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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部时间 10 月 17 日下午，由中国文化和旅游
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支持，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和
纽约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美文化投资论坛在纽
约举办。来自文创、科技、教育、电影、博物馆、投资
等领域的中美两国嘉宾共 18 人，通过演讲、圆桌讨论、
录制视频等方式开展了热烈交流和探讨。

利用数字化技术让全世界参观者实现莫高窟的全景
虚拟漫游，通过网络游戏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运用“软
硬科技”将中国电影以创意的方式推向世界……论坛
上，来自中国的多位嘉宾分享了技术创新助推文化发展
与“出海”的案例与经验，引发与会人士的广泛关注。

敦煌研究院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实践“数字敦煌”
项目，用数字化技术采集洞窟的壁画、塑像，实现洞窟
的全景虚拟漫游。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副主任刘勤在
论坛上介绍，借助这个项目以及VR技术、球幕电影等方
式，人们可以身临其境，“走进”珍稀洞窟，感受敦煌魅
力。除了开展数字化工作，刘勤表示，过去两年敦煌研
究院在文化创意和传播上也有不少探索，既开发了敦煌

日历、茶具、丝巾等文创产品，也有针对青少年的研学
项目、“指尖上的敦煌”等体验活动，还与腾讯公司合作
推出“数字供养人”“敦煌诗巾”“古乐重声”等更为新
鲜的计划，希望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留住珍贵的文
化遗产，讲好敦煌故事。

包括与敦煌研究院的合作在内，近年来，腾讯充分
挖掘科技赋能文化的潜力，在游戏、音乐、影视、文学
等文化产品上创新文化“出海”方式。例如在欧洲、北
美、南美、东南亚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出的游戏

《王者荣耀》 海外版 《AOV》，设计了吕布、貂蝉、赵
云、牛魔王、孙悟空等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象，许多
海外玩家通过这款游戏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
兴趣。“互联网等新技术为传统文化提供了广阔的展示
平台，为传统文化带来了更丰富的活化手段，更加促进
了文化传播方式的演进。而游戏正是其中一种具有互动
性的新技术。”腾讯公司副总裁、天美工作室群总裁姚晓
光表示。此次论坛上，他从游戏的视角，回顾了中国社
会和文化领域在过去 20多年中的变迁，展望了未来以人
工智能、云计算、AR、VR 等前沿技术为基础，游戏将
为活化传统文化带来很多新的可能，引发现场观众的极
大兴趣。

近些年，中国电影市场虽然发展迅速，但在海外的
影响力仍然不足。论坛上，华人文化集团副总裁应旭珺
发表观点认为，除了“硬科技”例如3D Imax、VR、AR
之外，还应该利用“软科技”将中国电影以创意的方式
推向世界，改变中国电影只在中国人中受欢迎的状况。
跨学科、跨文化、女性视角将会成为未来电影创新的三
大趋势。在她看来，中国拥有丰厚的历史和文化，需要
深度挖掘并把这些故事讲述出来，再运用向其他国家学
习的制作技术，方可对电影产业有巨大贡献。

随着电子商务深入中国人的生活，人们对现实生活
内容的体验消费在提升，希望看到好的文化产品。尤伦
斯当代艺术中心 （UCCA） 投资人茅矛在论坛上指出，
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正在把逛美术馆、博物馆当成一种生
活方式。数字化时代为艺术更多地走进人们生活，更多
地在艺术场所内外建立与观众的联系，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机遇。

显而易见，科技的新一轮发展不仅改变人们的生
活，也在改变文化发展与传播的走向。中国高科技公司
与文化机构在科技与文化结合上的最新案例与经验，不
仅成为第二届中美文化投资论坛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促
进文化发展、交流、合作的新亮点。在科技爆发的黄金
期以及全球紧密连结的形势下，只有不停创新，才能不
断推动文化发展，激发文化交流合作的无限活力。

文化“出海”怎样走得更远
——第二届中美文化投资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郑 娜

全景式展现新中国外交史的
电视连续剧 《外交风云》 播出
后，收获了大量好评。很多观众
在关注毛泽东、周恩来之外，还
关注了另一个名字：黄镇，前外
交 部 副 部 长 ， 著 名 的 “ 将 军
大使”，曾经先后担任新中国驻
十几个国家的大使。出色演绎这
个角色的演员侯祥玲，也被观众
关注。

