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筆者讀完劉娜的《我們的世界敘事：
12位中國人訪談錄》時，一群有理想有毅

力的故事傳遞者在眼前躍動，一幅以前不曾了解的世界圖景在面前徐徐展
開，一種立足於個體的生命體驗講述或建構世界的方式在腦中漸漸清晰。
由此，對於書中着意討論的 「世界敘事的中國人」 和 「中國敘事的世界
化」 這兩個當代文化和傳播中的關鍵命題，也有一些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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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書名所示， 「敘事」 是本書最重要的關
鍵詞。隨着中國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隨着
作為個體的中國人日益捲入全球化浪潮，來自
中國的敘事前所未有地參與到世界敘事的創作
和競爭之中。作者把敘事者分為職業與非職
業，而與新聞機構、職業媒體人、藝術家等相
比，非職業敘事者的重要角色值得關注。這一
點目前尚未得到系統研究，這也是本書的價值
所在。

世界敘事的普通個體
《我們的世界敘事》聚焦12位在世界各地

講述故事的普通中國人，他們是留學生、華人
華僑、媒體人、國企外派員工、自由職業者
等，跨越了60後、70後、80後和90後四個年齡
層，遍布全球多個文化和地理區域。他們以帶
着 「中國化」 底色的理念看待和敘述世界，並
以個體世界化的人生經歷見證中國與世界的交
流互鑒。

從體裁上說，本書是一部訪談集，受訪者
娓娓道來的故事，增強了其文學性和可讀性。
同時，本書又有透徹而深厚的理論關懷，在某
種意義上，本書記錄的每一個受訪者，都是一
個看 「世界」 的角度。比如，自由攝影師張博
原說： 「每一個人的世界可能是一個圓或者一
個球。人和人的關係可能就是這些球或者圓，
它們或不相干，或相切，或相交，甚至有的時
候是同心。」 而這個世界可能是一個不斷膨
脹、擴大的圓或者球， 「它包含着我們所有人
的世界。」 前駐外記者韓沖則說： 「我們大部
分人都不是推動世界朝某個方向變化的決定性
力量，但是我們每個人又都是力量之一。我們
不是世界的領袖人物，但是世界的走向最終還
是靠每一個具體的個體來推動的。」

這些觀點構成作者和受訪者的共識，以此
為基礎，在12個看似個體化的人生故事中，通
過受訪者之口以及本書作者的提煉和點評，本
書給讀者展現普通敘事個體眼中的 「世界」 和
心中的 「世界觀」 、他們走出去看世界以及描
述世界的驅動力、他們講述 「世界的故事」 時
的自我定位，進而幫助讀者深化何為全球化時
代敘事、敘事如何改變世界等話題的理論思
考。

比如，90後的社會學學者楊雲鬯認為，
世界敘事的普及和媒介大眾化，特別是數字
媒介的興起息息相關。他還提出 「世界這個
世界」 的命題，也就是把 「世界」 作為一個
動詞， 「強調你作為一個人，以你自己的感
知和經驗為圓心，用你的身體經驗去感受你
周遭所有的一切。」 再如紀錄片創作者趙佳
認為， 「世界故事先得是自己的故事，才能
夠成為世界的故事，故事本身就有它自己的
世界。一個中國農村的故事，如果它有共通
性，在另外一個國家的農村也有同樣的人間
故事在發生，它可以把世界串起來，增進這
個世界的互相理解。」

用影像傳遞故事的信使
本書記錄的12位受訪者中，絕大多數從事

與影像有關的工作。其中，杜風彥和齊林是
「杜齊眼」 公眾號的創作者，也是全球故事的
尋找者、記錄者、講述者和傳遞者。杜風彥從
小就有環遊世界的夢想，大學畢業後騎車前往
世界各地的許多地方。2011年8月起，他用兩年
多時間從中國騎行到南非。2022年來到肯尼亞
工作。2015年杜風彥認識了齊林，兩人重走非

洲，並用照片進行記錄和講述當地故事。
杜風彥的 「野心」 是讓 「被遺忘的人」 講

述自己的故事。他的合作者齊林認為，杜風彥
工作的價值在於把話語權交還給非洲人。此
前，如奈飛這樣的國際媒體， 「他們的角度實
際上不是非洲人的角度，雖然它是在非洲製
作、非洲播放，針對非洲人，但話語權不在本
地。」 用本書作者的話來說，杜風彥 「就像一
個信使，把陌生人的故事，講述給一路上遇到
的陌生人。這些人又把來自遙遠世界的 『陌生
人的故事』 講給身邊的人聽。世界就在故事傳
遞的過程中被打開、被講述、被建構。」

與 「杜齊眼」 相似的另一個影像組織名為
「桑拿團」 ，是英國留學生組成的攝影團體。

成員雖然有着不同的學科背景，但有着對人類
起源和生存境況的共同關注。對於楊雲鬯來
說，攝影是實踐人類學理念和目標的手段；對
於張博原來說，攝影是接近真實和身份認同的
路徑；而對於 「桑拿團」 團長雋大鵬而言，攝
影是為了追求美好和消除偏見。當他們用鏡頭
對準世界，實際上找到一種敘述的新方式，其
中第一人稱格外醒目，也因此使個體作為敘述
者的意義愈發凸顯。

