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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三十而已》拍摄泰剧
版；《猎罪图鉴》在海外热播，并将被
翻拍；迪士尼宣布购入《小敏家》全
球版权；《二十不惑》系列剧在奈飞
播出期间，获得观众好评；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国际媒体合作机制日臻完
善；爱奇艺等视频网站国际版建成
覆盖……近年来，中国影视走出去
步伐明显加快。从“找平台”到“搭
平台”，成功案例不胜枚举，传播方
式不断翻新，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
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进行有益
尝试。

在影视走出去的过程中，有的
创作者在主题选择、创意设计和艺
术审美上注重中国特色和国际表
达，吸引不同国家的媒体和制作公
司购买影视制播版权，掀起一轮 IP
出海热潮。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
多影视IP走出国门，以青春奋斗、家
庭情感等不同国家观众都能理解的
元素和主题，推动中外文化互动交
流。影视从业者还意识到，平台是
全球文化交流的基础设施，对提高
对外传播的自主性和信息供给量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他们转
变思路，通过国际合拍、栏目共建、
媒体传播联盟、内容品牌专区、视频
网站国际版等方式搭建传播平台，
实现中国影视内容的主动输出、议
程设置。这些迹象表明，中国影视
业已初步实现内容、IP、平台、人才
等全生产要素的海外集聚，影视走
出去正稳步迈入“第二程”。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影视内容乃至中国文
化如何实现从“共享”到“共情”，与
海外受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相关
主管部门、电视台、影视公司、视频
平台等还需聚合联动，以跨文化传
播理念推动影视走出去不断升级。

首先要因地制宜，深入了解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喜好，尝试为
目标受众量身定制。比如，找到中
国与当地相联系的文化元素，唤醒
观众的历史记忆。讲述 20 世纪 30
年代广东女性下南洋务工故事的电
视剧《南洋女儿情》还原新加坡牛车
水、豆腐街等历史景观，表现主人公
与当地人的互帮互助，受到新加坡、
马来西亚观众的喜爱。还可以寻找
跨文化传播的共鸣点，像对个体生
存状况的关注、对他者日常生活的
好奇，以及两性情感、子女教育等，
让作品与海外观众的日常生活建立
联系。

其次，积极拓展具有新媒体特
质的传播内容。当下，海外传播的

制作主体已由主流媒体、大型制作
公司拓展到自媒体内容生产者、普
通网友，传播路径也由卫星电视、流
媒体平台拓展至社交媒体。影视从
业者需改变各打锣鼓各唱戏的思
路，在更广泛的媒介融合中激发传
受主体间的互动，将蕴含于影视作
品中的中国文化势能充分转化为传
播动能。《流浪地球》《深海》等影视
作品在传播的过程中，给网友提供
了丰富的中国审美文化符号，激发
他 们 进 行 漫 画 、小 说 等“二 次 创
作”。一批喜爱中国文化、具有一定
中文基础的外国创作者还以“生活
者”而非“评论者”身份体验中国文
化生活，创作《新中国之歌》等影视
作品。从世界到本土，再从本土到
世界，以共情传播实现价值共享。
这些影像符号、原创和“二创”短视
频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方
式渗透到海外受众的日常生活中，
如同毛细血管一般疏通文化壁垒，
填充中国故事海外叙事和文化翻译
的空白。

最后，在全产业合作中实现深
度传播融合。随着中国影视公司海
外经营渐入佳境，他们开始尝试海
外产业布局。比如，长信传媒在马
来西亚打造南洋街，为当地影视拍
摄制作提供服务。除了在产业基建
方面稳步推进，一些公司还在受众
调查、影视培训等领域实现本土
化。这种“组合拳”及其叠加效应，
让中国影视业在异国他乡落地生
根，与当地影视行业在硬件建设、人
才挖掘、公益活动、周边产品开发等
多方面合作。影视从业者不仅从中
获得经济利益，还了解了当地影视
业发展状况、影视消费水平和观众
收视习惯等，这些信息将为未来的
创作传播提供参考。

总之，从单一作品播映到 IP 输
出、周边衍生产品推广，从借助外国
媒体的“借船出海”，到打造跨国流
媒体平台的“造船出海”，从聚焦影
视海外发行，到深耕当地影视产业，
中国影视出海进阶之路背后，是传
播内容、传播观念、传播途径的更新
迭代。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
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在未来，如
何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
来，让中国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
去”，在国际上获得更多情感认同和
价值认同，我国影视从业者还需再
接再厉，为这道时代考题写下更多
富有中国智慧的答案。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徐海龙

