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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 随 着 数 字 化 、网 络 化 、智 能 化 进 程 ，“ 文

化+科技”的融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

度，大量文化新业态蓬勃出现。网络文学、网络

剧、微短剧、电竞游戏、沉浸式展演等新业态，不

仅为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丰富多样的选择，

而且日益受到海外受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欢迎，

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有生力量。

以微短剧为例，去年 7 月以来，国内公司开

发的微短剧应用一度在多个国家及地区手机应

用商店下载榜单中名列前茅。抖音、快手、优酷

等视频平台都推出各自的微短剧扶持计划，中

国微短剧成为中国网络文学之后又一个全球文

化现象。再如动漫领域，不少国漫 IP 走出国门，

一些动画电影在海内外同步上映，取得优异票房

成绩，还有一些动画在海外电视台黄金时段播

出。中国游戏在海外市场的热度也与日俱增。

在东南亚地区，中国企业开发的游戏成为当地热

门的电竞项目，不仅入选了第三十一届东南亚运

动会，而且相关赛事在线观看人数、总观看时长

均创新高。

这些文化新业态走向海外并受到欢迎，有赖

于文化企业在国内市场磨练出的本领，有赖于开

阔的国际视野，有赖于主动探路国际市场并参与

全球竞争的勇气。观察这些出海新业态，会发现

它们在继承文化走出去既有经验基础上，也在探

索新模式、展现新特点。

主动搭建平台，扩大出海渠道。相较于传统

文艺形式，文化新业态往往依托互联网和新媒体

进行创作生产，便捷的网络与媒介也成为其出海

的重要依托。2020 年以来，我国网络文学出海平

台数量呈现倍数增长，除了原有的起点国际、掌

阅科技等头部平台，许多中小型平台也开始涌

现，并且聚焦特定市场或特定类型。网络文学出

海向纵深推进，走出去模式由作品授权的“内容

出海”，升级到商业模式输出的“生态出海”。网

络文学读者分布更加广泛，在东南亚地区和北美

地区成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到欧洲、澳

洲等地区。

借助流行媒介，实现轻巧化传播。以文化

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一

直以来，在海外受到欢迎的中国文化如书法、国

画、剪纸、功夫等，往往都需要较长时间的学习与

浸润，才能领略、欣赏、掌握其魅力。相较而言，

如今流行海外的中国网络剧、动漫、微短剧等，节

奏轻快、内容鲜活、叙事巧妙，更加契合当下人们

对碎片化、轻量化、互动化的文化内容的消费需

求。一些新业态文化产品往往带有强烈的当代

价值理念和情感诉求，易于引发共鸣，在出海过

程中也主动采取大众化传播策略，使原本需要深

入领悟和解读的厚重文化内容，以更灵动的方式

推广开来。无论是微短剧的爆火，还是“科目三”

引发海外博主的竞相模仿，一些作品的海外传播

借力社交媒体，激发海外受众的“二度创作”热

情，让传播效果得到指数级放大。

做好本土适配，跨越文化壁垒。文化新业态

出海之所以受到当地民众喜欢，更重要的是由

于深入研究了当地的文化、风俗、用户社交偏好

等特征，因地制宜进行本土化创作。一些微短剧

制作机构不是直接译制国内作品，而是通过聘用

当地演员，使用本土化的剧本、置景等，赋予作品

更多当地文化面貌，让观众因亲切而亲近。又

如，近年来国产综艺节目在内容议题上愈加关注

青年人的职场、恋爱、人际关系等，与之相似，这

些综艺的海外版也瞄准青年一代的日常生活与

精神世界，营造陪伴感与沟通感，受到年轻观众

喜爱。

当然，应该看到，文化新业态出海在拥有平

台渠道、拥有海量的海外创作者之后，更要有对

质量和标准的自觉追求。例如，网络综艺《这！

就是街舞》海外版的播出，就在节目模式出海上

进行有益探索。为达到国内外节目模式统一，节

目组编制了详细的制作宝典，并提供视觉设计、

舞美等节目素材，最大程度保障节目效果。在电

子竞技领域，随着中国电竞俱乐部在世界赛事中

夺冠，中国电竞走向国际舞台，在赛事组织、观众

引导、宣传推广等方面向国际一流水准看齐，积

极搭建国际化赛事体系，提升中国电竞企业在市

场上的竞争力和话语权。

文化新业态出海是一个从分析市场、满足市

场到引导市场、创造市场的过程。一方面，要从

创意和创作端发力，以人类共通的情感，以高品

质的内容，展现当代中国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追

求，展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创新活力，展现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要考虑

建立灵活高效的海外创作生产机制，按照当地的

法律政策和市场环境，以接地气的内容满足当地

文化需求，创造文化消费新赛道。但无论采用怎

样的方式，提升产品品质、优化出海内容、树立品

牌声誉、重视用户体验，都是文化新业态高质量

发展、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的关键所在。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文化市场，拥有

