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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广播连续剧《明月照天山——
林则徐在新疆》 剪裁精当而得史要，
音声浑融和谐。我曾 3 次在夜深人静
时聆听这部剧，被深深打动，好像林
则徐从遥远的嘉庆道光年间的新疆，
驾着音波冉冉飞落，在万家灯火中闪
耀着独特的辉光。

在 新 疆 期 间 ， 林 则 徐 忍 辱 负
重，积极参与屯田开垦、水利建设
和边疆防御等，取得显著成绩。新
疆史志工作者刘长明、周轩综括近
些年来“林则徐在新疆”这一研究

课题的众多成果，编著了 《林则徐
在新疆》 一书，成为这部剧据以创
作的史料库。这部书对林则徐远戍
入疆、流放伊犁、南疆勘地到奉旨
回京的近 3 年历程进行梳理，提供了
一条人物的时间线、一幅移动的地
理图和一卷多彩的风情画，对广播
剧的创作很有帮助。

该剧共 3 集，第一集讲述林则徐
甫抵伊犁，如何处理将军府面临外
敌入侵、边疆防卫潜伏危机等棘手
问题。第二集的剧情主要取材于林

则徐携子去阿齐乌拉找水，与伊犁
将军布彦泰等筹议从伊犁河引水南
入 的 水 利 工 程 ， 并 带 头 认 捐 等 功
绩，这也是这部广播剧的重头戏。
第三集讲述伊犁大渠修成与割地赔
款、丧权辱国的 《中英江宁条约》
签订的消息同时到来，在林则徐与
布彦泰心中响起惊雷，把全剧气氛
推向高潮。广播剧最后收束在林则
徐奉旨离开新疆，临行回望伊犁山
水恋恋不舍的情感之中。

编剧在对史料的取舍、处理的轻

重详略方面，表现出丰富的经验和创
新能力。作品大胆地采用“叙事则实
少虚多，写人则实多虚少”的原则，
强化了全剧的艺术感染力。

这部剧汇集多位知名演员，他们
在导演的调配和指挥下，将声音编织
起来，塑造出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
物形象。在跌宕起伏的诵读声和悠扬
婉转的音乐声协调交融之下，林则徐
在天山的鸟道间、在雪湖的岸涯旁，
驱柴车而趱行、披风沙而寻路，人物
形象渐渐清晰、饱满起来。

在 新 疆 这 片 美 丽 富 饶 的 国 土
上，剧中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
满族、汉族等各族人民，同呼吸，
共 命 运 ， 求 生 存 ， 求 温 饱 ， 求 发
展，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爱祖国
母亲爱得绵长隽永，共同诵唱了一
曲缅怀先贤、尊崇伟大、弘扬文明
的赞歌。

由搜狐视频出品的综艺节目《像
冠军一样》以“普通人离奥运门槛有
多远”为切入点，借由演员、模特等
嘉宾组成的奥运挑战团，通过趣味游
戏、体育测试等形式，对拳击、花样
游泳、网球、七人制橄榄球、击剑 5
个奥运项目的训练、比赛知识进行讲
解，让普通观众不只在台下为选手们
的拼搏欢呼呐喊，更能近距离感受奥
运项目的魅力，了解相关知识。

制片人郭嘉慧介绍，除了代表
普通体育爱好者的嘉宾，节目还聚
集了奥运冠军、国家队前队员、现役

运动员和北京体育大学学生等。节
目选择的奥运项目避开了大众熟悉
的大热门，而着眼相对小众和冷门
的项目，旨在推广普及更多运动知
识和技能。

节目中，嘉宾与拳击冠军邹市
明 、 男 子 佩 剑 冠 军 仲 满 等 一 起 训
练，同台竞技，体现出专业体育训
练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充满趣味的
训练和对抗，让观众体会到体育带
来的激情与勇气以及勇于突破、挑
战不可能的精神。

如在橄榄球篇节目中，教练和嘉

宾一开始就喊出“勇往直前，决不后
退”的口号。英式橄榄球被称为“勇
敢者的游戏”，打法上注重团队协
作，要求球员有较好的爆发力和耐
力，这增加了嘉宾们挑战的难度。
在最终的考验环节，挑战团虽然一
度被对手——北京体育大学橄榄球
社的同学们压制，但嘉宾们斗志昂
扬，一米一米地往前推进，最终合
力触地得分。

