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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一系列鼓励海外人才回国发展的政策，

不仅激发了无数高科技人才回国创业的热情，同样吸引了

众多海外艺术人才回国。

自 &%%/年李铁夫留学英国阿灵顿美术学校开始至今，

已经产生了四代海归艺术家。第一代是辛亥革命之前，以

陈师曾等人为代表；第二代是民国初期，以徐悲鸿、林风

眠等人为代表；第三代则是上世纪 +'年代至 ('年代，代

表人有张大千、丰子恺、吴冠中等；到 %'年代中期，伴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涌现出了第四代海归艺术家。进

入 +& 世纪，越来越多的年轻海归艺术家选择回国发展，

在他们中间或将出现具有代表性的第五代海归艺术家。

而海归艺术家要在国内落地生根，面临着一个普遍性

的问题，即东西方之间的艺术品欣赏和消费市场的差异。

一方面，要学着“接地气”，另一方面，要帮助引进国外

先进理念。以版权保护为例，国内对艺术品的版权保护

做得还不到位，这就需要海归艺术家的积极推动。

海归艺术家应是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纽带，

他们不仅要做引入西方艺术思维的领潮人，还要

当中国元素世界化的助推者。以脚下这片土地上

发生的故事为创作源泉，用国际语言表达中

国文化，帮助世界读懂中国，应是海归艺术

家的着力点和艺术归宿。

弄潮人和助推者
齐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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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就像天空 土壤还在中国

海归画家不能丢了根
孙 晴 丁 晨 文)图

在网络时
代，“字幕组”
早已不是一个新鲜词。
伊甸园、风软、圣城、悠
悠鸟等是网友熟悉的字幕组。
它们中有不少成员是留学生或
者海归。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特点，
渴望与他人分享，同时认为自己“有
义务”把优秀的影视剧作品推荐给国内
的广大影迷。

凭着在国外的生活经历，海归翻译字幕时有天
然的优势。“因为比较熟悉他们的口语表达习惯，
以及电影中出现的民俗、谚语，所以翻译起来会显得
驾轻就熟。”曾留学英国的张晓风说，“电影对话中有
时会出现一些俚语，如果翻译不当，是会闹笑话的。”

做字幕通常需要以下流程：获取片源，翻译，制作时
间轴，检查校对，最后将文本和视频进行压制合并。虽然海
归有语言上的优势，但要一个人单独完成整个流程，也至少
需要近两周的时间，这其中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翻
译的话，主要看字幕条数，一部电影通常有七八百条字幕，一
般需要三四个晚上。”张晓风说，“当然，如果遇到那些比较难
翻译的影片，像《英国病人》，一晚上恐怕还翻译不到 &''条。遇
到生僻词汇，除了求助于谷歌，有时候还需要参照作家版译文。”

在很多字幕组成员看来，字幕组只是一个兴趣小组，而非什么
“正规组织”。字幕组的准入制度并不严格，只要外语水平合格者都
能加入，关键是加入后能否坚持。“刚开始的时候，不少人是怀着好
奇心加入字幕组，但最后坚持下来的，则是出于对字幕组真正的热
爱。”+% 岁的李海德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加入风软字幕组已有两
年，“加入字幕组仅凭新鲜感是不够的，与在国外做义工一样，它是
一个持续性的过程，每个制作流程缺一不可。哪怕是一段字幕，它也能
体现出制作者的责任意识。”

除了少数有商业性质的字幕组，绝大部分都是非营利性的，它们的活
动经费主要靠内部成员筹集和网友捐赠 （比如“道兰字幕组”），所以每位

成员得到的“酬劳”可以忽略不计。唯一的福利，就是获得新片后可以先睹为快，以及在片源库中享受
视觉的饕餮盛宴。除此以外，与网友分享字幕时的喜悦，也是他们的动力之源。“当发现自己做的字幕被
广大影迷争相下载时，可以兴奋一整天。”赵晓晓说，她刚加入梦想字幕组两个月，在她看来，这种精神
上的愉悦比物质的奖励更加宝贵。

一位名为“神经的神”网友是飞屋字幕组的成员，之前曾留学于法国，她认为当下的电影多如牛毛，
其中有很多是不为人知的好片，正因为“没人看”，才值得去翻译。“如果给这些电影配上字幕，就可以帮
助扩大它们的传播面。如果好片没人欣赏，那
怪可惜的。”因此，她热衷于翻译冷门佳作，
目前已给 !部法国电影配上字幕。“哪怕是相
对小众化的电影，有了字幕，就能让想看的人
看懂，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她补充道。

