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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國慶國慶 周年周年 之之影視出海影視出海

「影視作為文藝創作中最具
廣泛覆蓋面的形式，其

獨特的藝術形態和媒介特性，在
文明互鑒與文化傳播中扮演着至
關重要的角色。」中國電影家協
會副主席、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
學院教授尹鴻回憶，上世紀八十
年代中國首部榮獲國際A類電影
節大獎的《紅高粱》，初次在柏
林國際電影節放映時，傳譯器發
生了故障，但即便在同步傳音故
障、無字幕輔助的情況下，仍憑
借其深刻的影像表達和視覺衝擊力，贏得了國際觀眾的熱烈掌聲。
「所以我們常說，好電影能讓全世界都看得懂。」

跨文化溝通 創新式表達是關鍵
尹鴻談到，隨着中國影視產業的蓬勃發展，越來越多的影視作品
不僅在國際影視節上屢獲殊榮，更成功打入國際主流影視市場，如
《臥虎藏龍》和《英雄》等，它們不僅在全球票房上取得佳績，更
在國際上樹立了中國電影的高品質形象。進入新時代，中國電影產
業進一步融入全球影視工業體系，通過與國際合作夥伴的聯合製
作，實現了資源共享和文化互鑒。中外合拍影視作品也成為一種跨
國文化互動和文化借鑒的過程。
然而，面對全球化背景下的複雜地緣政治形勢和文化差異，中國電影
在國際傳播中仍面臨諸多挑戰。如何更好地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
音，成為擺在中國電影人面前的重要課題。尹鴻強調，講好中國故事，
不僅要尊重藝術規律和市場規律，更要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的精髓，還要
考慮到全球觀眾的接受能力和文化背景。通過創新性的表達和跨文化的
溝通，讓中國電影成為連接不同文明、促進文化交流的橋樑。

外國業者看好中國元素
意大利前文化部長馬西莫．布雷談到，中、意兩國在影視發展上有着

諸多共通點——兩國政府均高度重視影視作品的國際推廣與高質量內容
的創作。他提到，中國影視作品如《三體》等在國際上廣受好評，不僅
增強了世界對中國文化的認知，也促進了中、意兩國文化的深度交流。

同時，意大利電影如《她的重生》在中國
也獲得了廣泛關注，展現了意大利電影藝
術的獨特魅力。
面對全球影視行業面臨的共同挑戰，如
觀眾流失、票房下滑等問題，馬西莫．布

雷呼籲兩國加強合作，共同尋找解決方案。他強調，高質量影視作品的
創作、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以及跨文化的對話，是未來合作的重要方
向。「通過雙方的共同努力和持續交流，不僅能夠豐富兩國文化領域的
互動，更能在全球範圍內展現中、意文化的獨特魅力，為構建一個團結
的世界貢獻力量。」
英國導演兼編劇柯文思提到，隨着中國偉大復興步伐的加快，中國電

影業在全球的影響力顯著增強。荷里活電影界為搶佔中國這一龐大且快
速發展的市場，開始積極融入中國元素，包括演員、面孔及故事，使得
中國及亞洲面孔在西方大片中更加頻繁地出現。「我對中國電影產業充
滿信心。未來幾年，無論是表現當代生活的題材，還是對中國古代神話
傳說的全新闡釋，抑或是科幻小說，比如《三體》《流浪地球》，相信
中國都能打造出傑作。」
他同時提到，最近中國開發的電子遊戲《黑神話：悟空》引爆海內

外，成為全球熱議的話題。遊戲和影視皆能激發對中國經典價值的探
索。從中也得到啟示，中國如何將電影、節目、遊戲推向世界，融入全
球媒體？那便是利用強大的全球媒體平台，免費分享高質量影視作品，
讓世界更開放地感受中國文化的獨特魅力。

2024北京文化論壇「文化傳播：影視製作與時代表

達」平行論壇前日在北京舉行。中外影視人在論壇上共

商影視創作的跨文化傳播，探討優質影視供給路徑，交

流中國文化出海的經驗做法。期間，多位海外嘉賓提到

了中國影視作品《三體》等在國際上廣受好評，他們呼

籲加強藝術、電影等領域的深度交流與合作。中國電影

家協會副主席、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尹鴻表

示，通過創新性的表達和跨文化的溝通，可讓中國電影

成為連接不同文明、促進文化交流的橋樑。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郭瀚林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任芳頡、
郭瀚林 北京報
道 ）在前日的
2024北京文化論
壇專業沙龍中，
來自法國、俄羅
斯、歐盟、柬埔
寨、巴西、智
利、阿根廷等國
的文化界代表出
席，圍繞「以文
明互鑒促進現代
化發展」議題進
行討論。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
副董事長、總經
理鄭勇男出席並
講話。
與 會 嘉 賓 認
為，文明交流的
本質是對話與合
作，應該弘揚全
人類共同價值，
推動文明交流的
合作機制建設，
擴大國際人文交
流合作，讓不同
文明在對話中尋
找共鳴，在互鑒
中實現共贏。
「講好中國故
事易，傳遞中國
聲音難，如何以
世界更易接受的

