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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年春节期间，在北美、欧洲、大洋洲、亚
洲 33 个国家的 120 座城市可以看到国产新片 《西
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唐人街探案》等。今
后，每月将有至少1部国产影片在这些城市的主流
院线与国内同步上映。

这是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策划指
导，华人文化控股集团、华狮电影发行公司共同
搭建的国产电影全球发行平台——“中国电影，
普天同映”，为广大华侨华人、留学生和喜欢中国
电影的外国人带来的一项福利。

国产电影海外发行已到一个转折点

华人文化控股集团董事长黎瑞刚讲述了搭建
这个平台的缘起。2015 年 9 月，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给他介绍了一本名为

《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的书，书中讲了
一个道理：未来文化的博弈，关乎到每一个民族
和每一个人。这本书也引发了他的思考：中国电
影未来发展的动力和支点是什么？中国作为全球
新崛起的重要电影市场，突破口在什么地方？黎
瑞刚希望，这个平台能成为中国文化获得全球认
可的探索途径。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说，中国
电影经过 10余年的产业化改革，已经在中国市场
上实现了跨跃式发展。下一个10年，中国电影亟待立足
全球市场获得新的增长点。“中国电影，普天同映”计划
和全球发行平台的推出恰逢其时，将在更加广阔的视角
中为中国电影谋划发展。

2015 年，全国电影总票房约 440 亿元；2016 年伊
始，《寻龙诀》《老炮儿》等影片先后在海外热映，创下
近年来国产影片海外票房的最好成绩。然而，2015年国
产电影的海外票房仅为27.7亿元，占总票房的比例不到
10%，这与好莱坞电影海外票房约占电影总票房70%的情
况有着巨大的差距。这也说明国产电影在海外电影市场
有较大发展空间，这已成为中国电影新的、更具挑战的
使命。

张宏森表示，中国电影的海外发行业务已经到了一
个转折点，中国电影的海外征程已经到了必须加大步伐
的时候。中国电影必须积极寻找新的增长点，提升中华
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海外观众看华语新片成为刚性需求

黎瑞刚认为，中国电影市场整体繁荣，海外观众看
华语新片成为刚性需求。海外华人数量日渐庞大，而且
随着留学生的增加，华人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说普通
话的海外华人比例增加，使中国电影在海外积累了大量
潜在受众。此外，在当今时代，一部好电影的影响力可
以迅速通过互联网、微博、微信传向世界各地，许多华
人都盼望能与国内亲友同步观赏院线新片，加强沟通，
交流认识，联络感情。许多外国观众也对飞速发展的中
国和中国电影怀有好奇心，希望能通过中国电影了解中
国的国情民意。

华狮电影发行公司的调查显示，未来的国产电影海
外市场将有6000万华侨和3000万新移民作为庞大的观影
人群基础；在海外市场，每场华语电影受众当中，有

10%左右是外国观众。
中宣部副部长景俊海表示，随着“一带一

路”等国家战略的施行，中国电影将作为文化
名片不断扩大影响力。

让中国电影充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华狮公司成立于2010年，是中国第一个做国
产影片海外发行的公司。据媒体报道，早在 2011
年 10月，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博纳影业
集团这两大中国民营上市电影公司就曾共同参
股华狮，以推进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的同步上
映。但是正如公司总裁蒋燕鸣所说，前几年国产
影片在海外的发行非常艰难，影片缺乏国际化发
行的基因，观众对华语电影的观影习惯尚未建
立，所以，公司从成立至今已经亏损 400万美元。
但她认为经过 5年的拓展后，如今转折点已经到
来。在《港囧》《夏洛特烦恼》等影片的带动下，华
狮在2015年实现了年度盈利。

业内人士分析，中国电影海外票房不佳，
主要是因为中国电影的题材、类型、故事和表
现方式主要针对国内观众，不易被外国人接
受，大多数影片的质量也不具备国际竞争力。

“推进国产电影制片方的国际化意识、提升国产
电影在海外的票房和认可度、通过电影向全球

传播中国文化，是从‘普天同映’计划开始搭建中国电
影海外发行平台的三大初衷。”黎瑞刚说。

他表示：“我们采用完全市场化的做法，与海外院线
和影院进行票房分账。我们将首先在海外华人聚居地同步
上映国产影片，以此作为海外发行的切入口，带动外国观
众聚焦中国电影，逐步形成可控的发行网络和渠道，使中
国电影的全球范围同步成为常态，让中国电影充分参与到
国际市场竞争。”

