

中建造起来的/海花星石世界中来。”

海花、星石，仿佛是海潮和星光

的结晶。大海与星星的形象，频繁出

现在诗人青年时代的成名作《二十首

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见上图，张伟

劼供图）中，它们构成了青涩之爱的

意境，它们属于诗人自幼常见的自然

景色——空旷的智利南方，仿佛是被

“文明”世界遗忘的一个角落。

诗人深爱这片尚未被工业文明

“污染”的土地，也爱这片土地上的

人。“倚身在暮色里，我朝你海洋般的

双眼/投掷我哀伤的网”“是谁用烟的

字母把你的名字写在南方的星群之

中？”“今夜我可以写下最哀伤的诗

句。/写，例如，‘夜里星繁，/星星在

远方很湛蓝，打着寒战。’”……在这

些诗篇里，我们看到一个时而激情澎

湃地追逐爱侣、时而为爱人不在场而

黯然神伤的纯真少年。一切都是最

质朴的情感，用朴素的语言写就，一

如那朴实无华的智利南方风光。

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我曾看到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的诗

句被印在地铁车厢里。在智利作家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的小说《邮差》

以及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中，老诗人

聂鲁达与年轻的邮递员结为好友，教

他写情诗，为他追求心仪的姑娘助一

臂之力。诗歌没有成为遥不可及的

阳春白雪，而是流入宽广的世界，深

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

永远面朝大海
永远满怀希望

如果说吟诵着《二十首情诗和一

首绝望的歌》时的聂鲁达还是一个惆

怅于儿女情长的年轻小伙儿，那么在

后来的创作中，在探索诗艺的同时，

他不断拓宽着情感的音域，从多情到

博爱，从“我”到“我们”，自觉担负起

一名作家的社会责任。诗人经历了

波澜壮阔的生活：23 岁起即担任智

利政府派驻亚洲的外交官，辗转于缅

甸、锡兰（今斯里兰卡）、爪哇（今印度

尼西亚）等地，后又被派驻西班牙，亲

身经历了西班牙内战，并竭尽所能地

帮助忠于西班牙共和国的难民。他

自己也不见容于以铁腕镇压智利工

人运动的当权者，在 45 岁时踏上流

亡之途，翻越国境线上的皑皑雪山

后，走遍了世界。

成为聂鲁达诗歌创作顶峰的是

出 版 于 1950 年 、由 200 多 首 诗 汇 成

的史诗式著作《漫歌》。阿根廷作家

博尔赫斯在其奇幻小说《阿莱夫》里

提到一个要把大千世界写入一首长

诗的诗人，聂鲁达在《漫歌》和《元素

颂》中就表现出这样的雄心：全部美

洲的历史、整个大陆的风光、生活在

这块大陆上的所有人、诗人热爱的一

切事物都呈现于这些诗篇之中。对

一切凡俗之物不做美化地如实再现，

是西班牙语世界的美学传统。作家

与人民站在一起，投入争取解放的斗

争，是拉丁美洲文学一以贯之的倾

向。诗人一再在诗中阐明立场：“采

石人胡安，维拉科查之子，/受冻者胡

安，绿色星辰之子，/赤脚者胡安，绿

松石之孙，/请上来和我一起出生，兄

弟”“我希望，在工厂和矿山的出口，/
我的诗歌融汇于土地、空气，/和受欺

凌之人的胜利”……诗人书写人民的

苦难、人民的斗争，以及那顶顶重要

的、最适合诗歌来表现的——希望。

在这样一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浩

劫的世界，诗人期待着更美好的明

天：“我期望/狂暴的海风冲击撕碎的

雨丝/将我冲入地下的深处，/然后再

顺着地底的河道/奔向地层里复苏的

春天。”

聂 鲁 达 也 见 证 了 中 国 的 新 生 。

他在回忆录《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

中写道，1928 年的东方之旅，他曾途

经上海。 1951 年，当他再次访问中

国 时 ，看 到 的“ 已 是 一 个 崭 新 的 国

家”：“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在广大土

地上雄辩地发生了变化。”他看到，在

这个焕然一新的中国，人们的脸上洋

溢着重获新生的笑容：“中国人是世

界上最爱笑的人……没有任何一个

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接待他的中

国作家们也以真诚、美好的笑与他一

路同行，其中，就有诗人艾青。1954
年，艾青访问智利时，智利人民的热

情友好同样令他印象深刻。艾青在

诗中写道：“在世界的这一边，/人们

把我们抱得这样紧，/紧得使我们透

不 过 气 ，/在 我 们 的 脸 上 使 劲 地 亲

……”1957 年，聂鲁达再访中国，再

次在艾青的陪伴下游览神州大地。

他以诗人之眼看到中国人民取得的

建设成就，他感叹：“这个国家里连最

原始的草鞋，都像是稻草制作的花

朵。”在乘坐游轮欣赏长江三峡风光

时，他注意到忙于耕种的人们：“在极

高处，在壁立的岩石之巅，一个褶皱

里只要有点儿生长植物的土壤，就有

中国人在那里耕种。”他也因此对中

国充满信心：“辽阔的土地，人的非凡

劳动，一切不公正现象的逐步消除，

这三者的结合一定能使中国人美好、

广阔而深厚的人性更加发展。”

当聂鲁达在黑岛的房子里眺望

太平洋时，他一定曾经意识到，大洋

彼岸就是中国，尽管这意味着地球两

端一段极为漫长的旅程。诗的精神

能够克服地理上的距离，让不同语

言、不同文化的民族实现心灵的连

通。今天，聂鲁达的诗歌在我们的语

言里不断焕发生机，老中青译者竞相

用最美的中文“再造”那些以同样优

美的西班牙文书写的诗作，因为它们

“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

大 陆 的 命 运 与 梦 想 ”——1971 年 聂

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

的颁奖词如是说。半个世纪前，诗人

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中辞世，他的诗歌

一直鼓励着喜爱他、怀念他并追求解

放的智利人民，支撑着他们度过艰难

岁月。今天，诗人的墓碑守望在涛声

如歌的黑岛上，永远面朝大海，永远

满怀希望。

（作者为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

主任）

再读巴勃罗·聂鲁达
张伟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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