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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新时代·新影像”中外

联合创作计划的 5 部中外合拍纪录片在美

国探索频道播出，它们或聚焦社会责任与

人文关怀，或介绍传统文化与民间技艺，或

展现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实践，通过一个个

可感可知的个体故事，传递出饱含社会关

切和人文关怀的新时代中国形象。

纪录片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

体，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搭建桥梁。近年

来，解读中国工作室策划推出一批中外合

拍纪录片作品，生动记录贴合我国实情的

时代影像，积极探索国际传播创新路径，在

海外观众中引发广泛反响。

讲述中国式现代化
成就

多年从事国际传播实践，我们发现，越

来越多外国朋友看到中国的巨大发展成

就，他们对此既感兴趣，又有些疑惑：“中国

是如何在‘一夜之间’变得繁荣强大的？”

去年 7 月，解读中国工作室参与举办

了 2023 海丝国际纪录片大会，来自 4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400 多名纪录片制作人、导

演和专家学者围绕纪实影像创作、中国故

事讲述、跨文化合作等话题展开交流。

我们发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导演

拍摄的纪录片正聚焦中国。当前，全球经

济发展不平衡加剧，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

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

些国家的导演陆续创作出真实介绍中国发

展经验的影像作品，以期从中国式现代化

中汲取宝贵经验。同时，虽然西方主流媒

体塑造出的中国形象时常有些僵化刻板，

但发达国家的观众们对于中国取得的实实

在在的成就，仍然渴望了解。

理解了海外观众的普遍心态，如何对

外讲好中国故事的答案也清楚了：既要把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成就讲清楚，也要

把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道路、理

论、制度和文化因素讲明白，进而把中国式

现代化的启示意义和可资借鉴之处分享给

海外观众。这，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也是

国际受众最想了解的中国故事。

2021 年，解读中国工作室推出纪录片

《中国减贫：史无前例的人类奇迹》和《超凡

未来：你不了解的中国科学故事》，前者由

日本纪录片导演藤田纯夫执导，将中国的

减贫实践与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相互

映照，讲述发生在云南、贵州、甘肃等地朴

实无华的真实故事；后者由英国纪录片导

演克里斯托弗·莱利执导，聚焦中国 10 多

位顶尖科学家，不只记录下振奋人心的中

国科学成就，还讲述了中国科学家在探索

路上经历的坚守、奋斗、泪水和梦想。《中

国减贫》在欧洲新闻台等海外主流电视

台和网络平台播出，《超凡未来》入围

2022 年美国原始科学电影节，两部

作品均荣获 2022 年美国聚光灯

纪录片奖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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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新时代中国故事面向的海外观众对

中国国情、历史和文化或许知之甚少，宏大

叙事有可能令他们对作品敬而远之。对于

外国受众希望获知的“大道理”，我们更适

合讲“小故事”——关注普通人的苦乐悲

欢，着重讲述“人”的故事、关注“人”的共同

命运、带入“人”的共通情感，让国际受众感

受到中国人是和他们一样有血有肉、有梦

想、有家庭、有付出、有获得的人，继而从这

些平凡人的“小故事”里体味到中国人民的

友善、中国社会的活力和中国文化的魅力。

例如，解读中国工作室和两届奥斯卡

奖获得者、英国导演柯文思合作拍摄纪录

片《柴米油盐之上》，以平实感人的口吻讲

述了一个个普通中国人逐梦小康的故事，

片中的村支书、女卡车司机、杂技演员和快

递公司董事长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过上

了美好生活。该片在美国探索频道等国际

主 流 媒 体 广 泛 播 出 ，获 得 理 想 的 传 播 效

果。柯文思曾告诉笔者，西方民众更愿意

感受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的梦想和奋斗

——这样的“小故事”拥有着广泛的传播

力：“14 亿中国人民有 14 亿个值得让世界

听见、看见的精彩故事。”

中 外 合 作 ，推 动 纪
录片更好走出去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的国际传播，

