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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走出去”探析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一种国际社会协同合作、和平发展的世界新格

局正在形成。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们,各有其生存智慧和文明创造,如果能够协

同合作、互惠互利,就会生活得更加幸福美好。在古代,我们的祖先便抱着这样的信念,先

后开通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联通中国与世界,既使中华民族得到兴盛发展,也对世界文

明作出巨大贡献。如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既是对先辈伟大创举的继承,也是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注重文化先行  发挥文艺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具有经贸往来和文化交融双重意义。从历史角度看,我国生产的丝

绸、瓷器、茶叶等通过古代丝绸之路大量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沿线国家人民的生活

方式和习惯,而我们的文化艺术等传播则相对较少。反过来看,通过古代丝绸之路传入我国

的,除了琉璃、香料和各种农作物外,更有宗教、艺术等融入中华文化发展之中。近现代以

来,我国在“引进来”“走出去”方面形成完全不对等的双边交流关系。在当今“一带一

路”建设背景下,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究竟应如何处理“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关系,

如何促进双方经贸与文化间的融合。建设“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硬”支撑与文化交

流的“软”助力缺一不可,因此,更应注重文化领先、文化先行、文化“带路”。

　　“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是要达到“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民心相通”。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显然需要通过

文化交流来提升中外各国人民的文化共识,从而真正凝聚和构建面向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我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者,需要首先担当起这一文化责任,努力推动中国文化

“走出去”,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元文化的深度融

合,从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学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无疑需要文艺的积

极介入。文学艺术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可以穿越不同文化间的障碍,在跨国界和跨语言

的文化交流中具有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因此,我国文艺要自觉承担起跨文化交流的使命,

找准发展定位,确立能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趋势,努力实现“走出去”的目标。

　　打造文艺精品  实现文化、经济双赢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国文艺生产需要有明确的功能定位。外向和外销型的

文艺生产应与面向国内消费市场的文艺生产有所区别。在近年来的讨论中,人们似乎形成

了某种比较趋同的看法,即把这种外向型文化定位为一种“文化产业”,在此基础上讨论文

化产业发展和文艺生产问题。

　　这样的定位自有其道理,因为“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外文化交流具有经济和文化

的双重意义,应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电影、日本动漫、韩国影视剧

等无疑是此类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范例,既实现了文化输出走向世界,同时又收获了可观的

经济效益,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不过,我们对此仍需端正思想认识,避免陷入观念误区。这种外向型文化产业及其文艺

生产,不应成为一种广告式的、简单肤浅的文化宣传品,也不应成为一种缺少文化内涵的、

纯粹娱乐化的消遣品。此外,我们也需充分意识到,这类产品未必适合外国人的接受习惯和

欣赏趣味,并且就文化形象而言,也明显不利于提升甚至有损于我国的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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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胡子轩）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外向型文化产业及文艺生产的目标应是着力打造具有丰

富文化内涵、能够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文艺精品。在一些人看来,文化产业是面向消

费市场的,因而必定是通俗化和娱乐化的,难以产生文艺精品,文艺精品只属于高雅艺术,不

可能成为文化产业。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文化产业的基本含义是指能够作为商品

进行生产、交换并获得利润的产业。这并不能表明只有通俗化和娱乐化的文艺才能成为文

化产业,文艺精品生产就与文化产业无缘。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及文艺

生产,理应追求打造文艺精品,实现文化交流与经济效益的双重目标。

　　讲好中国故事  表现共通文化价值观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文艺生产需选择合适的表现内容与艺术形式,以促进文艺

“走出去”。对此,我们可从两方面来考虑。首先从自身出发,我国文艺生产应选择合适的

内容创意和与之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定向打造,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把中国

优秀文化传播出去。因此,中国文艺生产不能只着眼于消费,不能为了营利而牺牲产品质

量,而应着力展现凝聚中华民族价值观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当代生活,这样才能增进外国人对

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与了解。当然,这样的展现不应是抽象化、理念化的宣教,而是要注

重用艺术的语言来讲述中国故事,讲述让外国人感兴趣和看得懂的故事,使他们能够真正理

解和接受。

　　其次是从接受对象出发,研究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文化的兴趣点,及彼此相通的

文化心理。比如,我们从外国人对《花木兰》《西游记》《功夫熊猫》等中国故事题材的

改编制作中,从昆曲《牡丹亭》在世界各国巡演的反应中,不难发现他们对中国文艺的关注

点。当然,这样做并非要完全迎合外国人的需求和趣味,而是要努力从中找到彼此文化心理

上的相通之处,从而在文艺生产的内容与形式选择上更具针对性。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文艺生产还要对其表现和传达的文化价值观有清晰的认

定。在对外文化交流及文艺生产中,表现和传达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

题。从我们的文化立场出发,通过讲述中国故事,表现和传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

和当代文化价值观。但是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文化价值观的传达需要对方乐于接受和认同,

否则再好的愿望也未必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这里仍然有一个双向视角及其融通的问题,即我们所要表现和传达的文化价值观,与外

国人所能够接受和认同的文化价值观之间,要有一定的相通性。所谓“民心相通”,必然要

以这种文化价值观上的共识为基础。这就需要对文艺作品传达的文化价值观进行提炼和升

华,把中华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中既有鲜明民族特色同时又能与其他国家人民民心相通的

文化价值要素提炼出来,进而融入文艺生产。

　　在这方面,一些外国文艺作品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比如,美国电影《后天》讲述在气

候突变灾难骤降时,一个美国家庭亲人间互救并救助他人的感人故事。这部电影一方面鲜

明表现了美国式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另一方面也突出表现了人类面临的灾难警示,及在

灾难中显现的人性善良、亲情温暖、人道互助等共通情感,让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都能受

到感动和启示。类似这样表现人性力量、人道关怀、责任担当等的文化价值观念,及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文化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谓源远流长,这些

都是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在文艺创作中,我们需对这些价值观念进行提炼和升

华,通过讲述让外国人感兴趣和看得懂的中国故事将其传达出去。

　　在当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在“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全球化新

格局中,理应有中国人民贡献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观。我们应有这样的文化自信和

勇气,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及文艺生产中,表现和传达我们的文化价值

观。这既是对中华民族文化风貌的具体展现,同时有利于中外各国人民提升文化共识、实

现价值认同,也有利于凝聚和构建文化交融、面向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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