《像冠军一样》使观众和嘉宾一
道领略了 5个大众了解较少的奥运项
目的独特魅力，感受奥林匹克精神。

“滴滴滴”的电波声，把观
众带回上海解放前的至暗时刻。
李侠和兰芬挽手警惕地走进石库
门弄堂。摇曳的旗袍、黑暗中的
舞蹈、漫天的“摩斯密码雨”，
战争与爱情、极致之美与震撼之
力互相交织，扣人心弦。

这是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
电波》展现的一幕幕场景。

1937 年，李白 （舞剧中的
李侠原型） 到上海负责党的秘密
电台工作。他与革命爱人裘慧英

（舞剧中的兰芬原型） 长期潜
伏，战斗在“上海——延安”的
空中通讯线上。1948 年 12 月 30
日凌晨，李白不幸被捕，1949
年 5 月 7 日被杀害，时年 39 岁。
20天后，上海宣告解放。

这个真实的故事数度被改编
成艺术作品。1958 年，由王苹
执导、孙道临主演的同名电影成
为脍炙人口的中国影史佳作。
2018 年，上海歌舞团创排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由韩真、周
莉亚任总编导，王佳俊、朱洁静
主演，获得极大成功，迄今已演
出600多场。今年6月，上海歌舞
团携手尚世影业推出同名舞剧电
影，由原班舞蹈演员出演，见证
红色经典 IP 焕发出历久弥新的
生命力。

从舞台到银幕

影片总导演、上海电影家协
会主席郑大圣第一次看舞剧《永
不消逝的电波》便很惊讶，因为
想不到舞剧可以将谍战故事讲得
如此惊心动魄，而且舞剧语汇体
现了许多电影化思维。获邀执导
这部舞剧电影后，他决定将各种
电影语言和风格“重组”，拍一
部更多姿多彩的电影。

舞剧擅长抒情、写意，电
影则以具象、写实为特点。影
片导演、总制片人崔轶认为，
将这部舞剧搬上大银幕，需要
解决3个难题：如何从记录舞台
剧的电影转向舞剧电影？如何
将舞台表演转向电影表演？如
何将古典的舞台空间转向现代
的影像空间？郑大圣提出的解
决办法是：用多重空间突破舞
台空间；请专业人士给舞蹈演
员上表演辅导课，提高表演技
能；以电影美学符号赋予影像
现代性，具体而言就是用摩斯
密码贯穿全片。

电影中保留了舞台表演的主
体呈现，尤其是舞剧的一些华彩
段落，如群舞 《渔光曲》、李侠
和兰芬的双人舞、李侠被捕前
的独舞等。影片也取景上海车
墩影视基地，进驻 LED 虚拟摄
影棚，选取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剧场和排练厅实景，将故事穿
插于虚与实之间，打造出新颖
的影像风格。

电影主创面临的一个挑战
是这部 90 分钟的舞剧电影没有
一句台词，所以必须尽可能多
地使用视听语言，发挥光影、
镜 头 、 音 效 等 的 作 用 ， 达 到

“无声胜有声”的境界。主创为
电影设计了很多细节，比如深
夜李侠发完电报，轻轻脱下鞋
赤脚进屋，只为不吵醒爱人；
主人公诀别拥抱时，彼此用手
指 在 对 方 肩 头 敲 出 摩 斯 密 码

“我爱你，永远”……电影特写
镜头呈现的这些细微动作，直
击观众内心。影片中还有许多
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李侠和
兰芬的双人舞深情缠绵，背景
上一朵朵蔷薇花渐次绽放，婉
约动人；弄堂里“清晨城市醒
来 ” 的 舞 段 借 鉴 歌 舞 片 的 拍
法，在写实的街道完成，洋溢

着市井气息；兰芬夏日独坐挥
扇，背景上画家蒋兆和创作于
上世纪 40 年代的 《流民图》 徐
徐展开，表现了旧中国人民的
苦难现实……

郑大圣对王佳俊和朱洁静的
表演赞赏有加，认为他们的表演
经受住了镜头的考验，“近景、
特写中，他们丰富的微表情让观
众忘掉了他们舞者的身份”。

王佳俊说，从舞剧到电影就
像“造梦”，“电影中的实景带我
们穿越回那个时代，感觉自己就
是影片中的角色”。朱洁静表
示，原来在舞台上他们也采用了
一些生活化的表演方式，而拍电
影使表演更加“落地”，比如择
菜、织毛衣等，“拍完电影再回
到舞台，观众评价我们比之前的
状态更好、更真，实现了一个微
妙的跨越”。

成为沪文化代表作

数十年来，从电影到舞台，
又回归电影，“永不消逝的电
波”的故事在上海的上空画出了
一道艺术的螺旋，用持久的生命
力铭刻了一首英雄赞歌。舞剧电
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也成为融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
于一身的上海文化代表作。

