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陶稳

近来，《我的阿勒泰》《庆余年 2》《玫瑰的

故事》《墨雨云间》等热播网剧相继收官，但

是相关讨论仍在持续。有细心网友发现，这

几部剧在国外均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响。

除了网剧，优秀网络文学作品也以蓬勃

之势“圈粉”海外网友。在近日举行的第十

届中法品牌高峰论坛上，阅文集团表示，《斗

破苍穹》《斗罗大陆》等作品翻译上线后，受

到法语区读者的喜爱。《全职高手》小说在海

外以 13种语言上线，仅英语版电子阅读量就

超过 1.3 亿。《诡秘之主》将东方文化融入世

界风情，是 2023年阅文旗下海外阅读量最高

的中国网文。

由网剧和网文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

今年 2 月，到乌兹别克斯坦旅游的阿丽

娜，遇到一个塔什干家庭，男子听出她是中

国人，赶紧叫来妻子和女儿，原来母女俩“疯

狂迷恋”中国的一些网剧，并喜欢与中国人

交流剧集看法。

阿丽娜从聊天中得知，母女俩一直在追

古装偶像剧，包括《长相思》《宁安如梦》《珠

帘玉幕》等。女儿还把其中一部剧的女演员

图片设成了手机屏保，谈话间她还学剧中女

演员的模样，大大方方地蹲了个万福。

阿丽娜告诉记者，母女俩对剧中漂亮的

传统服饰、人物造型、独具中国特色的建筑，

以及优美的景色尤其感兴趣。因此，“他们

一家人还打算到中国旅游，目的地是北京和

西安，还有我推荐的古都洛阳，并准备穿传

统服饰拍照留念”。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

鹏举认为，我国的网剧和网文在海外受欢

迎，一是由于短视频平台的传播优势；二是

古装偶像、仙侠、霸道总裁等受欢迎的题材

在国内具备成熟的创作模式；三是较大的国

内市场能支撑起大投资，所以这些作品在制

作上相对精良。“此外，与外国人对中国的东

方想象有一定关系。”

在比利时定居的班利感受到，近两年，

身边喜欢中国网剧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尤

其仙侠类的剧，例如《苍兰诀》《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等。”班利说，这些剧的背景设定超

脱了他们的诸神常识，尤其重生、灵魂互换、

仙法等情节，因为“魔法体系”不一样，外国

人觉得很新颖，加之剧里一些演员颜值高、

有魅力，所以很多人爱看，并由此对中国文

化产生兴趣。

中国网文在国外也有不少忠实粉丝。

小夏（化名）最开始关注到中国网文出海，是

在俄罗斯看到了《魔道祖师》这本小说。“很

多外国人喜欢中国古代玄幻小说，他们认为

东方奇幻更神秘、更浪漫。还有一些国外读

者在阅读网文过程中，对中国的人名、地名、

古诗词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夏说。

文化吸引力转化为线下打卡动力

网剧在海外的热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入境游。阿丽娜在与塔什干母女交流中了

解到，她们身边的朋友也都知道她们喜欢中

国，并要全家到中国旅游。

在阿丽娜看来，网剧成为一些外国人认

识中国的重要途径，这对于提升文化吸引

力，推动入境旅游具有积极意义。

在重庆工作的波尔波尔身边有不少外

国同事，其中很多喜欢中国网文。“例如，《天

官赐福》《魔道祖师》。”

由《魔道祖师》改编而成的电视剧《陈情

令》近期迎来开播 5周年，作为原著和剧集的

双重粉丝，波尔波尔还和几位外国同事到贵

州都匀，打卡了该剧取景地，包括山顶、瀑

布、草海等。“我们爬山当天还遇到了从泰国

远道而来的粉丝。”

据当地一位旅游向导介绍，团队近期在

该取景地的单日业务量达到 200人。

携 程 研 究 院 高 级 分 析 师 周 慧 婕 告 诉

《工人日报》记者，近年来，网剧和网文成为

我国文化出海的亮丽名片，随着海外辐射

力和影响力提升，在多种题材多种载体“安

利”下，越来越多外国人了解并喜欢中国的

壮美河山和传统文化，并因此有意向来中

国旅游。据统计，今年以来，携程旅行中入

境游订单量同比增长 175%，入境旅游复苏

势头强劲，90 后和 00 后年轻客群成为入境

游主力军。

据小夏介绍，一些国外画手会对爆火的

中国网文无偿进行二次创作，例如，绘出作

品中的人物、场景，或者制作简短的动画。

“他们也会经常到中国旅游，尤其是到小说

中人物的所在地，以及中国古代文化氛围浓

厚的城市体验打卡。”

