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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推动
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是
需要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推动中华文化走出
去，表达了中华民族推进各国文化交流交融的
美好愿望，也顺应了丰富世界文化、维护文化
多样性的时代要求。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做
好中华文化译介工作至关重要。

这里强调的中华文化译介，不仅包括文学
作品的译介，也包括中华文化典籍的译介，还
包括能够展示当代中国鲜活思想的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它们都能向世界展现
中华文化之精华、中华思想之绚烂。近年来，
为了有效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有关部门采取
了一些积极举措，尤其是为中华文化的对外译
介设立基金、搭建交流平台，取得了明显效
果。进一步做好中华文化译介工作，应特别关
注以下两个方面。

中华文化的译介要注重系统性。当前，社
会各界尤其重视中国文学的译介。中国优秀
的文学作品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
译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中华文化要真正
走出去，应以思想为先导。中华文化有根、有
源、有脉，这些都体现在中华文化典籍中。因
此，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首先要关注中华文
化典籍的译介。要通过文本的精心选择和核
心概念的深刻阐释，有重点有步骤地对中华文
化的经典著作进行译介，从而全面系统地反映
中华文化的精髓。近年来，我们越来越重视中
华文化的系统译介。例如，《大中华文库》通过
组织中外专家学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
品进行翻译，构建了一个系统的中华文化宝
库，其中既包括儒家、道家、佛家的典籍，也包
括重要的文学、科技、军事、历史典籍，它们都是中华文化的结晶。

中华文化的译介要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引领。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关键是要推动中华文化中最优秀、最精华的内容走出去，从而更好展示
中华文化、积极影响世界。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
中华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和整体把握，以正确的价值观引领译介工作。比
如，儒家、道家等文化典籍中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一直在被译介
与阐释。拿《论语》来说，作为儒家最重要的典籍，它在中华文明史上占
有重要地位，在国际上也广为流传。但我们的翻译学者一般都是从《论
语》的翻译角度去探讨译介工作，忽视了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西方到
底是怎么接受《论语》的？《论语》中的哪些思想被西方所重视？这些思
想有怎样的价值？这些思想在其他国家曾经留下过什么历史影响？哪
些思想可以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真正发挥作用？深入思考这些问题，就会
发现文化典籍的译介不是一个简单的文本转换问题，而是事关中华文化
能否真正为世界文明发展带来新的价值，也涉及中国能否平等参与世界
文明对话。因此，中华文化的译介者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正确的
价值观引领中华文化的译介工作，从深层次上展示文化、影响世界。

长期以来，我国特别注重学习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翻译活动以外
译汉为主，注重外国典籍的译入，而对本国典籍的译出相对不够重视。
新时期，译介工作要积极适应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新形势，改变旧的以单
向输入为主的文化交流模式，关注并推动中外文化之间的平等双向交
流。这既意味着要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异质文明，积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
成果，认识并弥补本国文化的局限；又意味着中华文化要主动走出国门、
融入世界，把优秀文化成果持续有效地介绍给世界，增进世界对中国的
了解，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套在手臂上，被
“冷锋”高高举起，护佑满车难民穿越交战
区……结尾，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旁，打
出字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
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
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这一刻，观众激情燃至沸点。
电影《战狼2》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首部

突破40亿元票房的影片，上映20天后，票
房仍在节节攀升，在海外也获广泛关注。

为什么是《战狼2》？票房新纪录背后，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爱国情怀、民族大义在传递

7月 27日，作为建军90周年献礼片，
《战狼2》登陆国内各大院线。影片以中国
海外撤侨真实事件为背景，讲述中国退伍军
人冷锋在非洲战乱地区不顾个人安危营救

同胞和异国难民的英雄故事。
上映以来，几乎场场爆满，凭借良好口

碑产生的“自来水效应”，《战狼2》接连打破
国内多项电影票房纪录。

“它符合、呼应了国势和民心，成为中国
崛起的时代隐喻，也是中国梦的集体表达。”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陈旭光说。