观众对影片给予如潮的好
评：“ 《渔光曲》 跳得太美了！
有 了 电 影 镜 头 加 持 ， 舞 蹈 超
赞！”“低估了红色题材的好看程
度。全程共情共鸣！”“男女主角
不仅颜值高，演得也很动人！”

“舞台表演和电影手法相得益
彰，风格前卫独特。”

李白烈士之孙李立立观影
后，对很多片段深有感触。比如
他认为，片中插入的上世纪 40
年代上海街景黑白纪录片，为影
片增添了真实感。“在这些场景
背后，我们仿佛看到解放战争进
入决战阶段时，李白烈士任务的
繁重以及面临的严峻外部环境。
他不顾个人安危，尽心尽责地工
作，直至英勇牺牲。”在他看
来，这部影片是红色电影中艺术
表现手法非常独特的一部，“观
众看后会留下很多回味”。

“这是一种全新的电影样
式。”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
曙光说，“这部电影打破传统电
影和舞剧之间的界限，实景、舞
台、虚拟场景混合交织，营造多
时空交错的观影体验。主创深入
挖掘和展现革命战争年代先烈的
精神面貌和理想信念，既有历史
的厚重感，又有个体情感的细腻
刻画，体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
高度统一。”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教授
聂伟认为，舞剧电影《永不消逝
的电波》是上海文艺工作者献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和
上海解放 75 周年的一封“红色
情书”。与上海比肩的许多国际
大都市都有城市独属的电影标
识，长期以来，上海孜孜以求寻
找具备史诗气质的影像来展现这
座城市的气质、精神与品格，

“舞剧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波》
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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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
波》剧照。 出品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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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上半年，《庆余年》 第二
季、《在暴雪时分》《我的阿勒泰》

《新生》《与凤行》 等国产剧集在全球
范围内收视、口碑双丰收，展现出强
劲的海外市场竞争力。

随着海外传播格局的多元化发
展，逐步实现量增质升的国产剧集积
极拓展国际市场，海外影响力日渐增
强。同时，国际传播新格局也为国产
剧集带来新机遇。

呈现良好态势

在国家扶持、新媒体技术赋能和
影视制作水平升级等多重因素的作用
下，如今，国产剧集的海外传播规模
持续扩大，成效日益显著。

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美国、
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合拍了 《莫斯科
行动》《长河落日》《被风吹过的夏
天》 等一系列优质剧集，进一步增进
了内容生产方面的交流合作；《以家
人之名》《三十而已》 等热播国产剧
集被土耳其、泰国、韩国、越南、日
本等翻拍，强化了中国 IP 的海外输
出。通过优质内容的国际传播，中国
影视文化的海外影响力持续增强。

今年上半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
项目 《我的阿勒泰》 哈语配音版登陆
哈萨克斯坦 7 频道黄金档；爱奇艺推
出的 《烈焰》 在其海外平台爱奇艺国
际版荣获热播榜第一名及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人气周榜第一名；优酷推出的

《新生》 登顶全球流媒体平台奈飞日
榜……在国家主管部门与民营企业共
同努力下，国产剧集深耕“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同时通过爱奇艺、优
酷、腾讯视频、芒果 TV 等国内主要
视频平台和奈飞、亚马逊 Prime 视
频、迪士尼+等海外视频平台，在全
球五大洲实现了更为广泛、有效的多
层次传播。

今年 7 月，在主要提供亚洲影视
资讯和社区交流的网站 MyDramaL-
ist，《琅琊榜》《开端》《庆余年》《月
生沧海》《当我飞向你》 等 29 部国产
剧集登上全球评分总排行榜前 100
名，其中《琅琊榜》《庆余年》分列第
6 名和第 12 名；在全球最大的互联网
电影资料库之一IMDb，《去有风的地
方》《以家人之名》《苍兰诀》《繁花》
等国产剧纷纷获得 8.2 分以上的高评
分。近年来，制作精良的国产剧集在
国际影视交流网站上的评分普遍上
涨，在全球范围内积攒了良好口碑。

随着各类题材剧集的竞相出海，
都市生活剧和青春剧表现亮眼。今年
第一季度，《脱轨》《别对我动心》

《在暴雪时分》 在抖音海外版 TikTok

上的播放量均在约 7 亿以上；截至 7
月8日，《玫瑰的故事》和《你比星光
美丽》在TikTok上的播放量分别达到
4.43 亿和 2.13 亿，评论区的语言包括
英语、越南语、泰国语等。强话题性
的新颖题材使海外观众在社交平台对
国产剧集展开热烈讨论。