开发演出、服饰、美食等旅游卖点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

系主任郑宁分析说，“无论从社会效益还是

经济效益角度看，网剧、网文的海外火爆都

体现了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增强，国际传播能

力的进步，同时更好地促进入境游产业文旅

融合发展。”

不过，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目前，很多

网剧和网文在国外的影响力只停留在“印

象”层面。班利直言，很多外国人通过网剧

和网文对中国萌生了好感，对中国的文化有

了系统了解后觉得有趣，但是如果到远东旅

行，首选并非中国。

阿丽娜了解到，塔什干母女对中国之旅

很期待，但与此同时也有些恐慌。“因为根本

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这么大的国家完全

摸不着头脑。”采访中，一些在线旅行平台工

作人员以及入境游从业者均表示，对中国网

剧和网文在海外的吸引力并不了解，更没有

与之相关的产品。

对此，魏鹏举分析说，目前，在国外受欢

迎的网剧和网文大多属于架空类题材，对旅

游的带动作用可能不如现实题材那么大。

此外，这些作品中与文旅相关的内容较为分

散，难以形成大的卖点。

要让网剧和网文进一步推动入境游市

场，魏鹏举认为，在内容方面，网剧和网文创

作方要趁热打铁，开发更多有普遍需求的作

品，同时要做好研发储备迭代。在推广方

面，针对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网剧和网文平

台，相关部门应给予更多激励，好的作品可

以考虑用多种语言推广，提供翻译补贴等。

在入境旅游方面，作品中涉及的概念化场景

应深入开发旅游宣传卖点，例如，中国题材

的演出、服饰、美食等，让外国人对中国的兴

趣转化为实际体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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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颖余

好像是福楼拜说过，作家无足轻重，作

品才是一切。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对的，

作家要拿作品说话，但在当下这样一个移动

互联时代，我们却似乎很难区分，是作家还

是作品更重要。公众很贪心，他们阅读作

品，也消费作家。

余秀华自然也难逃这样的宿命。最近，

随着个人第四本诗集《万吨月色》的出版，她

频频露面，各种对谈、朗诵和现场分享，她显

得有些疲累，有时却也似乎乐在其中。不仅

如此，她前不久去了趟英国，参加由其诗歌

改编的舞蹈表演，还拍了女性内衣广告，成

为《时尚芭莎》年度派对座上宾，并荣膺“年

度女性作家”……

看到了吧，经历了一场让人绝望，被公

众围观半年的爱情，余秀华非但没有倒下，

反而越玩越新潮、越活越精彩了。

在一个网红“塌房”稀松平常的年代里，

余秀华为什么能坚持十年不“塌房”？

面对这个有点不怀好意的问题，余秀华

的回答是，“可能因为我会骂人，我敢乱来。

很多人在网上一不小心说错话就‘塌房’了，

每个人都活得谨小慎微。”

意思很明白，余秀华不怕“塌房”。网络

时代就是这样神奇，你越不怕“塌房”，反而

越不容易“塌房”。

余秀华勇敢、真挚、不装。以其“残疾的

身躯和丑陋的面孔”（余秀华自语），却要大

谈情欲，已过不惑之年，仍要飞蛾扑火般地

投身爱情。即使因此伤痕累累，身心俱疲，

余秀华仍义无反顾。

同为诗人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庆祥曾对余秀华说：“你会永远在试错，永

远在寻找你的灵魂伴侣，永远在喝酒，永远

在摇摇晃晃、昏头昏脑……对你身边的每一

个男性放射出你蓬勃的爱的光芒。”

余秀华的回答特别有意思：“到底是教

授，一语点醒梦中人。”你看，她也会人情世

故。她当然知道如何拥抱、接纳来自外部世

界的善意和温情。

而当曾经有人在余秀华的公号文章下

留言，“你只要不碰爱情那玩意儿了，你的日

子就正常了，情绪也正常了。”余秀华则选择

毫不客气地怼回去，“不可能。姑奶奶的爱

太多了，得给出去。”

