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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 引发共情共鸣

2022年12月7日，中国电视剧《山海情》的巨幅
海报出现在苏丹首都喀土穆的繁华街区。埃及时
间2022年12月5日晚7时、苏丹时间6日晚8时，阿
拉伯语版《山海情》在埃及新日间电视台和苏丹舒
卢克电视台黄金时段开播。阿曼国家电视台也于
当地时间2023年1月6日晚7时，将这部反映中国
人民勇于创造美好生活的电视剧带给本国观众。

宁夏卫视总监秦刚介绍，由宁夏卫视主持译
制的阿拉伯语版 《山海情》，特邀埃及开罗大学
青年汉学专家亚拉担任审校，采用叙利亚方言进
行本土化译配，得到海外播出平台和观众一致认
可。一家阿联酋媒体发表的评论认为，《山海
情》向全世界呈现了中国为全球减贫事业所贡献
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激发了观众对于美好生
活的向往和追求。

近年来，广电总局通过实施“中非中阿视听共
享项目”等，积极推进中国优秀视听节目对阿本土
化译制，一批译配为阿拉伯语的优秀作品在阿拉
伯国家热播。阿联酋达夫拉电视台在给中国有关
部门的信中表示，“来自中国的优秀视听节目帮助
我们提高了收视率、提升了知名度。《三十而已》

《在一起》《追光者：脱贫攻坚人物志》等令人印象
深刻，激发了阿联酋观众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

自2011年起，中国—阿拉伯国家广播电视合
作论坛每两年举办一次，已成功举办6届。中国
与16个阿拉伯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
国家广播联盟共签署30余项合作协议。

秦刚介绍，十余年来，宁夏广播电视台与阿
拉伯国家广播电视媒体深入开展视听节目交流与
合作，从纪录片到电视栏目，再到电视剧，一批
批作品成功“出海”，以中东广播中心为主平
台，形成“主平台首播，各阿拉伯国家展播”的
播映体系，收视规模逐步扩大。

中阿卫视执行台长葛佳介绍，作为“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唯一中资控股的阿拉伯语商
业卫星电视台，2018年起，中阿卫视已译制和播
出中国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百余部，其中

《欢乐颂》《小欢喜》《当法老遇见三星堆》 等收
获阿拉伯地区观众的热烈反响。

一些影视公司和网络平台也积极搭建海外传
播渠道，推出的中国广电视听作品在阿拉伯地区
受到观众喜爱。

华策影视总裁助理兼公共事务部总经理王丽
介绍，华策影视自2017年开始耕耘开拓阿拉伯地
区市场，通过与 YouTube、Dailymotion、 Jun-
goTV等新媒体平台合作，将《天龙八部》《中国
往事》《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等剧的独家无
线、有线、卫星电视、新媒体版权，发行到中东
22 国。2019 年 5 月，华策影视在 YouTube 自建

“华剧场”阿语频道，目前海外订阅人数超过百
万，50 余部剧集以阿语字幕或配音形式上线播
出，其中《以家人之名》点击量达1亿次，《夜空
中最闪亮的星》点击量达7000万次。

爱奇艺高级副总裁杨向华介绍，爱奇艺国际
版迄今已累计提供 700余部配有阿语字幕的剧集
和 13 部阿语配音的影视作品。如爱奇艺原创 IP
动画系列片 《无敌鹿战队》，其阿语配音版已在
爱奇艺国际版、中东广播中心MBC3电视台、卡
塔尔航空、沙特阿拉伯航空等多渠道播出。此
外，爱奇艺已与中东和非洲最大运营商之一Eti-
salat 达成合作，Etisalat 旗下平台 Starz On 将播出
爱奇艺的20余部视听作品。

携手合拍合作 探索崭新视界

到沙特参加中沙交换生计划的孔小西出生在
中国美食世家，巧遇家里开餐厅、生意却不太好
的哈基姆后，孔小西将中国美食教给哈基姆，两
人联手让中沙合璧的美食成为餐厅的特色。这是
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合拍的首部电视动画片《孔小
西和哈基姆》讲述的故事。该片在沙特阿拉伯播
出后，当地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孩子们爱上
了中国美食和服饰，在街头耍起了“中国功
夫”。目前，该片第二部的制作正在推进中。

近年来，中阿合拍活动持续开展。2016 年，
中央电视台阿语频道与突尼斯国家电视台互派摄
制组拍摄纪录片《中国人眼中的突尼斯》和《突
尼斯人眼中的中国》；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CGTN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纪录片《当法老
遇见三星堆》、与沙特广播电视局合拍纪录片

