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軟實力走向世界
❶科幻電影《流浪地球》

•首部以中國視角主導的科幻大片，第一部和第二部全球
票房超12億美元，打破荷里活科幻片壟斷。

❷古裝劇《甄嬛傳》《琅琊榜》
•通過Netflix、YouTube等平台走向全球，被翻譯成多國
語言，引發海外網友對中式美學的興趣。

❸電影《哪吒2》
•在澳洲、美國、新西蘭、新加坡等多國上映，總票房達
148.87億人民幣，躋身全球影史票房榜第6位。

❹博主李子柒
•巔峰期YouTube訂閱量超1700萬，視頻播放量破億，以
田園詩般的畫面吸引外國人對 「中式生活美學」 的嚮往。

❺ TikTok（抖音國際版）
•用戶超10億，登頂150多國下載榜，推動中國文化的全
球傳播，已成為全球Z世代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❻中國春節全球化
•紐約帝國大廈點亮 「中國紅」 ，倫敦特拉法加廣場舞獅
表演，多國政要發春節祝福。

❼漢服熱與國潮品牌出海
•漢服社在歐美高校興起，多個國潮品牌將漢元素服飾推
向全球，很多國際大牌也將漢服作為設計元素。

大公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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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百億票房的 「哪吒」 接棒爆款3A遊戲的 「悟空」 ，大語言模型
DeepSeek在全球AI界引起轟動……滋養於中華傳統文化和得益於技術創新的
新產品在全球圈粉。中國科技和文化領域不斷湧現的 「世界級爆款」 ，成為
全國兩會上的熱門話題。

今年， 「釋放文化、旅遊等消費潛力」 「加快發展新型文化業態」 等寫
入政府工作報告。不少代表委員認為，創新精神植根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推動了中華文明綿延發展，也是新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神動力。

蛇行千里【中國文化】

大公報記者 馬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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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 「十四五」 規劃收官之年，
也是為 「十五五」 規劃打下穩固基礎
的重要一年。全國青聯委員、東
區區議員陳凱榮（圓圖）向大
公報表示，過去五年，在國家
的支持下，香港取得了一系列
成就。他期待 「十五五」 期
間，國家能夠繼續支持香港鞏
固提升 「八大中心」 地位，香港在
融入國家發展方面能夠取得更大突破。

「儘管過去五年遭受了磨難和外部
勢力的抹黑，但國安法的出台，香港以

優異的數據和上升的排名進行了
有力反擊。」 陳凱榮指出，菲
沙研究所去年10月發布的《世
界經濟自由度2024年度報告》
中，香港在165個經濟體中獲

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此外，
香港初創企業數量在去年底達到逾

4600間，創歷史新高。

陳凱榮認為， 「八大中心」 的建設
仍有大量工作需要推進。陳凱榮提到，
近年來特區政府高度重視創科發展，北
部都會區正在熱火朝天建設中。他建議
在北都建設過程中預留與大灣區其他城
市在交通、政策等方面的對接空間，把
北都打造成與深圳及其他內地城市合作
的平台，從而早日形成香港 「南金融、
北創科」 的布局，建成名副其實的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 大公報記者義昊

期待十五五香港更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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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嘢睇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

出，將加大保障和改善民
生力度，實施健康優先發
展戰略，兩會期間，關於

工作制度的討論尤為熱烈。其中全國人大代表、香
港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對 「996」 工作制（指早上9點
鐘上班，晚上9點鐘下班，一個星期工作六天）提出
了批評，並呼籲實行更為合理的 「888工作制」
（指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個人時間）。
這一建議在反對加班內卷的背景下，引發廣泛共
鳴。

「我認為要順其自然，有時很難說工作忙8個
小時就停工，要自己去平衡，如果遇到特別着急的
項目，我們要能 『秉燭』 趕工，全力以赴，但平常
之時，我們也要會休閒放鬆。」 全國政協委員、香