在互联网时代，影视剧作品逐渐成为文化
交流的新途径。但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大，字
幕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的黏合剂。
“电影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其中包含有很
多人生哲理。配上字幕后，就可以让更多的人
观看，和更多的影迷朋友交换观影心得。这时
你会发现，每部影片都是一个认识生活的窗
口，在这里你会看到不同的人生轨迹。”当被
问到做字幕的意义时，李海德如是说。

“没人看”的好片才值得翻译

制作字幕 需要的不只是新鲜感

近 日 ，
亚布力中国企业

家论坛 +'&#年夏季
高峰会在安徽合肥举

行，在分论坛 《可持续
发展论坛：楼市 &' 年：意
愿和方法》 上，房地产的业
界大鳄齐聚一堂，从政策、房
价等方面回顾了 &' 年楼市的变
迁。十年来，不断上涨的房价一直
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蜗居”、“蚁
族”、“房奴”等反映国内住房压力的
词，早已屡见不鲜。
虽然海归顶着光环回国，但也一样

面临着衣食住行等生活上的问题，面对居
高不下的房价，海归群体的压力不小。

合租房里的中国式青春

随着城市 （镇） 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到大中城市发展，海归回
国的首选地同样也是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北
上广”等一线城市已是人满为患。在网络上流
传的一个名为《合租房里的中国式青春》视频
里，有这样一段话：“那些远道而来的年轻人，
狭路相逢，蜗居在北上广，与来自五湖四海的
小伙伴们过起合租生活。”这段话反映了在高
房价的背景下，年轻人面临的现实住房问题。

此外，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了今年 / 月
/'个大中城市房价变动情况，数据显示，全国
房价同比平均指数再创新高。为控制房价涨
幅，北京拟限制普通商品房房价，把中低价位
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纳入限价房之列进行管
理。但地产专家陈宝存表示，房价受土地价格
影响很大，社会福利和公共资源集中在中心城
市，导致中心城市的土地供求矛盾。因此，控制
房价涨幅，单靠政府调控是不切实际的。

住房影响海归去留

高层次人才一般在国外都已经有了稳定
的工作和较为舒适的生活环境，回国发展就

意味着要
放弃这些优越
条件。国内的高
房价是不少海归“望
而却步”的主要原因，
中心城市高房价“吓退”海
归人才的新闻也时有发生。
+'&' 年，就有媒体报道，中科院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 年流失博
士占总数的 &!0，选择在深圳购房的
不足 "0。

不仅是住房，海归创业所需的店
铺、办公室的租金也在一路上升，选择
回上海创业的留美海归邵启喆表示：“现
在租的店铺合同期是 # 年，价格暂时不会
变动，但确实不便宜。身边也有同事租房，
感到房价涨得很快。”对此，陈宝存指出：
“中国正在高速发展的阶段，海归回国很有可
能不适应中国市场的发展和社会环境，要脚
踏实地，而不要恃才自傲。一线城市虽然资
源丰富，但扎堆在北上广未必好，西安、成
都、重庆等中西部城市也需要海归的贡献。”

优惠政策僧多粥少

为了解决创业海归的住房问题，各地纷
纷出台优惠政策。比如，北京市在 +''$年出
台了“海聚工程”政策，鼓励海外高层次人
才来京创业，其中包含了住房（租房）补贴；
广州市出台的 《广州市鼓励留学人员来穗工
作规定》中指出，市人民政府可根据需要拨
款购置留学人员周转公寓，用人单位对来穗
工作的留学人员应优先解决居住问题；在上
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自 +''!年起就不断推出
人才公寓并分批投入使用，以进一步吸引、
留住国内外优秀人才。据北京市海外学人中
心宣传联络部业务主管李刚介绍，在“海聚
工程”中，共有 &'' 万元的资金用于海外高
层次人才的住房补贴。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政策要求一般较
高，被认定为国内高层次专业人才或海外高
层次专业人才的留学人员，才可享受优惠待
遇。条件高，名额少，海归优惠政策实际上
存在着惠及面有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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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画家曹勇的作品《中国》，诠释了中西方艺术的融合。

来源：美剧《生活大爆炸》

图片来源：搜房网

%月 +&日，+'&#年度“青年艺术 &''”项目
在北京 /$% 艺术区启动，展出 &'' 余位青年艺术
家的 #!'余件作品。参展的艺术家中，&'余位有
海外留学经历。像他们一样，如今，有越来越多
的海归画家选择回国发展。对于这些曾前往国外
学习的画家们，回国的前景如何？