《心手相连》。芒果 TV与湖南卫视制作的旅行综
艺节目 《花儿与少年·丝路季》，嘉宾采取“游
学”模式，首站前往沙特阿拉伯，并从北京的沙
特阿拉伯王国驻华使馆启程。使馆文化处参赞阿
蒙表示，这个节目打开了一扇窗口，让大家到世
界上交朋友，实现合作共赢。

如今，阿拉伯国家也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媒体
融合时代，中阿视听合作出现了更多“年轻态”
表达。在摩洛哥街头，当地青年歌手迪娜正演唱

中国经典歌曲。这是首届中阿短视频大赛特等奖
得主及其作品，这一短视频在网络上的播放量超
千万。而一等奖作者、伊拉克籍青年方浩明更一
举成为“网红”，其个人账号目前粉丝超过 200
万，持续向全球粉丝分享他在中国的工作、生
活，介绍中国视听作品。他因为参加大赛与中阿
卫视结缘，成为中阿卫视签约驻华记者，多次采
访中国两会，得到向中国政要提问及相互交流的
机会。

葛佳介绍，自2022年起，在广电总局和阿拉伯
国家广播联盟共同支持下，中阿卫视已连续举办3
届“中国—阿拉伯国家短视频大赛”，共收到参赛
作品 2700 余条，参赛选手来自 17 个国家，部分
作品在全球社交媒体平台展映并在中阿卫视、黎
巴嫩国家电视台、也门侨民电视台等播出。

秦刚介绍，宁夏广播电视台也在加速拓展贴近
海外受众移动收视习惯的精准传播方式。如与中
东广播中心合作，在其网络平台上开辟“电视中
国剧场专区”，提供视频点播服务；还与阿曼的跨
媒体平台达成共识，多屏展播中国视听产品。

加强技术交流 共同培养人才

2016 年起，中国广播电视网络视听企业以
“中国联合展台”名义参加每年在突尼斯举办的
阿拉伯广播电视节，首次参展推介了近 900小时
的阿语配音中国视听作品。

到阿拉伯国家展示的还有中国领先的视听技
术。去年以来，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两次牵头组织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科技企业，以“中国联合
展台”名义参加中东迪拜广播电视卫星展览会，
展示内容制作、高新视听、人工智能、传输测试
等领域的科技成果。

中阿还在研修培训方面开展密切的友好交流
合作。10年来，广电总局研修学院、中国广播电
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等单位为阿拉伯国
家举办了20多期广播电视媒体培训班，共有来自
阿拉伯国家的600多人次来华参加培训。

2023 年 12 月，广电总局研修学院培训二处
处长赵孟捷参与了由商务部主办、广电总局研修
学院承办的利比亚新闻媒体研修班。他介绍，来
自利比亚外交部、国家通讯社、国家电视台等政
府部门和机构的20名新闻官员、媒体记者参加了
此次研修班。研修班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围绕中
国国情、媒体发展与国际媒体交流、中国媒体技
术发展、融媒时代新闻业务探索、短视频制作理
念与实践等内容进行了讲解、交流和分享。学员
们还在北京和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参观考察。

研修班学员、利比亚外交部对外新闻司司长
巴德尔·舍尼巴说，这次研修班极大地改变了他
对中国的认识，让他感受到中国深厚的历史底蕴
与现代化的完美融合，“广播电视领域的讲座使
我深入地了解中国媒体，学习到了多媒体制作和
传播的先进技术”。

利比亚外交部对外新闻司干部费塞尔·阿尔
图班表示，中国与不少阿拉伯国家合作拍摄了纪
录片，但与利比亚尚未进行这方面的合作，希望
未来能共同拍摄纪录片。

利比亚国家电视台记者穆罕默德·哈迪德
说，如今信息传播十分方便快捷，但大量自媒体
的存在可能导致一些不准确的信息出现，“研修
班上关于如何防范这种现象发生的讲座，让我深
受启发”。

据介绍，未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还将进行更
多广电视听方面的合作。如推动《三体》《功勋》

（屠呦呦单元、袁隆平单元）、纪录片《青海 我们的
国家公园》《数字里的中国》等一批译制为阿语的
优秀作品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平台播出。根据日前
签署的相关协议，广电总局也将与阿联酋媒体委
员会、突尼斯国家广播电台等进行多方面合作，
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速度。