侯祥玲在剧中大部分场合穿
着深色中山装，掺杂银丝的头发
梳得一丝不苟，从容不迫、睿智
亲和。但荧屏下的侯祥玲，是一
个时尚文雅有气质的帅大叔，款
款而来，和记者娓娓相谈。

按照侯祥玲的理解，如果说
毛泽东、周恩来等是为新中国外
交运筹帷幄的人，黄镇就是在外
交第一线上的具体执行者。新中
国外交的重大事件，黄镇往往参
与其中，比如打开新中国对外
关系新局面的万隆会议，担任
驻法国的首任大使，出任第一
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等。另
一方面，黄镇也是文艺家，毕
业于上海美专、上海新华艺术
大学，出版过有关长征的画集，
编写过剧本，后来离开外交战线
担任了文化部长。

“这部剧赞颂了新中国第一
代外交人，黄镇就是他们的浓缩
和代表。”侯祥玲说，当初接到
这个角色时很兴奋，与黄镇的家
人见面交流，也马上买了一本

《黄镇传》 攻读学习。当然也少
不了向真正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
人了解情况。正像剧中表现的，
那时新中国一穷二白，外交人在
国外设立中国使馆都是白手起
家，从选址、买房子或者租房子
到装修，都要自力更生。这是观
众们想象不到的。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部戏
对新中国外交史的揭秘，剧中有
大国外交的纵横捭阖，也有枪林
弹雨和谍战暗杀。比如万隆会
议时，黄镇一刻也不懈怠地关
注着进场的每一个人，随时准
备着为周恩来总理挡子弹。毛
泽东、周恩来等为什么总会在
重 要 时 刻 把 黄 镇 作 为 第 一 人
选 ？ 毕 业 于 解 放 军 艺 术 学 院、
当过兵的侯祥玲对此有自己的

理解：首先因为黄镇是军人，军
人的最大特点是忠诚；另外就是
黄镇各方面的才能和人格魅力，
比如他去印尼和总统苏加诺会
谈，因为苏加诺也学过艺术，黄
镇为苏加诺画了一张像，迅速拉
近了彼此的距离，为进一步增进
两国关系打下了基础。

很多人认识侯祥玲其实是因
为他至今已经十几次在影视作品
中出演周恩来，还饰演过张闻
天。侯祥玲认为，之所以这次

《外交风云》 剧组选中他出演黄
镇，就是因为他军人出身的气质
和以往的演艺经历。他对中国的
现当代史比较了解，也是必不可
少的条件之一。

黄镇原名士元，后自己改名
“镇”。他曾经告诉毛泽东，改名
是因为他自己脾气不好，希望

“镇静”。在剧中，他也特意设计
了表现人物雷霆之威的细节，比
如外交谈判时的唇枪舌剑，对安
装窃听器的台湾特务在窃听器中
的厉声呵斥等。但剧中黄镇有一
条家庭生活线，侯祥玲演得非常
松弛、接地气，网友评价：有点

“苏”，就是暖心、舒服的意思。
他和夫人朱霖始终携手相伴，伉
俪情深。剧中有个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的细节：黄镇即将出任驻匈
牙利大使时，朱霖舍不得刚 1 岁
多的孩子，不想去国外。有一天
朱霖发现黄镇正在画一张她的画
像，黄镇还说自己到国外想她的
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一句话打动
了朱霖，同意出国。看到这样的
片段，有观众说这样秀恩爱，更
加动人。

从艺20多年，侯祥玲参演过
各种类型影视作品中的许多人
物，黄镇是他艺
术生涯中非常重
要 的 一 个 角 色 。
他 说 ，《外 交 风
云 》 这 类 电 视
剧，剧本提供的
东西是诸多重大
历史事件或人物
关 系 提 炼 出 来
的，但仍是远远
不够的，要花费
大量时间做戏外
的功课，研究历

史，研究人物，深入到角色内
心，再选择最行之有效、浅显易
懂的方法，把角色的内心传递给
观众。比如黄镇夫妇从法国回
来，马上又要到美国去，临行前
到医院看望病中的周总理，临别
时一句台词“总理，您也不要太
辛苦了！”侯祥玲做了独具匠心
的处理，蕴含了万语千言和深厚
情谊，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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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合作推出的“数字供养人”计划 ▲侯祥玲在剧中扮演黄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