探因：国内繁盛引回归

日前， 《+'&# 胡润中国艺术榜》 发布，对
+'&+年度公开拍卖市场作品总成交额的前 &''位
在世艺术家进行了排名。上榜的油画家中，有海
归身份的接近 &)#。而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
的画家选择回国发展，或在国内举办画展，或开
设个人工作室。海归画家回国渐成一种趋势。

四川成都蓝顶美术馆的画家郝明明是画家回
国潮中的一员。她曾留学日本多年，最终选择回
国“是希望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对我们‘%'

后’画家来说，事业还在刚起步的阶段，这个时
候回国发展是最好的。”在郝明明看来，虽然国外
艺术市场相对中国较为成熟，但给年轻艺术家的
机会就要少一些。
“近年来，大批留学海外的画家选择回国，主

要是因为艺术专业在国外就业率不高。”对近年来
画家的回国热，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育部
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黄宗贤认为，“国外就业困
难”是主要原因。在黄宗贤看来，欧美地区的艺
术行业相较国内更规范、理性，“人们需要艺术，
但是未必需要那么多艺术家。”

而近年来国内艺术市场日渐繁荣，对留学海
外的画家有了更大吸引力，不仅是近年出国的艺
术学子，还有很多出国一二十年的画家，都纷纷
踏上了归国之路。

现状：直面差异待磨合

但在海外潜心学习艺术多年后再回国，海归
画家难免遇到一些不适。

在日本、美国生活了 &"年后，油画家曹勇于
+''/年选择回国。其实回国前，曹

勇已在国外享有较高的
声誉，获得了同行

及市场对其
作 品

的认可。但回国后，国内艺术圈的一些现象却让
他大感不解。曹勇的不解，助理段力群感同身受：
“国内的艺术品市场和国际有些不太一样，很多时
候，国内对一幅画作的评价不是看艺术本身，而
是看作者有没有名气。”

与国内画家艺术理念的差异，是海归画家面
临的另一个问题。“刚回国时压力很大，跟一些
同行在艺术理解上有很多不同，因为以前的同学
都已经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了三四年，交流时难免
出现一些障碍。”+''" 年，青年画家刘夏前往法
国学习艺术，但 " 年后归来，他发现自己与一直
待在国内的艺术专业同学有了不少代沟。所以刘
夏借由参加“青年艺术 &''”这样的项目，获得
更多与同龄画家的交流机会。“青年艺术 &''”
项目的策展人宋继瑞告诉记者，大多数留学海外
的青年画家回国初期曾有不适应。“他们出国学
习的时间至少五六年，这期间国内艺术会发生
非常大的变化，而海归画家对国内的评价
体系和发展环境都不太了解，往往难

以马上适应。”
此外，艺术品的版权保护也是一些海归画家

头疼的问题。回国之初，曹勇希望把在美国已较
为成熟的艺术品限量版复制的生产模式引入国内，
但他逐渐发现，目前国内不论是复制技术，还是
艺术品版权保护的相关举措都还不够完善。“美
国几乎能完完全全地复制一幅油画作品，能保持
原画 $$0以上的信息，包括油画的肌理都几乎一
致。且每幅复制品都有编号，就像身份证一样，
对它们版权的保护也相对完善。而国内在这些方
面还有很多不足。”段力群说。但即便如此，曹勇
还是希望能够和国内艺术家一起，让高雅艺术品
逐渐走入平常百姓家，而不是只在收藏家手里倒
腾。

加入国内美术馆或者画廊，
是不少海归青年

画家回国初
期的选择。

+'&&

年，回国后
的郝明明加
入了蓝顶美
术馆，并有
了属于自己
的 工 作 室 。
现 在 的 她 ，
可以借助蓝顶
这个平台宣传
自己，也能更
从容地进行创
作，“有一个固
定的地方可以创
作，这对我来说非
常重要。”

而如何把在国外
学习的艺术理念与国内
文化传统恰到好处地结
合，是所有海归画家无法回
避的问题。“海归画家在将国
外的创新性艺术理念和经验带回
来的同时，一定不能脱离中国语境。
传统文化的文脉是不能也是无法割裂
的，否则我们的艺术就是无源之水。”黄宗
贤认为，海归画家想在国内获得成功，一定不
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否则，就会沦为
不伦不类。

% 月 +" 日，在 /$% 艺术区曹勇艺术中
心的画廊里，很多观众驻足在一幅名为
《中国》 的油画前。咆哮的壶口瀑布、
充满历史感的兵马俑、绵延不绝的
山河……充满个性的画风里，有
着强烈的传统文化元素。曹
勇对东西方艺术的融合尝
试，或许会对如今的海
归青年画家有所启
发。

未来：传统根基不能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