“激动、鼓舞、欣慰，这是我的观后感，这
部电影把日益强大的祖国表现出来！”从事
服装贸易的山东人王利正，经常往来于中非
之间。“影片吸引人的不仅仅是故事情节和
动作特技，更是汹涌的爱国情怀。”

影片在北美地区同步上映，也引起世
界主流媒体关注。一些西方媒体评价，
《战狼2》虽然有与好莱坞动作片相似的叙
事框架，却显现出更加鲜明的爱国情怀和
国际视角。

中国英雄冷锋的身后，是中国政府维护
国家和公民海外利益的信心和能力，是一个

负责任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承诺和履约。
影片导演兼主演吴京介绍，在美国上映

时，无论是在东部的华盛顿、纽约，还是西部
的洛杉矶、旧金山等华人较多的地区，上座
率都很高。“很多华人观众热泪盈眶，有的还
拿出手机拍摄影片结尾出现的中国护照和
字幕。”

“越是身在海外，越能体会出爱国的含
义。这部电影极大激发了海外华人华侨的
民族自豪感。”居住在美国加州的28岁中国
留学生孙雪京说。

有观众在观后感中写道：“电影带给我
们的显然不只是激情和精彩的体验，更有一
种叫做家国情怀、民族大义的东西，在发酵、
在升腾、在传递。”

“爱国主义深埋在中国人心中，《战狼
2》只是一个小小的火种。”吴京这样看待影
片的成功。

工匠精神锻造“中国大片”

功夫过硬、血脉贲张的打斗场景，紧张
激烈、惊险刺激的坦克大战和空中救援……
很多观众大呼“过瘾”。

国内影评人将之视作中国电影工业的
重大进步，是新型“中国式大片”。

宏大场面、逼真特效的背后，是创作者、
制作者的巨大心血。

电影开头，长达160秒却一镜到底的水
下打斗，吴京不用替身亲自上阵。“在水下的
戏，好莱坞也能拍，但是这种长时间的水下
激烈打斗，没人干过。”吴京说。

这160秒，整整拍了半个月。每天十多
个小时的水中拍摄，吴京冒着体力透支的危
险，连续跳水26次，险些丧命。拍摄其他场
次也没少受伤流血。但他认为，这是动作演
员的本职工作。

首次挑战军事动作戏的“达康书记”吴
刚，已年过 50。为了让自己更像一个军

人，他主动要求参加军训，光据枪就练了
20多天。40摄氏度高温中，他穿着厚重的
工服，背着装备，还在枪口挂上水壶，肩膀
都肿了。

“一个真正的军人，从动作到拿枪的手
法，甚至是一个眼神都必须是锋利坚韧的，
这些东西都需要我提前体验和学习。”拍摄
中，吴刚一开始不会拿枪，最后变成了可以
熟练地单手换弹夹。

吴京认为，当下中国电影人，应该延续
中国电影的“工匠精神”。

“坚持用本心讲好故事是拍好电影的关
键。持续产出高品质的电影，离不开技术的
支撑，也离不开对艺术的追求。”中国艺术研
究院学者孙佳山说。

伟大时代呼唤精彩讲述

电影被称作“铁盒子里的大使”，代表民
族与国家的面孔。这个光影交织的世界，正
是现实的真实投射。

吴京说，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2011年
的北非大撤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海
外撤侨行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英雄
为了同胞、侨胞的安危，义无反顾，走进异域
动荡与暴乱、硝烟与战火中。

“海外撤侨，曾经在现实中感动了中华
儿女，今天在荧屏上依然引发观影热潮，
说明身处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不缺
乏精彩的故事，缺乏的是精彩的讲述。”孙
佳山说。

在黎巴嫩、马里、南苏丹，中国维和军人
以热血和生命，履行对世界的诺言；在亚丁
湾、索马里海域，中国海军成为各国商船的
保护伞、国际航道的守护神；在东非艾滋病
重灾区、西非埃博拉疫区，中国援外医疗队
救死扶伤……吴京告诉记者，电影中的大部
分情节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冷锋”是现
实中无数中国英雄的集合与代表。