影视出海：
从找平台到搭平台

芭蕾舞，这个源于15世纪文艺
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形式，是世
界舞台上的一颗耀眼明珠。在中
国，芭蕾艺术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引
入以来，历经创新与探索，已初步
形成具有独特魅力的艺术风格。
中国芭蕾工作者在西方芭蕾的基
础上，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精
髓，创作出了许多融合东西方元素
的佳作。如《红色娘子军》和《白毛
女》这样里程碑式的经典作品，它
们将中国故事与西方芭蕾技术相
结合，为观众展现出一个个既充满
中国特色又富有艺术创新的作品。

近年来，中国芭蕾更是走向国
际，受到广泛关注和喜爱。如《大
红灯笼高高挂》《牡丹亭》等作品，
在国外也受到了热烈欢迎和高度
评价，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
芭蕾已经从单纯模仿和学习西方
经典走到了与其并肩的地位，推出
了一批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芭蕾
艺术作品。在风格上，中央芭蕾舞
团的《敦煌》、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
系的《黄河赋》和苏州芭蕾舞团的

《西施》都是中国芭蕾舞蹈探索中
西结合的杰出代表。这些作品积
极地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元素与
西方的芭蕾舞蹈技巧、表现形式相
结合，打破了芭蕾的传统身体运作
方式，为其注入了新的艺术魅力和
生命力。《敦煌》将芭蕾舞蹈技巧与
敦煌壁画中飞天的形象相结合，展
现了一种全新的、既具有中国传统
特色又具有芭蕾舞蹈现代性和国
际化的艺术形式。《黄河赋》通过描
绘黄河的壮观景色和中华民族坚
韧不拔的精神，成功地将中国古典
舞蹈元素与芭蕾舞蹈技术相结合，
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既具有强烈民
族风格又具有现代感的舞蹈作
品。而《西施》则将中国古代历史
故事与芭蕾舞蹈技巧、表现形式完
美地交织在一起，使西施这一中国
古代美女形象焕发出新的魅力。

在题材上，中国芭蕾已经从西
方古典芭蕾单纯地表现恋爱和宫
廷生活，转向了更多地表现中国的
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上海芭蕾
舞团的《闪闪的红星》是近年来的
代表作。该剧以深情又热烈的方
式讲述了红军战士潘冬子为保护
母亲和千千万万家庭英勇斗争的
故事。它不仅是对理想信仰的颂
扬，更是对革命精神的抒写。强烈

的民族情感的表达，成功打破了芭
蕾舞常有的“冷感”，使之更加接近
国人的审美习惯。广州芭蕾舞团
的《旗帜》从广州起义这一重要的
历史事件中汲取灵感，讲述了革命
先烈为民族大义献身的英勇事
迹。舞剧中的动作设计，充分考虑
到中国舞蹈的艺术特点，使得这部
作品在展现芭蕾舞技巧的同时，也
展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情。辽宁芭
蕾舞团的《八女投江》用芭蕾的灵
动语言、厚重的艺术韵致，将东北
抗联“八女投江”惊天地泣鬼神的
悲壮之举演绎得生动感人，荡气回
肠。

这些作品展现了中国芭蕾在
新时代的探索和发展，充分体现了
中国芭蕾在继承和发扬其古典特
点的同时，深入挖掘和融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所取得的成果。世界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从中国芭蕾
感受到凝练其中的家国情怀与民
族精神，而中国芭蕾也为世界芭蕾
艺术增添了色彩，为国际舞蹈艺术
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
启示。

芭蕾艺术是一种世界性语言，
这就要求中国芭蕾必须具备开阔
的眼界和国际化的视角。自芭蕾
艺术进入中国后，世界芭蕾各大学
派之所长在这里熔于一炉。东西
文化通过芭蕾这门艺术形式进一
步深化交流，一大批世界一流艺术
家、编导、演员前来中国交流合作，
中国本土人才也走出国门，参与国
际邀约创作演出。国际交流合作
不仅加速了中国芭蕾的技术进步，
也为其艺术创作带来新的灵感。
中国芭蕾不断探索、总结和发现芭
蕾这门西方艺术形式在东方的艺
术土壤里如何更好地完成对世界
文化的诠释，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
故事。

经过几代人耕耘，中国芭蕾以
世界芭蕾艺术为基，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为根，不断长出新枝，收获累
累硕果，呈现出中国芭蕾独有的风
采，承担起文化传播的使命。中国
芭蕾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无论在
技术层面，还是在艺术创作上，都有
着无尽的可能性。未来我们坚信中
国芭蕾会持续发展创新，为世界舞
蹈艺术注入更多活力和能量。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彭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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