众多具备国际视野、非凡想象力、文化创意力和

技术创新力的青年群体，他们持续不断地进行文

化业态的更新迭代和创新创造，有力助推中华文

化走出去。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文化新业态成为出海传播新力量
张 铮

身穿汉服头戴朱钗，抬手拨弦乐声轻扬。我

在法国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地标建筑前弹奏古

筝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世界各地网友的

喜爱，多次被国外媒体报道，收获了许多观众的

暖心留言。现在，我在网络上已经受到 3000 万

人关注，与民乐演奏家方锦龙合作的国乐快闪作

品播放量近亿，点赞过百万。我很高兴能通过短

视频这一方式，给外国观众打开一扇了解中华文

化的窗户。

我是来自湖南怀化的 95 后旅法留学生，同

时也是一名音乐视频博主。我 7 岁开始学习古

筝，从武汉音乐学院毕业后前往法国波尔多第三

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主修音乐学专业。起初，

我只是出于锻炼胆量的目的，在法国街头进行古

筝表演。后来，随着线上线下关注我的人越来越

多，我分享自己所学、展现中国民乐魅力的想法

越来越坚定。街头演出与网络互动，给我的留学

生涯留下一段难忘的回忆。

刚开始表演时，我发现很多观众分不清亚洲

不同国家的文化，经常把我认成其他国家的表演

者。我把自己的这一经历剪辑到短视频中，有网

友留言说可以穿汉服试试。恰好我在大学期间

就很喜欢中华传统服饰，于是就尝试穿着汉服演

奏。如此一来，不仅辨识度更高，演出效果也更

好了。此后，“古筝+汉服”成为我进行街头演出

的标配。

外国观众对中国传统乐器和服饰非常好奇，

经常会停下来仔细观看，询问有关中国文化和

音乐的问题，我都一一耐心解答。在一次演出

中，我发现一个外国男生举着手机在大声地视

频通话，演出结束之后他慢慢凑过来，告诉我他

正在和妈妈通话。原来，他的妈妈在法国另一

个城市，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透过儿子的镜

头观看了我的表演。我在视频中告诉男生的妈

妈，这个乐器叫古筝，然后又轻弹了一小段，她在

视频中开心得手舞足蹈。还有许多人会被音乐

吸引，跟随节奏拍手、摇摆甚至跳舞。有一次，我

用古筝演奏了一首探戈名曲，随着音乐的推进，

好几对观众自发加入进来，热情起舞。看着他们

那么陶醉，那么惬意，我的心里也充满着感动和

温暖。

为了让外国人更好地感受中国民乐的魅力，

我尝试了许多方法。比如，通过表演曲目的组合

调配，呈现古筝音色丰富、多元包容的特点。传

统古筝名曲是我的必演项目，因为它们是世代积

淀下来的艺术精华，最能体现古筝艺术的源远流

长。除了古筝曲目，我还会选择一些中外流行歌

曲，甚至探索出古筝+摇滚、古筝+戏曲、古筝+爵

士乐等形式。在演绎当地人耳熟能详的乐曲时，

我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改编，比如加入一些古筝独

有的音乐特色和演奏技巧，包括滑音、颤音、揉

弦、回音、按弦、刮奏、摇指等，让观众感受古筝的

独特技法。中文曲目里我会尽量选择中国风歌

曲，多演奏中国传统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的

乐曲，在伴奏上会使用琵琶、二胡、竹笛这类非常

有辨识度的民族乐器，希望渲染出国画般深邃空

灵的意境，凸显中华美学精神。从我的演出经验

来看，《青花瓷》《赤伶》《琵琶语》《大鱼》《龙拳》等

国风乐曲显然更受欢迎。有外国观众表示，类似

《琵琶语》这样的曲子富有画面感，让人联想到中

国的小桥流水、白墙黛瓦。

通过短视频传播中华文化，对我来说是尝

试，也是挑战。将传统乐器和传统文化搬上网

络，需要有文化自信，需要能呈现艺术精髓，也需

要了解当下生活，了解网友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趣

味。每一次演出后收到的鼓励，视频发出后网友

的支持，都让我越来越自信。同时，我也自觉肩

上沉甸甸的责任，将继续发挥创意和媒介优势，

放大艺术之美，让更多人了解古筝艺术，了解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今年是中法建交 60周年。作为旅法留学生，