中国英雄的魅力，正是中国核心价值观
的感召力。

当全球大银幕上出现了有血有肉、为世
界和平守候的中国英雄时，我们找回了一种
自信；当“冷锋”在非洲自豪地喊出“我是中
国人”，五星红旗成为走向安全的通行证，我
们感受到一种自信；当用光影搭建起中国与
世界对话的桥梁，中国故事开始走向世界
时，我们坚定了一种自信。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白瀛 王阳 张漫
子）

为什么是《战狼2》？
——中国电影票房新高的启示

在故宫实习的这些日子，梁碧珊总是喜欢提前半
小时来上班。趁着闲暇走进御花园，静静聆听古老园
子里生生不息的虫鸣鸟叫，细细品味每块青砖之上留
下的历史印痕。当游人裹织着白日喧嚣又一次漫卷
这方天地，她已经悄悄回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忙碌。

这个20岁的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学生是幸运
的。得益于特区政府与广东省联合推出的“青年内地
实习资助计划”，她与其他14名文史专业香港学子获
得全额资助，在7月中旬来到北京，走进拥有近600
年历史、居住过明清两朝24位皇帝的紫禁城，开展为
期6周的实习。

梁碧珊被分配到古建部。“以前我比较关注故宫
文物，书画瓷器、奇珍异宝……如今，对这座中国现存
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有了全新认知。”她说，紫禁城
里的每一座宫殿、每一处亭台楼阁乃至每一段雕梁画
栋，写满了历史密码。以彩绘为例，建筑时期不同、主
人等级不同，笔法工艺都大不相同，“越研究越着迷”。

她还赶上了养心殿百年大修。跟着带教老师爬
进美轮美奂的八角浑金蟠龙藻井，一寸一寸测量内部
的彩绘纹饰，“这么宝贵的机会，做梦都想不到！”

22岁的香港浸会大学历史教育系男生林轩在宣
传科实习。“这是个可以跑遍紫禁城每个角落的好差
事。”他说，不久前接到陪同一个纪录片摄制组拍摄文
物修复的任务，心里简直乐开了花，“在距离不到20
厘米的地方亲眼见证一卷字画被妙手回春，比坐在电
脑屏幕前看《我在故宫修文物》精彩多了！”

岭大中文系女生陈伊琳则常常沉浸在“把宝贝捧
在手心”的幸福里。“我在摄影科实习，主要工作就是
辅助老师为宫里的文物拍照。”她笑着说，同伴都羡慕
自己是团里“国宝摸得最多的人”。其实去考古工地
拍摄更值得回味，“很少人知道故宫里还在进行新的
考古作业，那是一种‘在历史中发掘历史’的成就感”。

根据个人意愿和部门需求，故宫博物院将15名
香港实习生安排在展览策划、藏品整理、公众教育、公
关宣传等不同岗位，并配有专门的带教老师。在不断
扑面而来的工作惊喜中，这群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很快
适应了“早八晚五”的作息节奏，也在前三殿后三宫以

及东西六宫的来回穿梭间，逐渐找到身为“故宫人”的
自豪与快乐。

“故宫好比一本大书。从前的我们仅仅触摸到封
面、扉页和目录，也可能走马观花般匆匆浏览个别书
页。这一次，我们有幸走进不同章节，从中感受中华
历史文化的浩瀚精深。”担任实习团团长的岭大中文
系男生许辉萍说。

这个23岁的“香港仔”刚刚大学毕业，择业方向
是文博机构，“最大的心愿就是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
馆工作”。许辉萍所憧憬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位于
西九文化区，计划于2022年开幕。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的重要藏品多次赴港展出，
包括“国之重宝——故宫博物院藏晋唐宋元书画展”