这就是余秀华，她如此明亮炽烈，爱恨

分明。她就像一面硕大无比的镜子，照见了

世人对于爱情惯常的躲闪与怯懦。

爱情，在当下似乎是一个日渐稀薄、难

以启齿的话题。而对余秀华而言，即使知道

悲剧不可避免，也要勇敢地去追求爱情。所

以余秀华说，恋爱脑是褒义词，而没有爱情，

一心只想搞钱的人生很粗鄙。

余秀华还说，“一生可以爱好多人”“两

个人搭伴过日子和爱情没有关系”“性和爱

有时候可以分开，但最好在一起”……这些

想法不无天真，却如此坦荡。

看清生活本质，仍然热爱生活，余秀华

大抵属于这样的人。上天给了她一个残疾的

身体，却给了她一颗勇敢而玲珑的心，更给了

她不同凡响的才华，所以某种程度上，余秀华

亦是幸运的，她不只有情爱，还有诗歌，后者

才是她生命的底色。没有诗歌，她甚至连想

离的婚也离不了，更谈不上去追求爱情。

博尔赫斯说，“对一个诗人来说，万事万物

呈现于他都是为了转化为诗歌。所以不幸并

非真正的不幸，不幸是我们被赋予的一件工

具，正如一把刀是一件工具一样，一切经验都

应变为诗歌。”余秀华正是这样的诗人，她的不

幸（脑瘫、长相、农妇的身份和千疮百孔的爱

情）被转化为诗歌，而她的才华谁都夺不走。

在我看来，这才是历经十年，余秀华依

然不“塌房”的真正原因。

阅 读 提 示
深受网络流行文化影响的年轻一代，更容易对中国网剧和网文中的场景、民俗产生兴

趣。随着中国免签国“朋友圈”的扩大，以及支付环境、酒店住宿方面的优化，来华旅客更

容易来上一场说走就走的入境游旅行，打卡网剧同款取景地、亲身感受中国文化与民俗风

情、品尝同款中华美食等。

在多题材在多题材、、多载体的多载体的““种草种草””下下，，越来越多海外受众慕名而来越来越多海外受众慕名而来，，亲身感受中国的壮美河山和传统文化亲身感受中国的壮美河山和传统文化

从从““网恋网恋””到到““奔现奔现””

视 线G

本报讯（记者黄仕强）6 月 26 日，首届中国·重庆科技电

影周开幕。本届电影周以“科影共生·光映未来”为主题，由中

国电影家协会、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科学

技术局、重庆市广播电视局与永川区委、区政府共同主办。

开幕式上，由永川区与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共建的

“西部电影科技创新中心”正式揭牌。双方将共同开展电影关

键技术的自主创新研究、标准制定、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广，致

力推动永川影视产业提质升级发展。

同时，永川区还联合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发布了国

内首个科技影视数字技术与服务平台“科技影视数字资产平

台”。该平台通过云计算、计算机视觉（CV）、计算机图形

（CG）、人工智能（AI）等前沿技术，对电影数字资产的采集、存

储、编辑、分发、交易等进行全流程高效管理。

当天，永川区还与一批影视头部企业、科技影视生态企

业、影视剧组举行签约仪式。《大道之行》《鲨海逃生》《大转移》

《拾遗录》等 10余部优质项目签约定档在永川拍摄。

作为本届科技电影周的重头戏之一，首届电影金数字荣

誉也全部揭晓。华为云 MetaStudio、电影《长空之王》虚拟拍

摄项目等 23家企业或项目获得年度杰出自主研发技术、技术

创新应用和杰出视觉效果荣誉。

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数字制作工委会会长、国家一级导

演江海洋介绍，电影金数字荣誉旨在推动电影先进技术与人

工智能技术紧密结合，积极发现并推广产业战略性新兴技术，

加强电影科技在视听影像领域的融合提升。

据悉，重庆永川区正在全力建设西部科技影视城，建成并

高效运行永川科技片场，有摄影棚 5个，棚拍面积 3万平方米，

包含 1个 3000平方米 LED 科技棚，配套虚拟制片、动捕、全景

声、数字资产、视效、渲染等生产环境；设立 2 亿元影视基金，

出台 17条影视政策，形成“投资+补贴”融合的政策配套等，加

快推动电影从“拍重庆”向“重庆拍”转变。

首届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开幕

文化文化““新三样新三样””④④
乘风出海乘风出海

艺 评G

余秀华为什么不“塌房”？
北京协和医学院民国初年建筑彩画修复完成

本报讯（记者姬薇）6月 23日，北京协和医学院弧形廊民

国初年彩画修复后观瞻活动在该校壹号礼堂和九号院举行。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我国现代医学的发源地。建校伊始，