本报电（刘佳） 大银幕上，长江浩浩
荡荡，两岸峰峦迭起，竹内亮导演站在邮
轮甲板上。他准备在长达 6300 多公里的
旅途中，踏足烟火气十足的山城重庆，也将在云
南香格里拉再会藏族好友。这是竹内亮导演的纪
录电影《再会长江》开场的情景。日前该片在北
京首映，收获良好口碑。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吴海龙表示：“长江
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见证了民族的兴衰荣辱，

有说不完的历史和道不尽的故事。竹内亮导演用
心、用情拍摄长江，不仅呈现长江秀美壮阔的风
景，挖掘长江的人文价值，还让日本人民和更多
外国民众看到了鲜活真实的中国。”《再会长江》
已在日本上映并获得好评。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
治说：“我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朋友看到这部

纪录片，欣赏壮美的自然风光。在中文和
日语中都有‘百闻不如一见’这句俗语，我
希望中国观众也能像竹内亮导演一样，用

自己的双眼去发现日本的真实面貌，让中国与日
本在不断深化的交流和理解中迈向更好的未来。”

该片还得到北京地区针对中小成本艺术电影
宣传发行的“首艺联·扬帆计划”扶持，新影联影业

（院线）等单位将利用自身直营影城、加盟影城的
资源，对影片予以放映场次支持及推广发行。

6月6日晚，位于江苏苏州姑苏区
老城河畔长船湾青年码头的中国电影
资料馆江南分馆正式开馆。

江南分馆的落成是苏州与电影情
缘的续写。百年来，苏州孕育了中国
电影众多的先驱者，也有许多影片在
这里取景拍摄。2023 年，苏州年度票
房10.34亿元，位居全国城市第九。江
南分馆由中国电影资料馆和苏州广电
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建设，共有 4
个放映厅、600余个座位，还设有艺术
展陈区、文创区、露台体验区等。

一进江南分馆大门，一层左侧是以
“《盘丝洞》——西游与东归”为主题的艺
术展。这一展览是为了配合开馆当晚特
别放映的默片《盘丝洞》而开设的，以大
量图片、文字和视频，让观众深入了解这
部影片。《盘丝洞》诞生于上世纪 20 年
代，与苏州渊源颇深，不但曾在虎丘剑
池取景，而且主演殷明珠和很多幕后工
作人员也都出生于苏州。但影片的胶片
一度失传，有幸于 2014年从挪威寻回
残片，成为中国电影资料馆馆藏珍宝。

右侧是文创产品区，100 多平方米
的展厅里，各种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中
国电影资料馆今年刚创建的文创品牌

“影资文创”的产品目前只在这里有
售。中国电影资料馆文创科副科长李

楠介绍，他们根据《盘丝洞》的元素设
计、与苏州非遗药企雷允上合作了七情
妙妙茶，为江南分馆开馆专门设计、与桃
花坞木版年画合作了“龙影成瑞”，都很
受欢迎。这里还有海报筒、电影明星套
装明信片、电影票夹以及电影图书、创意
工坊等。“我们想把这里打造成一个电影
文化的互动体验空间，让更多的人了解
文创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李楠说。

江南分馆开馆受到众多电影人的
关注，贾樟柯、乌尔善、张律等数十
位电影人发来祝贺视频，表示期待带
着自己的作品在江南分馆与观众相
见。青年演员孙阳获聘为全国艺术电
影联盟及江南分馆艺术电影青年大使。

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策展人沙丹介
绍，江南分馆即日起将开展一系列主题
活动，如“馆藏经典”“新作现场”“向电影
致敬”“遇见侯麦”4个单元的主题放映，
包括30多部中外影片，都从地处北京的
中国电影资料馆调拨而来，相关专家、
影人也会到江南分馆与观众交流。

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艺
术研究中心主任孙向辉表示，江南分馆
致力于打造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旗
舰店和人文经济学成功范例，将作为苏
州文化新地标，为苏州乃至长三角地区
的观众提供全新的文化活动平台。

光影为媒 中阿友谊更紧密
本报记者 苗 春

上图：阿拉伯语《山海情》海报。
左图：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合拍动画片

《孔小西和哈基姆》海报。
本文配图均由广电总局提供

2023年12月10日，广电总局研修学院组织利比亚新闻媒体研修班代表参加第六届中国—阿拉伯国
家广播电视合作论坛。

全总文工团近日推出原创音乐剧
《逐梦》，通过女工程师陈雨虹带领自主
研发高铁项目团队克难攻坚的奋斗经
历，艺术地展现了中国铁路人从蒸汽时
代到高铁时代逐梦而行的奋斗历程。对
创作者来说，工业题材的音乐剧作品极
具挑战性，但主创人员历3年之功、经5
轮打磨，使这部剧创意迭出、活力四射，
在首都舞台首轮演出后，好评如潮。