中国电影界的“大佬”们纷纷对这一平台的启动表
示赞赏和支持。中影股份董事长喇培康说：“作为多年从
事中国电影走出去和对外交流的一位‘老炮儿’，我发现
虽然我们有很好的内容，但因为渠道问题制约了中国电
影走出去的步伐。这个平台的搭建，对于推动中国电影
走出去，延长中国电影的产业链，增加中国电影市场新
的增长点，扩大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的份额，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日前，中国文联、中国音协组派音乐演出小组一行8
人，赴印度参加“丝绸之路”中印音乐节，为中印友好
谱写出新的华彩乐章。

音乐节由中国文联、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联合主
办，中国音乐家协会、印度音乐家联合会承办。中印两
国音乐家同台献艺，共同演绎经典乐章，为以音乐为纽
带增进两国人民的认知与互信、延续两国古老而深厚的
友谊创造了极佳契机。

中印两国民族乐器首次合奏

音乐节期间，巡回演出小组分别在艾哈迈达巴德、
那格浦尔、赖布尔举行了3场音乐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分
党组成员、副秘书长王建国与著名箜篌演奏家崔君芝、
著名笛子演奏家李增光、女高音歌唱家刘海燕、二胡演
奏家于秋实、青年琵琶演奏家刘小菁，表演了民乐合奏

《喜洋洋》、二胡独奏 《二泉映月》、琵琶独奏 《彝族舞
曲》、女声独唱 《故乡是北京》、笛子独奏 《牧民新歌》、
箜篌独奏 《夕阳箫鼓》 等，演唱了印度歌曲 《丽达之
歌》 及印度电影 《她是谁》 插曲，中印音乐家还合奏了

《茉莉花》《赛马》《中印丝绸之路主题音乐》等曲目。
首场演出选定在印度总理莫迪先生的家乡、被誉为

“印度经济发展奇迹”的古吉拉特邦最大城市艾哈迈达巴
德市，在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曾经会面的河滨公园剧
场举行。在那格浦尔演出时，观众达2000余人，不少观
众站着看完了全场演出，还有不少观众举着手机录像。
演出还经由当地电视台录制播出，预计有数百万观众收
看。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音乐家此次进行演出的艾哈迈
达巴德、那格浦尔、赖布尔等地，均为中印艺术交流活
动开展较少的地区，有的地方是历史上首次迎来中国音
乐家到访和交流。特别是在赖布尔演出时，中国民族乐
器箜篌、琵琶历史上首次和印度民族乐器塔布拉鼓实现
了合奏，中国女高音歌唱家刘海燕在中印双方乐队伴奏
下演唱了《丽达之歌》、印度电影《她是谁》插曲等印度
歌曲，把演出气氛推向了高潮。

中印音乐文化有相通之处

音乐节期间，演出小组分别在艾哈万达巴德、那格
浦尔、赖布尔召开了 3场新闻发布会，共 40余家印度媒
体参加发布会。会上，王建国向印度媒体介绍了“丝绸
之路”中印音乐节的筹备组织情况以及本次中国音乐家
赴印演出的目的、内容和艺术特色，阐释了举办这一活
动的重要意义。中国艺术家们分别介绍和展示了箜篌、
笛子、琵琶、二胡等传统乐器，并积极与新闻媒体交流
互动。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 《印度
时报》 以及 《古吉拉特报》《都市生活报》《中央纪事
报》《箴言报》等多家媒体对中国音乐家赴印演出作了多
次图文报道。其中，《印度时报》在题为《中国音乐家今
日将举办演出》 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丝绸之路”中印
音乐节在印度3个城市巡演的情况，突出强调了两国音乐
文化的共通之处，特别指出：两国民族乐器最能表达人
民心声，其各自独特的发展亦有区别于西方国家的特殊
性。

演出小组还分别在那格浦尔、赖布尔举行“中印音
乐工作坊”，印度音乐家、青少年音乐爱好者以及当地民
众累计200余人参加。在活动中，中国艺术家介绍了中国
民族音乐的特征及其与印度音乐、西方音乐的区别，介
绍了中国民族乐器的发展历史和特点，并进行了技法示
范和辅导。参加工作坊的青少年学生和音乐爱好者表现
出对中国民族音乐和乐器的极大兴趣，多人表达了希望
有机会学习中国民族乐器的愿望。