“颐养谢尘喧——乾隆皇帝的秘密花园”展览，“国采
朝章——清代宫廷服饰”展览、“宫囍——清帝大婚庆
典”展览等。今年恰逢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将养心
殿一比一“搬”到香港的“八代帝居——故宫养心殿文
物展”再度成为香江文化盛事。

“无论是这些重量级展览还是从小学习的文史知
识，都让我对故宫一点也不陌生。这次走进紫禁城亲
身实习体验，让我学到了更多课本上所没有的知识，
也让我对推广中华文化有了更真切的体会和更坚定
的决心。”许辉萍说。

即将升入大五的林轩说，回到香港后会报名成为
博物馆的义务讲解员。“通过在故宫的实习经历，我学
会了如何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他说，“就像在藏品
和大众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更好地将中华历史
文化传播出去。”

随着实习临近尾声，这些香港年轻人面对“离宫”
显得恋恋不舍。“我会永远记得每个清晨在御花园里
感受到的那份宁静。”梁碧珊说，这是作为游客无法触
及的感觉，是身为“故宫人”的独家记忆。

“我还有好多问题想向老师请教，想为更多国
宝拍摄存档，想等等看考古工地上到底有什么新发
现……”陈伊琳说，更想告诉实习计划的“后来人”，
不要吝啬提问机会、不要锢于既有想法，好好享受
这次奇妙的“故宫之旅”，努力收获多些、再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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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宫实习
——记四位香港年轻人的“别样假期”

●赵博

都市情感剧《我的前半生》在东
方卫视、北京卫视及爱奇艺网络平
台播出后，引发强烈社会反响。业
内专家认为，由新丽传媒出品的这
部剧，直击当下生活痛点，将现实生
活与艺术性高度结合，并对女性自
强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兼具话题
性、写实性、艺术性，是都市题材的
又一部现实主义大剧。

关注现实与强话题性

《我的前半生》开播以来，围绕
剧情产生了全职太太、闺蜜情、原生
家庭、监护权、子女教育、代际沟通、
重返职场、应聘歧视等诸多领域的
话题延展。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
认为，该剧对上海环境、城市的独特
气质及职场场景的表现入木三分，
有非常强大的职场张力和代入感，
职场人物的情感对观众也有很大的
吸引力。剧中的每一个节点都能引
发很多现代人所关心的关于人生、
关于社会、关于人性的话题。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秘书长、《现
代传播》编辑部主任张国涛认为，这
部戏探索了现实题材的新空间，更
探讨了价值观的多样化。比如大龄
男女的婚姻、中年危机、黄昏恋等社
会问题，都是我们现在普遍能触及
到的。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
易凯说，这部剧讲述了一个道理，无

论是谁，都要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
来获得别人的尊重、社会的认可以
及取得财富、争取幸福。

三代“子君”与女性成长蝶变

该剧以女主角罗子君遭遇婚内
背叛开篇，但在随后的剧情中，她并
未沉溺于苦痛纠缠，很快在闺蜜唐
晶与亲朋的帮助下走出情感泥潭，
投身事业，获得慰藉，其“后半生”的
反转极具励志感，剧中提出的女性
独立观点也令观众津津乐道。

事实上，该剧女主角“子君”最
初是鲁迅先生小说《伤逝》的女主
角，不过第一代“子君”出走后仍被
吃人的社会吞噬。而在香港女作家

亦舒1982年创作的同名小说《我的
前半生》中，第二代港版“子君”通过
自强不息获得了喜剧结局。此次电
视剧在改编小说的同时，第三代“子
君”与当下中国社会婚姻家庭现状
相结合，以上海为故事发生地，融合
了今日中国女性的爱情观，做出了
更本土化的改编。剧中罗子君和唐
晶对事业、婚姻的态度转变，就是典
型的“成长案例”。三代“子君”的不
断蝶变，成为百年中国女性不断觉
醒的时代样本。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研究部主
任陈超英认为，这部剧呈现了各式各
样的社会婚恋形态。罗子君从一个依
赖丈夫的全职主妇转变成一个独立
自强的职业女性，点明了这部剧“人
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主题。