港立法會議員何君堯3月10日對大公報表示。
何君堯是首位獲准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執

業的港澳律師，2022年領到了編號為 「001」 號的
執業證。他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3月8日
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工作報告披露，
2024年全國法院收案4600萬件、法官人均辦案350
多件， 「按此數據，內地的法官工作量太大了，還
是要盡力高效地把工作完成，平衡工作與休息。」

近日，有報道稱內地科技公司大疆 「強制員工
晚上9點必須下班」 ，消息人士表示，科技公司普遍
加班都很厲害，但大疆打算作一些嘗試或者改變。

「（事情）只有自己一個人做不行，唔好話
『888』 啦， 『999』 都唔掂，打定999啦！」 何君

堯認為，個人全力以赴之外，有良好的合作夥伴很
重要。 大公報記者張帥

何君堯談888工作制
既要能秉燭趕工 也要會休閒放鬆

▲全國政協委員何君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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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2》用 「全華班底製作」 詮釋中國古代神話。圖為在馬來西亞吉
隆坡舉行的《哪吒2》首映活動現場。 新華社

11日，2025年全國兩會將落下帷幕。回溯
這時間緊湊、議題豐富的八天議程，敦本務實
的會務安排讓人印象深刻，代表委員們 「真提
出問題、提出真問題」 的議政風尚更讓人耳目

一新。這場春天裏的政治敘事，正以刪繁就簡、去蕪存菁
的筆觸勾勒出新時代的作風圖譜，將治國理政的宏大敘事
細化為可觸摸、可驗證的民生刻度，讓中國式民主的機理
在求真求實的淬煉中愈發清晰。

我們看到，兩會議政廳的布設簡約而莊重，沒有迎賓
紅毯的喧嘩，沒有文件堆砌的冗餘，素雅桌布上躍動的不
是鮮花彩綢，而是密密匝匝的民生數據。在很多代表團駐
地，監督員每日巡查的不僅是參會率，還有餐桌上的 「光
盤行動」 ，這種 「粒粒皆辛苦」 的勤廉之風，讓厲行節約
從政治規矩具化為 「長牙、帶電」 的會場紀律。

在分組審議討論現場，代表委員發言提倡不 「穿衣戴
帽、疊床架屋」 ，而是 「開門見山，直奔主題」 。 「三分
鐘講透痛點，五分鐘開出藥方」 的發言新風，讓人聽得過
癮又有共鳴。

繁文縟節的減法催生真知灼見的加法。代表委員們摒
棄 「講成就不講短板」 的懸浮作風，而是以 「腳沾泥土、
手握實情」 的姿態，將 「真問題」 搬上國家議政舞台。從
「舌尖安全」 到 「銀髮焦慮」 ，從 「遠洋捕撈」 到 「工業

突圍」 ，每一個真問題背後，都是對民意的敬畏、對初心
的堅守，聚焦的都是矛盾最尖銳、民生最關切的領域。

以 「真」 破題，以 「實」 落筆。這些帶着現實顆粒度
的諍言，實則是將發展坐標系從宏觀敘事拉回微觀現場，
為中國式現代化校準發展方向。這些帶着電光火石的思考
與討論，讓 「真提出問題」 的銳度與 「提出真問題」 的準
度，在制度化的留白處迸發出治理創新的火花，詮釋着
「真擔當」 的時代內涵，鋪就了 「真進步」 的實踐路徑。

某種程度上，議政的鋒芒越銳利，制度的韌性就越強
健；問題的棱角越分明，對策的精度就越提升。也因此，
當 「說真話、建實策」 成為政治文明的底色，這股新風氣
絕非簡單的履職方式革新，而是中國民主政治制度優勢轉
化為治理效能的密鑰，是解碼複雜問題、聚合改革合力的
時代應答。它記錄了這個超大規模國家在現代化征程中
「把問題轉化為機遇」 的政治智慧，也必將見證古老文明