我希望在中法文化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以音乐

为桥梁，传递中法两国间的深厚友谊。未来我计

划带着古筝去往世界上更多地方，与更多音乐人

和艺术家合作，创作出融合中国民乐和世界各地

音乐元素的作品。我很高兴能通过音乐遇见美

好、传递美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也很期待继

续在音乐中实现对话交流、共鸣共情。

（作者为旅法留学生）

版式设计：蔡华伟

用音乐短视频传递中华文化之美
彭静旋

最近，剧集《我的阿勒

泰》在荧屏和网络同时热

播，取景地自然人文景观

蕴含的蓬勃生命力，与质

朴疗愈的剧情相得益彰，

为观众开启了一场荡涤心

灵的文化体验。

不 只 是《 我 的 阿 勒

泰》，一批地域色彩浓郁的

热播剧成为文旅产业融合

的亮点，充分彰显影视艺

术连接不同领域的枢纽功

能。打卡影视剧同款取景

地，拍下同款照片，已成为

当下流行的社交方式。跟

着微短剧《你的岛屿已抵

达》，在湖南常德感受桃花

源花影缤纷、青竹夹岸的

诗意；逛一逛上海的苔圣

园、国际饭店，在排骨年糕

和 蝴 蝶 酥 里 寻 味 电 视 剧

《繁 花》…… 剧 集 里 由 风

景、建筑、美食串起的风土

人情，丰富甚至重塑了城

市和乡村的审美空间，提

升了这些地方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

当 我 们 在 热 烈 讨 论

“影视赋能文旅”的同时，

也不妨转换视角，推敲地

方特色文化资源如何助力

影视创作，让影视和文旅

展开一场“双向奔赴”。

一部剧作的叙事需要

建立在一定的语境中，这

种语境包括故事发生的时

空背景，也包括作品的情

感基调。城市和乡村不应

满足于仅仅被收进剧集的

取 景 框 、享 受 短 暂 的“ 网

红”效应，而是要真正融入

情节建构和故事叙述中，

成为强化作品主题的必要

元素。电视剧《城中之城》

的镜 头 掠 过 繁 华 的 陆 家

嘴，也会在寻常的里弄街

巷定格，这样的瞬间令人

心生暖意。寻常风物与热

门的标志性建筑一起，塑

造 了 作 品 独 特 的 视 觉 风

格，它们从“模糊的背景板”走到台前，恰切地发挥了镜头

的表意功能。

影视取景地的选择不能停留在美景、美食、地标建筑

等 浅 表 层 面 ，而 是 要 对 一 个 地 方 进 行“ 致 广 大 而 尽 精

微”的系统考量，挖掘不同地域文化的独特内涵，并将

其融入剧情创作。因剧选地、因地制剧，不仅要用有辨识

度的地理空间焕新视觉呈现，让作品养眼，更要把握各

地文化的精神内核，用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反哺剧情，

让作品润心。剧集《故乡，别来无恙》将成都的精神气质

藏进了街角的烟火、浓郁的方言里，不经意间勾起很多人

的乡愁。在网友活跃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市的

风土人情对观众同理心和言说欲的高效调动。与城市的

独特气质和底蕴牵手，与城市中南来北往的人们交心，剧

情与取景地相得益彰，观众才会在情景交融间实现共鸣

共情。

近年来，一些地方通过设立扶持资金、完善服务模

式等，推动文旅融合，积极为影视创作筑巢引凤，有力促

进了创作题材的丰富和艺术品质的提升。四川多年来对

影视项目大力扶持，推出了一批有声量、正能量的剧集。

讲述新中国白手起家修建成渝铁路的《一路向前》，把拍

摄地选在相对小众但颇具人文特色的内江，在当年故事

的主要发生地实景拍摄，将当地留存的一些历史印记融

进叙事，为再现火热的建设场景增添了真实感。为了满

足“一站式拍摄”的需求，福建正在打造“厦漳泉 1 小时拍

摄圈”，为作品取景和拍摄提供多元选择。

未来，充分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将为影视创作打开更

多可能，助力孵化更多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精品力作。

各地在发挥自身地理人文景观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上，也

需要不断探索文旅联动方式，更专业地提供影视拍摄支

持，在文旅深度融合、产业链延伸等方面实现可持续发

展，让更多取景地从“网红”变“长红”。

用一座城赋能一部剧，在一部剧里读懂一座城。只

有二者在精神上彼此契合、相互成就，作品才能气韵生

动，这样的诗和远方才让观众心生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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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文化新业态
用一座城赋能一部剧，在一部剧里

读懂一座城。只有二者在精神上彼此
契合、相互成就，作品才能气韵生动，这
样的诗和远方才让观众心生向往。

文化和科技融合，孕育出文化新业态。文化新业态不仅在国内生机涌动、势头强

劲，而且实现了扬帆出海、以艺通心，成为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的新名片，展现

了中华文化新气象。

在此我们约请研究者和实践者撰文，解码文化新业态走出去的路径选择和模式创

新，总结文化新业态深入人们生活、实现流行传播的经验启示，从新业态出海中感受文

化创造的出彩，感受文化交流的活力。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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