作品中的“外方视角”不可或缺。中外合拍

在运用“外方视角”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是

讲好中国故事的好路径。通过引入外方导

演视角，推动国内导演深入研究受众需求，

注重国际化表达，从而避免影片在国际传

播中“曲高和寡”。

2022 年 8 月，“新时代·新影像”中外

联合创作计划面向全球公开征集新时代

中国影视选题，最终 62 个选题入选。一

年 多 来 ，中 外 联 合 创 作 团 队 深 入 中 华 大

地，从西藏阿里到云南大理，从辽西乡村

到内蒙古草原，从三江源国家公园到上海

自贸区，用镜头记录下波澜壮阔的新时代

中国壮美画卷，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焕发出

的蓬勃生机。

纪录片《回到土地》讲述了广东肇庆农

民陈朴一家为解决过度使用化肥问题进行

的土地保护和变革之旅，让世界看到中国

人为之奋斗的生态农业实践。纪录片中，

中方导演喻峰希望讲述肇庆解决当地土壤

被农药污染的故事，外方导演、华纳兄弟探

索集团副总裁魏克然·钱纳建议加入多国

土壤污染现状，使节目内容与海外受众产

生紧密关联，向世界提供土壤污染治理的

中国方案。中方导演对于本土化题材的深

刻理解，结合外方导演对于各国情况的了

解和影像化叙事的优势，令纪录片在美国

探索频道播出后得到各国网友普遍点赞，

成为“用世界语态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

实践。

中外合拍纪录片，两种思路、两类视角

在创作中取长补短、寻求共识，既为国内团

队带来国际化表达方式，也向国外团队传

递中方价值观念。解读中国工作室在和日

本导演竹内亮合拍纪录片《走近大凉山》

时，鼓励竹内亮以其擅长的“私人旅行”风

格放手创作。纪录片把镜头对准昭觉县悬

崖村易地扶贫搬迁村民、昭觉小学足球队

教练和学生、布拖县小学支教教师、布拖县

小学学生和务农父母等，通过愉快轻松的

纪实故事，自然呈现大凉山的历史传承、风

俗习惯和当代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

纪录片的视听语言风格符合海外受众普遍

预期，在日本 NHK、富士电视台等电视媒

体播出后，引发广泛反响。

推动纪录片“出海”，在讲好故事的同

时，也应重视传播渠道，避免产品投入成本

和实际效果发生失衡。为此，我们重视国

际主流媒体和社交网络的力量，并主动与

符合国际市场规则的发行公司建立市场化

合作。例如，土耳其人布拉克既是纪实节

目导演，也是土耳其“超级网红”，国内外社

交媒体粉丝超过 500 万。解读中国工作室

和布拉克合作拍摄纪实短视频《洋女婿阿

布“吆不到台”》，从他的视角出发讲述中国

四川泸州的乡村巨变。片中，布拉克身着

泸州当地花棉袄，赶大集、干农活、迎收获，

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阐释

一位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乡村振兴，节目上

线后获得海外观众热议。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仍然是世界上建

立理解和信任最有效的工具，纪录片创作

者有责任巧妙地构建和展示这种交流。”这

是魏克然·钱纳在 2023 海丝国际纪录片大

会上的发言，我们深有共鸣。今年是解读

中国工作室成立 10 周年，未来，我们将继

续挖掘能够代表中国变革和中国精神的题

材，拓展中国故事的全球化表达，通过真实

的故事和真挚的情感，展现可信、可爱、可

敬的中国形象。

（作者为解读中国工作室负责人）

图片按顺时针顺序依次为：

《中 国 减 贫 ：史 无 前 例 的 人 类 奇 迹》

海报。

《超凡未来：你不了解的中国科学故

事》海报。

《柴米油盐之上》海报。

“新时代·新影像”中外联合创作计划

展映活动海报。

《走近大凉山》海报。

《洋女婿阿布“吆不到台”》海报。

2023 海丝国际纪录片大会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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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本 是 文 明 交 流 互 鉴 的 有 力 信