艺术是对外友好交流的桥梁

此次印度巡演再一次有力地证明，艺术是不同国家
的人民友好交流最有效的桥梁之一。中国艺术的国外传
播，不但要求艺术“走出去”，更要求艺术“走进去”，
也就是使中国的优秀艺术真正走进外国民众生活，使其
触手可及、沉浸其中，才能迅速拉近生活在不同文化背
景、社会制度下的人们的情感距离。

巡演小组所到的城市，尽量选择以往接触中国文化
特别是中国民族音乐较少的地区；演出和交流尽量选在
城市公园、广场、校园、文化中心等群众熟悉和便于抵
达的场所；表演的节目尽量既体现中国民族特色，又易
为印度民众欣赏和接受。中国音乐家充分利用演出和彩
排间隙，与印度有关机构的官员和专家以及印度民众频
繁互动、亲切交流。

印度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基舍尔·贾瓦德畅谈了对中国
崛起的感受，并表示希望更多地学习借鉴中国艺术发展
的经验。印度音乐家协会主席拉提什·塔格德向中国艺术
家赠送了创作于2000多年前的印度“文学艺术圣经”，希
望能翻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同时表示愿意了解中国古
老音乐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在印期间，演出小组马不停蹄、昼夜兼程，横跨印
度 三 省 ， 累 计 行 程 1.6 万 余 公 里 ， 表 演 节 目 近 60 个

（次），与印度文化官员、音乐家、新闻媒体以及民众直
接交流互动百余人次，直接影响印度民众5000余人，在
印度音乐界、文化界以及普通民众中都取得了良好反响。

日前，网络剧《太子妃升职
记》经历了“火爆”“下线”“优化
处理”和“重新上线”的过程，让
粉丝惊喜的不仅是“重新上线”，
出品方还宣布同时启动了续集
和大电影的制作。这一事件的全
过程，引发业内外人士和大量观
众的热切关注。

和上星电视剧必须要过审
之后才能播出不一样，网络剧
的管理相对要松一些，由此获
得 了 野 蛮 生 长 的 空 间 。 据 统
计，2015 年有 355 部网络剧上
线。同时，网剧近年来在质量
上有所提升，《无心法师》《心
理罪》《他来了，请闭眼》等口
碑都不错。

这次 《太子妃》 的“下线
风波”，归根结底是由于这部剧
太火，放大了网剧因创作尺度
所 带 来 的 “ 负 面 ” 元 素 ， 如

“有伤风化”“封建迷信”等。
但主管部门本着鼓励原创的原
则，也没有直接断掉网剧的活
路，因此 《太子妃》 和其它下
线的网剧一样，在出品方对内
容主动进行“优化处理”后，
得以重新上线。

网剧之火，原因之一是它
们依网而生，在风格化、个性
化方面，完全根据网民欣赏网
络 视 频 内 容 的 习 惯 来 进 行 创
作。早期的网络短剧，占据的
是网民的闲暇时间，他们在上

班路上或工作间隙，打开视频欣赏一段十几二十分钟的
网剧，是一种很好的休闲和放松。后期流行的网络长
剧，则是对网民娱乐精神的全面迎合。网剧类始于至今
仍在风靡的网络小说，一切以取悦观众或读者为最高目
标。原因之二是观众的更新换代。中年人很少看网剧，
喜欢网剧的多是年轻人，他们对互联网的依赖，要远远
超过对电视剧的依赖。就算收看传统电视剧，他们也更
愿意通过互联网连续观看。网剧的编剧、导演、演员在
年龄层次上和网剧观众高度重合，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做
到了“想我所想”，摆脱了一些观念的桎梏，作品如人，
呈现出来的气质具有年轻气息，所以观众才一边吐槽网
剧粗糙，一边热情追捧。

去年的一些话题网剧，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关注，主
要在于它们传递的鲜活时代特征。起码在5年内，网剧最旺
盛的生命力，还会体现在拼命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观
众上。“三贴近”曾是主流影视剧多年的追求，但在做法上，
只有网剧真正放下了身段。