笔者认为，这部剧的主创创造性
地运用了艺术辩证法，强化了作品的
表现力和感染力，进而凸显了作品的
主题思想。其艺术辩证法的运用，主
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正与奇，就是牢牢把握住了守正
与创新的关系。这部剧开宗明义——
中国铁路即将展开新一轮的动车组设
计研发，特命陈雨虹主持研制工作，目
标是实现时速200公里！大幕拉开，舞
台设计出人意料，巨型钢铁结构囊括厂
房、铁路、楼宇等由近及远的空间设
定，为分割舞台表演区域、制造特殊
光影效果提供了出新求变的多种可
能，摇曳多姿的光影色彩变化象征着
荆天棘地的高铁研发之路。表现形式
也新颖独特，追求时尚、火爆、快节奏，
演、歌、舞浑然一体，又富于变化，显
示了创作者驾驭重大题材的功力。

大与小，就是恰当地处理宏观叙
事与细节刻画的关系。这部剧以中国
铁路发展为背景，从讲述陈雨虹一家
三代铁路人的故事切入，从点至线，
由面及体，反映了中国铁路事业取得
的划时代进步，并深化“寻找出路还得
靠自己”的主题，让观众感受到了飞驰
的高铁带来的扑面春风和时代脉动。
最感人的情节是：当高铁再次突破最
高时速，众人欢庆的时刻，雨虹接到
了父亲离世的消息，那种大喜转为大
悲的错愕与痛苦，那种父亲一生执念
得以实现，但子欲告而亲已走的遗憾
和愧疚，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刚与柔，就是浩然正气与儿女情
长融为一体。虽说是“硬核”题材，这部
剧却也饱含拳拳母女情、夫妻情、同事
情。剧中的主人公是我们的时代楷
模，他们坚定豪迈，勇于克服重重艰
难险阻；他们也是柔肠百转的普通
人，有爱有情，知冷知热。这些闪烁
着人性光辉的劳模有着很强的亲和
力，陈思思等主演的表演细腻而有张
力，塑造的人物形象可敬、可爱、可信。

庄与谐，就是在正面叙事中充满勃
勃生机和生活情趣。创作者力图让每一
个戏剧元素和舞台细胞都活跃起来。
如“三节车厢”段落生动地呈现了乘
客不同年代坐火车的体验：或冷得像
冰窖，或热得赛蒸笼，直到高铁时代
才舒服得像在家一样，不仅反映了铁
路客运的进步，还折射出社会发展和
时代变迁，表现了车厢里的人间烟火
气和市井气。再如在制造“复兴号”过
程中进行风洞试验的段落里穿插酷炫的
潮舞，将大家废寝忘食、“辛苦并快乐
着”的状态表现得活灵活现。

形与神，就是做到了虚实结合、形
神皆备。整部剧洋溢着藏在细微处的精
气神。主人公与上一代人的心灵沟通，
给了主人公逐梦的原动力；主人公与下

一代人的精神契合，体现了主人公期待
自己的孩子长大后，为实现中国梦继续
奋斗的愿景，剧之魂勃然跃动。这部作
品也实现了音乐性与戏剧性的高度融
合，音乐融流行、说唱、民乐等于一体，
一唱到底，衔接无痕，兼具叙事与抒情
功能。全剧共20首曲目，曲曲精彩，尤
其是陈思思演绎的主题歌《今时今日》，
就是一阕中国精神的赞歌，荡气回肠。

中国人从“跟跑”到“领跑”所
创造的高铁奇迹，生动地诠释了“中
国速度”和时代精神。这部剧在舞台
上竖起了“工”字牌的闪亮标识，带
领观众共赴一场高铁人的嘉年华。

压题照片：《逐梦》剧照。
全总文工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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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 光影江苏供图

今年是中国—阿拉伯国家

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中阿两

大文明交往源远流长，如今，

在多元多姿的中阿交流中，双

方广电视听机构积极开展新闻

合作、节目互播、联合制作、

技术交流及人员培训等，以光

影为媒，架起一座座国相交、

民相亲的友谊之桥。

共建文明百花园

苏州续写苏州续写电电影情缘影情缘

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开馆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开馆
文文 依依

《再会长江》在北京首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