話語和方式，展現出可信、可愛、
可敬的中國形象，是構建更有效力
的國際傳播體系的必然要求，也是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一直追求的
目標。」鄭勇男表示，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在港澳與海外深耕多
年，對中央聲音的國際表達有很深
的理解和轉化能力，一直在通過更
易被世界接受的語言、內容和表述
方式講好中國式現代化的故事，讓
國際友人「看得到、聽得懂、記得
住」，突破西方話語霸權，更好地
實現「借船入海」。
鄭勇男表示，文明交流互鑒是一
個長期而複雜的過程，唯有多元主
體協同發力，才能促進不同文明間
的和諧共生。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將發揮香港媒體所長、服務國家
發展所需，向全世界講好豐富多彩
的中國式現代化故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郭瀚林 北京
報道）「影視作品不僅僅是娛樂產品，更是文
化載體，是傳遞中國聲音、展示中國形像的重
要窗口。」內地導演鄭曉龍在 2024 北京文化論
壇平行論壇「文化傳播：影視製作與時代表
達」上指出，要創作具有中國品格、中國氣
派、中國風範的影視精品，創作者需要從真實
的中國故事出發，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
關注作品的價值觀，並在創作過程中深刻挖掘

人性和時代背景。
「多年來，我一直要求創作人員要耐得住寂
寞、沉得下心，要提高自己對社會、生活、人性
的觀察力和認知力，要不斷提高講故事的技巧和
製作水平、提升自己的文學素養和審美能力，這
是『練內功』。」鄭曉龍透露，在創作電視劇
《功勳》時，自己要求所有主創人員閱覽了大量
文字和影像資料，並前往功勳人物曾經工作和生
活的地方走訪，找到他們的時代背景、職業特

點、性格特徵，努力抓住每個人物的精神內核。
他還強調，在國際表達中，要避免簡單的文
化輸出模式，注重中國優秀傳統價值觀與全人
類共同價值觀的共通性、共融性。他指出，海
外版《甄嬛傳》的介紹詞是：「一個不屈的靈
魂，一個弱女子，對抗整個大清帝國。」這是
海外觀眾自行領悟的，這種跨文化的價值觀和
共情能力，正是中國影視作品得以走上國際舞
台的關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郭瀚林
北京報道）前日在北京文化論壇「文化傳
播：影視製作與時代表達」平行論壇上，
馮遠征、陸毅、于和偉等影視界人物相繼
亮相。中國影視演員、表演指導張頌文在
演講時說：「影視作品是最快速可以在全
球廣泛傳播的，我們不拒絕全球優秀的影
視作品進入咱們中國，因為中國人民渴望
與全世界發生文化之間的交流和碰撞。」
張頌文表示，中國的影視作品愈發優秀成

熟，被世界各國所歡迎。
談及演員的責任時，他直言要「做好分

內的事」。他堅信塑造好角色就是演員
最大的責任。「在這個時代，所有中國
演員都能磨練演技，把本職工作做好，
這是當務之急。」他點明，演員作為公
眾人物，要在一言一行上對自己進行更
嚴格的管理和約束，也要保持自律、學
習、進步，「這樣中國演員才能走出
去，與全球同行打一次擂台，這一點，

我非常有信心。」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馮遠征提出，講

好時代故事，非一日之功，也非一蹴而
就，「需要深入挖掘每一個故事的靈
魂，細緻雕琢每一個角色的血肉。在創
作過程中，不僅要關注宏大的歷史背
景，更要聚焦微小而真實的瞬間。正是
這些瞬間匯聚成了時代洪流，觸動了觀
眾的心弦。」
于和偉在演講時說：「我覺得流量本身

沒有錯，流量是一種關注，關鍵是面對流
量我們給什麼，我覺得應該是給好的作
品，給正確的價值觀表達，在作品裏給真
實的人物、真誠的情感。」他以自己在
《新三國》中的台詞「接着奏樂接着舞」
片段出圈為例談「流量」話題並強調，藝
人不能抱着流量至上或為獲取流量的心態
去創作，「很多時候，觀眾的興趣點讓創
作者始料未及，獲得流量後，要回饋給觀
眾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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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戲演好是當務之急 流量非長久創作之策

●多部中國影片曾在國際上獲得廣泛好評。

●「以文明互鑒促進現代化發展」
專業沙龍舉辦現場。 郭瀚林 攝

●「與時代同行 與人民同心」
電視劇展播活動重點劇目於論
壇發布。 郭瀚林 攝

●張頌文倡議當代中國的演員們不
斷進步。 郭瀚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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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視家協會副主席、清華大
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尹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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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的價值觀和共情
是中國影視走出去的關鍵鄭曉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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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影人共論跨文化傳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