物。千百年来，典籍版本穿越时空，讲

述着人类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

故事，记录着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文明

从相遇、相识到交流融合的奇妙旅程。

2019 年是中法建交 55 周年，当年

3 月 24 日，习近平主席在法国尼斯会

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前，马克龙

总统向习近平主席赠送 1688 年法国

出版的首部《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

这部《论语导读》，就是一件见证中欧

文明交流的珍贵典籍版本。

位于北京中轴线北延、燕山脚下，

典藏古今中外载有中华文明印记、文

字符号、文脉信息的各类版本资源的

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吸引着社

会各界前来参观。在基本陈列“斯文在兹——中华古代文明版本展”的

“美美与共”展示专题，《论语导读》静陈其中，往来观众驻足观看，不时

询问。这件版本牛皮封面、飘口烫金、染纹纸环衬、书口刷红，具有典型

的法国启蒙时期书籍装帧特征，记载的内容却是 2000 多年前中国先哲

的文化思想。

版本的诞生：
实证中欧文明交流发展

1688 年，法国学者同时也是医生、哲学家和探险家的弗朗索瓦·贝

尼耶将《大学》《中庸》和《论语》的内容翻译为法文，全称《孔子与王家科

学》，又译为《孔夫子或王子的学问》或《孔子或君王之道，包括中国古代

皇帝和官员政治统治特有的道德原则》，翻译了《论语》约 3/4 的内容。

后来该书名称被译为《论语导读》，盖因“致读者”中写道，这本书可以

“作为阅读孔子的钥匙和入门”。《论语导读》是历史上首部将一整套儒

家经典翻译成法文的译著，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

贝尼耶翻译《论语导读》既有个人因素，也有社会因素。他生活于

17 世纪的法国，除早年师从哲学家伽桑狄，接受过系统哲学和科学训

练外，还是一位东方学家，对儒家学说很感兴趣。当时，欧洲社会对中

国充满向往与崇敬，贝尼耶敏锐地捕捉到欧洲掀起的“中国热”，拉丁文

版《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出版让他发现了理想的政治哲学，于是在暮

年翻译了《论语导读》，大大推动欧洲学者对于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

研究热潮，法国也成为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发源地。

版本的流变：
彰显中华传统文化智慧

《论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早在 17 世纪就已传入欧

洲，其最早的西文版本是 1687 年在巴黎出版的拉丁文版《中国哲学家

孔夫子》，这也是《论语导读》最早的版本溯源。贝尼耶选择以 1687 年

拉丁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为底本进行翻译，并在译本结构和内

容上对拉丁文本进行重组、删减和补充。与传教士向西方传播中国

经典时的“中学西传”不同，《论语导读》将中华传统“孝道”文化和“持

中”文化作为内容重点，强调孔子思想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实现了

“中学西用”。

贝尼耶首次用法文传达孔子思想，引发伏尔泰和卢梭等法国启蒙

思想家的关注。《论语导读》被视为欧洲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先声，自此

之后，其他语种的改编本或节译本相继出版，如伦敦 1783 年出版的增

补版法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博洛尼亚 1822 年出版的《中国

哲学家孔子的道德》意大利文译本，以及德国汉学家花之安于 1872 年

在香港出版的德文译本，等等。《论语导读》的版本流变发展，为我们复

现了 17 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进入西方主流知识界的过程。

版本的归藏：
见证中法文明交流互鉴

据学界研究，《论语导读》目前只有寥寥数个手抄本存世。2019 年

马克龙总统向习近平主席赠送的那本《论语导读》，就是其中之一。历

经 300 多年流转，这件珍贵版本以“国礼”的身份来到中国并入藏国家

图书馆。这种“仪式感”是对它穿越时空的礼赞，见证了中法文化源远

流长的交流史，展现了不同文明的相互启迪与共同发展，也是新时代中

法文明交流互鉴的标志。

在轮展这件稀世珍宝的同时，国家版本馆典藏有《论语》英语、法

语、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德语、日语、老挝语、越南语等

20 余个外文版本，以及盲文版等共 280 余部译本，还展示了品相完好的

明代绢本墨色画《三圣像》记载的华服纹饰中的“华服”版《论语》。这些

版本以不同语种、不同形式共同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论语》的

藏展谱系，彰显国家版本馆以收藏为主业，以版本为媒介，典藏文明之

美、传播文化之华的崇高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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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巴拿马城，许多人都会想到巴拿