在時代浪潮中 「於直面現實中開闢未來」 的美好願景。

時政
透視
鄭曼玲

以真破題 以實落筆

中華文化魅力 海外大放異彩
中 國 交 響 樂

團、中央歌劇院等
中國頂級藝術院團

赴法國、俄羅斯等國演出，用音符
傳遞友誼；話劇《青蛇》《西遊
記》等登陸海外劇院，講述中國文
化經典故事……這些實力派表演向
世界展示中國文化的魅力，也收穫
了海外觀眾的讚揚。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人民藝術
劇院院長馮遠征向記者表示，中國
文化作品成功出海既要故事好、製
作精良，也需要製作者具有國際化
眼光，能夠反映中國人的現實生
活。他曾帶着作品《知己》《司馬
遷》赴俄羅斯演出，當地人看了以

後覺得很新鮮、很喜歡，讚嘆中國
故事講得很美、很宏大， 「從藝術
層面去理解優秀文化，其實是可以
共情的。」

以北宋傳世名畫《千里江山
圖》為靈感源泉舞蹈詩劇《只此青
綠》，日前來到美國西海岸聖地亞
哥表演，場場爆滿。在當地舞蹈學
校開展藝術交流時，總編導周莉
亞、韓真等主創們分享創作理念和
表演技巧。主創們談到， 「這部劇
沒有語言障礙，海外觀眾完全能通
過我們的肢體表現領會到作品的意
境。藝術是最好的語言，能夠跨越
國界，直達人心。」

大公報記者馬曉芳

收穫
讚揚

機會留給有準備的人， 「小哪吒」 的爆火背後不僅
是製作團隊的精益求精，更有中國整體文化軟實力不斷
提高帶來的時代機遇。在幾個月前，首個國產3A遊戲
《黑神話：悟空》橫空出世，震撼世界，截至去年底該
產品全球銷量突破2800萬份，銷售額超90億元，帶動整
個國風遊戲市場，也讓 「悟空」 成為全世界的熱搜。水
漲才能船高，不管是 「悟空」 還是 「哪吒」 ，這些從中
國神話中衍生而出的熱門IP，如引線一般將海外視野聚
焦到中國文化上，也正是在中國文化的托舉下，從神話
故事中走來的角色們，才能一次次創造新的 「神話」 。

從事話劇、影視劇表演多年的張芷瑛依然被《哪吒
2》深深打動。清華大學畢業之後張芷瑛一直在內地與
香港往返，她認為，內地和香港在中國文化出海方面可
有很多攜手破圈的優勢，內地和香港合拍影視文化作品
可為產業培養既懂中華文化又具備國際視野的複合型人
才，為持續出海儲備核心創造力。

細數起來，近些年成功走出國門獲得海外市場認可

的中國文化產品越來越多，電影
《流浪地球》向海外展示了中國
科幻的魅力，古裝電視劇《甄嬛
傳》《琅琊榜》俘獲了無數海外
觀眾的芳心，《黑神話：悟空》讓
海外玩家認真讀起《西遊記》……這
些走出國門的中國文化代表作，不僅展現
了中華五千年歷史積澱，還讓很多海外粉絲邁出了來中
國看看的第一步。

科技加持 傳統文化煥發新活力
另據新華社報道：創新是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

不少兩會代表委員認為，創新精神是推進中國式現代
化的精神動力。 「 『創新中國』 的吸引力與日俱
增。」 全國人大代表、智慧宮國際文化傳播集團有限
公司董事長張時榮說。來京前，他還忙着與《哪吒2》
出品方對接版權事宜，希望將其譯製成阿拉伯語，在
中東地區推廣。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表示，
用科技激活傳統，讓古老的文化在現代科技的加持下煥
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以文化鏈接全球，通過富有中國
特色的文化內容，吸引全球受眾關注。

「科技與文化的融合是中國爆款在全球 『出圈』 的
關鍵，不僅推動了人工智能技術在全球的普遍應用，也
豐富了全球文化的多樣性。」 張頤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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