国产剧集爆款频出，产业链延
展，而互联网的资源共享特征加强了
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国产剧集的
国际传播矩阵不断扩容，深受海外观
众青睐的优质国产剧集逐步抢占国际
市场。

拓展传播渠道

在互联网时代的多元化传播格局
下，国产剧集的国际传播呈现平台化
趋势。流媒体平台打破了传统剧集传
播形式在内容、时间、区域等方面的
限制，非线性的传播模式赋予剧集消
费者极大的自主选择权，在网络空间
形成了全球性的剧集市场。这种由流
媒体平台塑造的传播生态带来国际文
化传播的新趋势，非英语国家的剧集

开始反向输出到欧美主流国家市场，
也拓展了国产剧集的海外传播渠道。

更多民营企业和媒体平台通过更
加灵活多元的方式加入国产剧集的
海外传播，共同放大传播声量，开
拓国际市场。例如东阳正午阳光影
视有限公司几年来制作出品的《父母
爱情》《山海情》《乔家的儿女》《开
端》 等一系列口碑之作，均在海外受
到欢迎。

流媒体平台上，个体受众在文化
传播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通过平
台，剧迷实时发表评论，自发地向网
友进行内容推荐和剧情讲解，对潜在
观众转化为实际观众起到积极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海外华人群体对国产
剧集在国际市场的受众格局产生了较
大影响。

根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公布的数
据，2023年，海外华侨华人总数已逾
6000 万，分布在世界近 200 个国家和
地区。海外华人不但是国产剧集的重
要受众，而且作为文化中介，为国产
剧集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桥梁，尤其提
高了国产剧集在社交平台的本地推广

效率。例如 《在暴雪时分》 讲述男女
主人公在异国他乡邂逅相爱的故事，
引发中国留学生热议，在海外地区取
得较高收视率和关注度。今年第二季
度，《承欢记》 激发海外华人对国产
剧集进行解说评论和二次创作的热
情，实现相关传播内容的本地化衍
生，TikTok播放量高达4.66亿，充分发
挥了社交平台口碑效应的传播潜力。

创新出海路径

国产剧集作为讲述中国故事、传
播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
国风貌的重要载体，在多元化的海外
传播渠道中走出创新路径。相关单位
在平台搭建、题材类型等方面开拓创
新，扩大了中国影视文化的影响范
围，展示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目前，爱奇艺、优酷、腾讯视
频、芒果 TV 等视频平台已覆盖超过
100 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国产剧集
在海外市场的自主传播。这些视频平
台普遍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产
品设计和内容策划注重结合不同地区
的文化特征和市场需求，通过本地化
助推自身海外建设，为国产剧集的海
外传播构建强大的平台基础。例如爱
奇艺国际版支持10种语言，针对不同
语言进行了界面设计和推送内容的专
属策划。爱奇艺相继在泰国、马来西
亚、菲律宾、印尼等国家和地区设立
处理本地化运营事务的办事处或海外
团队，并于 2021 年在马来西亚、泰
国、越南等国家成为下载量最大的流
媒体应用。

从国际剧集市场现状来看，海外
主流视频平台用户在提升剧集全球影
响力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近年来，
国产剧集出品方高度重视海外视频平
台，及时、主动地将优质国产剧集推
入海外平台用户的选择范围。例如
2023年现象级剧集 《漫长的季节》于
同年 10 月在奈飞开播并取得良好效
果，尤其在韩国引起强烈反响。该剧
先 后 获 得 第 28 届 釜 山 国 际 电 影 节

“2023 亚洲内容大奖&全球流媒体大
奖”最佳导演奖，第18届首尔国际电
视剧大赏最佳迷你剧奖和最佳男演员
奖，成为国产剧集出海的成功示范。

在当今国际影视市场，充满想象
力 的 奇 观 性 剧 集 受 到 全 球 观 众 热
捧。一些国产剧集也通过展开关于
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想象，在国
际市场收获庞大的观众群体。例如
2022年上线的 《开端》讲述两名主人
公在公交车上不断经历时间循环，阻
止恶性事件发生并寻找真相的故事，
在 MyDramaList 上的评分高达 9 分；
2023年上线的 《三体》讲述人类抵抗
外来文明入侵，构建了融合科幻想象
与中华哲学的宇宙文明图景，在IM-
Db 上的评分为 7.7 分。国产剧集不断
在国际传播中发挥中国文化想象力，
以创新理念塑造了可信、可爱、可敬
的中国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