化身成橋的使命感
在閱讀中，筆者多次被書中反覆出現的

「使命感」 擊中。多位受訪者都談到 「使命
感」 。留學日本、荷蘭的趙佳本從事醫藥行
業，後來 「棄醫從影」 走上藝術之路。談到自
己的轉變時，她說 「我有一種使命感。而我從
東到西在海外生活30年的經歷，加強了這種使
命感」 ，她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推動世界看
到亞洲以及中國這半個世紀來的變化。她與阿
富汗導演阿巴扎爾．阿米尼合作的《喀布
爾，風中之城》在第17屆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上
放映；導演央視紀錄片《十三年紅樓夢圓荷
蘭》，講述荷蘭翻譯家用13年把《紅樓夢》翻
譯成荷蘭語的故事。本書作者認為， 「只有文
化的認同和驅動，能解釋趙佳這種化身成橋的
使命感。」

在琵琶演奏家吳蠻的講述中，也可以體會
到這種文化驅動的使命感。她從小學習中國樂
器，是 「馬友友絲綢之路樂團」 的重要創始成
員。她從小學習中國樂器，開創了多個第一，
比如，她是第一個跟紐約愛樂樂團、芝加哥交
響樂團合作的中國傳統樂器演奏家，是第一位
獲得哈佛大學學者獎的中國傳統樂器音樂家，
也是第一個獲得格萊美獎的中國音樂家。在世
界音樂舞台上，她的名字已經和琵琶聯繫在一
起。吳蠻說，她熱愛音樂，有一種對音樂的使
命感，同時在國際舞台上也代表着一個民族，
她用音樂和世界交流。

這種使命感同樣洋溢在梁子的故事裏，她
在2000年第一次去非洲，到2019年底最後一次
從非洲回到北京，其間還去了八次印度，四次
阿富汗，但她文化上的立足點始終在中國。在
書中，她說道： 「我覺得有責任把我看到的世
界像橋樑一樣傳遞。每一個人都有與他人不同
的認識和感受，像一流小溪，匯集起來才能形
成一條大河。這千萬個人的不同認知，就是這
源遠流長的大世界。」

筆者認為，這一個個被使命感驅動的非職
業敘事者，都在與世界平等而放鬆的互動中努
力折射出自己的光，而這又將進一步豐富中國
與世界的互相理解，並鼓勵人們去建設一個更
加美好的理想世界。



▲《我們的世界敘事：12位中國人訪談
錄》，劉娜著，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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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紀錄片《十三年紅樓夢圓荷蘭》講述荷蘭翻譯家用13年把《紅樓夢》翻譯成荷蘭
語的故事。 劇照

中華書局第一季精選書單（部分）

世
界
敘
事
的
中
國
人

評
《
我
們
的
世
界
敘
事
》

中
國
敘
事
的
世
界
化

與

《
﹁竹
﹂
夢
香
港
—
—
大
熊
貓
與
香
港
的
故
事
》

作
者
：
李
開
云

出
版
時
間
：202 5

年
2
月

本
書
以
通
俗
簡
潔
的
文
字
、
生
動
活
潑
的
敘
事
方
式
，
加
上

豐
富
精
美
的
照
片
，
講
述
大
熊
貓
與
香
港
的
故
事
，
並
展
現
香
港

對
大
熊
貓
這
一
珍
稀
物
種
的
愛
護
、
付
出
與
貢
獻
，
滿
足
讀
者
了

解
大
熊
貓
、
走
近
大
熊
貓
的
願
望
。

《
想
像
的
異
邦
：
絲
路
上
的
﹁西
遊
記
﹂
》

作
者
：
張
國
剛

出
版
時
間
：20 2 5

年
3
月

本
書
以
生
動
的
筆
觸
探
討
了
絲
綢
之
路
上
的
文
明
交
融
與
碰

撞
，
還
原
了
絲
綢
、
瓷
器
、
茶
葉
等
﹁硬
通
貨
﹂
的
傳
奇
故
事
，

同
時
揭
示
了
宗
教
、
藝
術
與
技
術
如
何
在
絲
路
上
傳
播
與
演
變
。

從
漢
唐
的
邊
境
貿
易
到
大
航
海
時
代
的
中
歐
通
商
，
再
到
現
代
的

﹁一
帶
一
路
﹂
，
絲
路
的
歷
史
脈
絡
在
書
中
細
緻
呈
現
，
令
人
重

新
思
考
全
球
化
的
源
起
與
文
明
的
互
動
。

《
閻
連
科
文
學
理
論
系
列
》

作
者
：
閻
連
科

出
版
時
間
：202 5

年
3
月

結
集
五
冊
閻
連
科
的
文
學
理
論
著
作
，
包
括
三
冊
從
未
在
香

港
出
版
的
作
品
，
以
其
獨
到
的
小
說
家
視
角
重
新
審
讀
經
典
名

著
，
深
入
剖
析
和
發
掘
小
說
的
不
朽
之
道
。

B4 副刊 2025年4月7日 星期一

▲紀錄片《喀布爾，風中之城》海報。

▲肯尼亞的駱駝。
圖源： 「杜齊眼」 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