人设、表演与群像出彩

该剧以罗子君为圆心，塑造出
一个形象丰满、特色鲜明的角色矩
阵。该剧也从传统伦理剧婆媳关
系、男女主人公情感纠葛的窠臼中
跳脱出来，多角度、立体地呈现出贺
涵、罗子君、唐晶、陈俊生、唐晶、凌
玲等从各自立场出发均能站得住脚
的人物形象，而每个人物也因此获
得独立人格，更加真实鲜活。诸多
往往在同类剧中容易被脸谱化的角
色被拓展了人设范畴，出轨的陈俊
生、“小三”凌玲、市井气息浓厚的罗
子君母亲薛甄珠等，都依照现实主
义的创作精神，更真实、更深入地揭
示人性的复杂、丰富。

同时，一众演员演技均属上
乘。易凯评价，这部戏演员们的表
演特别出色，不仅靳东、马伊琍、袁
泉、雷佳音、吴越、陈道明等主要演
员出彩，演配角的许娣、啜妮、栾元
晖等也演得特别好。中国电视评论
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说，
剧中的大部分人物都能立起来，跟
演员有很大关系，他们不见得是最
贵的演员，但都是好演员。

《我的前半生》

关注现实 聚焦时代
●苗春

近期在东方卫视热播的大型古装剧《醉
玲珑》，从《山海经》《淮南子》等传统文化中
汲取灵感和再创新，加上细致入微的制作，
赢得不俗口碑。

《醉玲珑》亮点颇多，小到道具、服装，大
到建筑、外景，众多大大小小的元素都成为
了传统文化最直接的载体。首当其冲的便
是视觉效果极好的画面。“布景真的很心水，
没有乱七八糟的颜色，也没有浓浓的影楼
风，有古朴的感觉。”豆瓣网友“拉米拉多”表
示。该剧在角色服装道具上的打磨也堪称
苛刻。比如，为了突出凤卿尘性格、身份，造
型总监张叔平将风琴褶元素与古风融合，选
择了克重较大、密度较高的纱质面料，多层

次的搭配将飘逸和厚重做到平衡，甚至精细
到帽子绳结双耳蝴蝶结的大小、腰封腰带错
落的角度长度都要精准调整。

配乐处理也十分用心。“除了用到钢琴、
吉他等常规乐器外，竖笛、竹笛、箫、驼铃、祭祀
铃等特色乐器，为不同场景制造出独特的氛
围。尤其是为凸显巫族之空灵音色的手碟，首
次出现在国产古装剧配乐中。”音乐人谭旋在
现代制作融合古典中国风方面下足了功夫。

在场景上，该剧也坚持敦煌实地取景、
主要场景自己搭、所有道具自己设计。最
终，大到汉唐时期皇族宫殿的建筑格制，小
到宫殿内铜灯、幔帐的摆放位置，美术总监
陈浩忠都事必躬亲，把研读的历史经典运用

至服化道和布景等方面。
据剧方工作人员介绍，编剧团队与原作

者在小说基础上做了很多创新，两年时间数
易其稿，在完善人物与情节的同时，将“家国
大义”融入了故事的思想内涵中。另外，该
剧在节奏明快的剧情上，摆脱了不少古装剧
在男女情爱上大洒狗血的平庸与俗气，跳开
了“古装玛丽苏”“古装杰克苏”的套路，重申

“一生爱一人”的古典爱情观。
“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当前很多

电视剧把传统文化元素当噱头，粗制滥造，
胡编乱造，丧失艺术担当。而《醉玲珑》，通
过跨界、融合等创新手法，让传统文化在观
众的陶醉中焕发活力。传统文化是影视的

沃土，也是“热土”，只有不断从中萃取精华、
汲取能量、融入当下、服务时代，才能创作出
更多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的优秀作品。

精耕古装剧 传统文化“醉”人
●海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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