马运河，想到因其繁荣发展的区域贸易金

融中心。的确，行走在巴拿马城的新主干

道巴尔博亚大道上，目之所及是风格前卫

的企业总部办公大楼、购物中心和现代住

宅，令人不由将这座城市与“摩登”挂钩。

然而，乘车穿行城中，不时透过车窗却

可看到反差巨大又十分和谐的画面——一

侧是高楼林立的国际化都市，另一侧是颇

具加勒比风情的红瓦屋顶和铁艺雕花栏杆

阳台。现代化新城将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巴

拿马古城和老城连接，处处展示着历史和

现代的碰撞与融合。

在巴拿马城市区以东约 8 公里处，一

片绿林之中，巴拿马古城静静矗立。古城

遗迹面朝大海，断壁残垣散落于绿草坪中，

无声诉说着历史。1519 年，西班牙人在这

个曾经的小渔村建起最初的巴拿马古城。

最辉煌的时刻，这里人口超过 1 万，城中建

有 平 坦 的 道 路 、宽 敞 的 住 宅 和 繁 华 的 广

场。然而，1671 年，海盗摩根带领上千人

登陆巴拿马，不仅将财富资源洗劫一空，还

纵火将整座城市焚毁，一个多世纪的历史

记忆付之一炬。

走进巴拿马古城，徐徐吹拂的海风带

走附近都市车水马龙的喧嚣，热带的阳光

毫不吝啬地在每块砖石、每棵草木上留下

光亮的笔触。行走其间，透过散落的遗址

古迹和博物馆中的精美文物，依稀可见这

座城市曾经的风貌。历经百年风霜洗礼，

大部分建筑只剩地面上残存的石基，留待

后人想象它曾经的规模；少数建筑仍保存

有较为完整的石墙、石柱和拱门，隐约得见

繁盛时期的恢弘。

古城博物馆陈列着色彩斑斓的瓷砖、

纹样繁复的陶器、精美的金属工艺品和雕

塑，向后人展示着古城居民丰富的物质和

文化生活。古城中心有一座保存状况较好

的钟楼。登上这座 4 层高的建筑，可以俯

瞰古城遗址，也可以眺望不远处的新城。

钟楼宽大的窗口仿佛画框，将由一座座摩

天大楼组成的城市天际线定格。脚下是曾

经，所见是当下，一座城市的发展变迁如画

卷般在眼前铺展。

如今，开阔的广场遗址是各类文艺和

公益活动的理想举办场所。笔者探访时，

不少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搭建舞台、设置

布景、摆放座椅，为一场即将在夜晚举办的

音乐会做着准备。这一刻，历史成为温暖

的背景，用无声的温柔观照后来者继续书

写他们的故事。

在巴拿马古城毁于大火两年后，人们

在古城以西、三面临海的半岛上重建市区，

成为如今颇受游客青睐的巴拿马老城。圣

弗朗西斯科教堂、巴拿马国家剧院等历史

建筑都坐落于这座面积不大的老城之中。

与仅存遗迹的古城不同，今时今日，巴拿马

老城仍然散发着浓浓“烟火气”。石块铺就

的街道两侧，饰有精美浮雕的欧式建筑与

配色奔放的拉丁风格建筑交相辉映；独立

广场上，原住民后裔身着传统服饰向游客

展示传统歌舞；街角店铺涌动着瑰夏咖啡

独特的香气……往昔和今日又一次自然交

汇 ，沿 着 连 接 古 城 和 新 城 的 道 路 延 伸 向

未来。

古城、老城、新城，在不重叠的时间里

各自辉煌，在相同的空间中留存巴拿马城

宝贵的历史和回忆，讲述着这座城市和驻

足其中的人们的故事。即使岁月如咸湿的

海风一般，侵蚀着曾经宏伟的建筑，也无法

带走那些它们曾经见证的闪亮瞬间。

巴拿马城的叠影
宋亦然

开栏的话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

鉴而丰富。作为历史的活化石，文

物 是 传 承 文 化 与 文 明 的 物 质 载

体。在浩瀚的人类文明发展历程

中，留下了无数凝聚前人思想智慧

的精美文物。它们既是可以静观

品鉴的器物，亦有着文明交流碰撞

的生动故事，值得深入发现和弘

扬。本版今日起推出“博物视界”

栏目，在博大精深的文物世界中采

撷极致之物，探寻文物背后文明交

流互鉴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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