就以中西合璧的经典建筑诠释了科学主义的内涵和中西文化

的交融。建筑外有画栋雕梁，玉栏碧瓦，集中华建筑文化之大

观；内则设施完备，器具精良，成为承载科学医学的平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王辰表示，协和画廊是协和文物建筑群组中可圈可点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 2021 年协和医学院九号院文物建筑全面修

缮过程中，首次发现隐藏在顶棚内弧形廊内檐上遗存的民国

初年彩画，经文物专家鉴定，这是一处“硕果仅存”的民国初年

彩画，兼具中西绘画风格，其用心、用技、用料、用工之精深，成

本之巨，在彩画中绝无仅有，令人叹为观止。

王辰说，协和画廊是一处历史长廊、艺术长廊、文化长廊、

精神长廊。如果说协和医学院壹号礼堂（协和礼堂）、九号院

是中国现代医学的精神依附地，协和画廊则为这份凝重的精

神依附增添了新的内涵。

据介绍，修复工程得到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的高度

重视，拨付专款进行精细修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党委书

记李六三介绍彩画修复情况时表示，协和医学院百年彩画体

现了东西方艺术融合的特点，实证民国时期“承传统、创新制”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艺术创作思想和表现特点。彩画修

复团队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从信息采集、价值挖掘、病理分析、

材料试验、工艺论证、程序优化、效果评估等方面开展工作，最

大限度重现协和医学院彩画的百年光彩。

6月 27日，“探秘古蜀文明——三星
堆与金沙”展览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
都博物馆东馆）开幕。

此次展览汇聚来自 12家博物馆及
文博机构的极具古蜀文明特点的文物
265 件（套），包含国家一级文物 46 件
套。雄伟壮观的青铜大立人像，到充满
神秘色彩的戴冠纵目青铜面具，再到璀
璨夺目的金面具青铜人头像，凝聚着古
蜀人的智慧与创造力，展现了中华文明
的璀璨辉煌。展览自 6 月 27 日持续至
10月10日，免费开放，无需预约。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古蜀文明宝藏亮相京城

2024“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非遗展演暨青年集市开市
6月 26日，作为2024“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活动内容

之一的非遗展演暨青年集市开市仪式在位于福州马尾琅岐
的海峡青年交流营地举行。嘉宾们现场体验浦城剪纸、建阳
宋代点茶、软木画、畲族刺绣等非遗项目，感受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魅力。

新华社记者 秦朗 摄

“艺道同欢”两岸青年曲艺演员交流汇报演出举办
据新华社电（记者尚昊 张泽钰）以“艺道同欢”为主题的

2024 年两岸青年曲艺演员交流汇报演出 27 日在北京举办。

此次活动由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央戏剧学院等主办。

汇报演出现场，两岸青年曲艺演员带来《同步口译》《说与

唱》《出口成章》等 7 个相声节目，作品或融入经典相声绕口

令，或巧妙嵌入京剧名段，或以成语接龙推动情节发展，既风

趣幽默，又凸显传统文化特色，获得在场观众阵阵掌声。

台湾青年曲艺演员姬天语表示，两岸青年曲艺工作者需

要直接且深入的交流，在交流中增进感情，在合作中共同承担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期待将两岸青年曲艺演员交

流活动打造成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的品牌活动，促进两岸曲艺

事业融合发展，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两岸青年曲艺人的力量。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观看演出后表示，一代代曲艺

人薪火相传，促进了曲艺艺术在两岸的发展。两岸青年曲艺

演员与时代结合，不断将两岸各地元素注入相声艺术中，打开

了新的世界，令人惊喜。

此次演出是 2024 年两岸青年曲艺演员交流活动的一部

分。在此次交流活动中，中国曲艺家协会和中央戏剧学院特

别为台湾学员设计了为期两周的曲艺课程，包括名家讲座、曲

艺鉴赏、戏剧基础和曲艺节目排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