但网剧又不得不面对升级的考验。升级过程中，首
先要在既接受有关部门管理又相对宽松的空间里，让自
己的创作身段更灵活，更经得起各方眼光的打量；其次
要面对观众的“喜新厌旧”。目前网剧暂时还没找到扎根
之计，多数网剧都是在碰运气、赶时机、卖概念，容易
被观众喜爱，也容易被观众放弃；最后我还想特别提醒
网剧创作者和出品方的是，网剧到目前只成功了一半，
另外一半要靠寻找更优质的素材、更有工业化发展潜力
的模式以及更靠近主流的价值观，只有这一半弥补足
了，网剧才能担当起年轻人巨大的视频消费需求重任。

以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为宗旨的
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节目，日前已完成录制。节
目共10期，从2月12日（大年初五）起登陆央视综合频道

（CCTV-1）黄金档首播，并于 2 月 13 日（大年初六）至 4
月15日期间，在央视科教频道
陆续播出。

这是继 《中国汉字听写
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
国谜语大会》 之后的又一档
大型文化类演播室益智竞赛
节目，旨在弘扬传统文化，让
古代经典诗词深印在民众的
脑海，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基
因。据央视科教频道节目组
负责人介绍，节目通过演播
室比赛的形式，引领观众重
温经典诗词。入选节目的所
有诗词题目几乎全部出自中
小 学 课 本 ， 涵 盖 豪 放 、 婉
约、田园、边塞、咏物、咏
怀、咏史等各个类别，聚焦
忠孝、仁义、爱国等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主题，题目中既

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亦
有“雁字回头，月满西楼”的飘逸，带领观众在“熟
悉的陌生题”中领会中华诗词文化精髓。

这一节目还大力创新，以“技术手段+艺术表达”
的表现形式，力求做到宏大
主题微观表达，抽象主题具
象展示。一方面运用舞美、
动 画 、 音 乐 等 视 听 技 术 手
段，对演播室进行360度意境
营 造 ， 让 诗 词 在 演 播 室 中

“活”起来；另一方面精心设
计嘉宾解读环节，让“冷”
知识在“热”背景中复活，
既有趣味性，又适当还原诗
词的独特意象，引导观众感
悟中华诗词的美好精髓。

参加《中国诗词大会》的
106 位选手来自各行各业，覆
盖各年龄段。节目全程运用移
动端推动节目多屏传播，吸引
观众与场上选手通过移动端
同步答题，力争打造一场全民
参与的诗词文化盛宴。

央视推出《中国诗词大会》专题节目

带领观众领略中华诗词之美
音 奇

选手陈更在进行挑战
《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组供图

华语新片春节期间在美欧等地120座城市上映

中国电影 普天同映
本报记者 苗 春

奏响中印友好新乐章
——“丝绸之路”中印音乐节在印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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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海外大规模放映的两部电影：《西游记之孙悟空
三打白骨精》和《唐人街探案》 据百度

中印两国的音乐家在合奏 印知音摄

中国戏曲中的传统美德·见义勇为保家国中国戏曲中的传统美德·见义勇为保家国

《杨排风》: 烧火丫头大败辽军《杨排风》: 烧火丫头大败辽军
《杨排风》包括《打孟良》《打焦赞》《打韩昌》三

折，讲述杨家将故事中的一段丫头从军传奇。
宋辽两军边关对垒，宋军小将杨宗保被辽邦韩

昌掳去。三关之上二十四员上将皆无法战胜韩昌。
元帅杨延昭派孟良回天波杨府搬救兵，佘太君身边
的烧火丫环杨排风应声而出。孟良轻视排风，两人
比武，孟良被排风打得既无招架之功也无还手之
力。大将遂为丫环牵马坠蹬，赶赴三关。

三关大将焦赞见孟良搬来一个烧火丫环，心中
同样不服，更瞧之不起：“你上马无有拳头大，下马
无有膝盖高，慢说是冲锋打仗，就是衬刀背、垫马
蹄，也不中用。”杨排风凛凛威风：“休道我排风夸口
高，上阵不用枪与刀，全凭青龙棍一条，保定江山社
稷牢。”两人比武，排风棍打焦赞，在元帅杨延昭面
前，焦赞被三番两次打翻在地，口服心服。

杨延昭点将杨排风出阵打韩昌，排风大败辽军
韩昌，救回杨宗保。

李滨声的戏画《打焦赞》，表现的正是杨排风三
番两次将焦赞打翻在地的情节。显露身手的杨排风
和口服心服的焦赞，形象而生动。樊明君文 李滨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