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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罗大陆》《凡人修仙传》《盘
龙》⋯⋯很难想象，这些被不少人认
为‘难登大雅之堂’的玄幻、仙侠类中
文网络小说，竟会在国外拥有那么多
的忠实粉丝。”江苏省文化厅对外文
化交流处处长官天涛这些年多次带
队出境参加文化交流活动，他深有感
触地说：“文化‘走出去’，需要从‘技
艺文化’向‘内容文化’转变。”

数据显示，成立于 2014 年的武
侠世界网站是目前国外最大的中国
网文翻译论坛，每天的浏览量超过
350万，读者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其中 35%至 40%的读者来
自北美、25%来自东南亚、35%来自
欧洲。2016 年 8 月，该网站的总点
击量已超过 10亿，甚至已有评论将
中国网络小说和好莱坞电影、韩剧、
日本动漫并称为“全球文化输出四
大现象级产品”。

此前，中国文化“走出去”，往往是

“技艺文化”输出的多，“内容文化”输
出的少；“抱出去”的多，“卖出去”的
少；“官方输出”的多，“民间交流”的
少；“走出去”的多，“走进去”的少⋯⋯
据统计，全国表演艺术团体海外商演
的年收入甚至不及加拿大太阳马戏团
一年收入的10%，有些对外文化交流
项目往往是租场演出、华人观看、政府
买单，这种“自娱自乐”式的文化传播，
自然效果欠佳。

当我们为自己的文化“走出去
易，走进去难”而苦恼时，没想到不
受重视的草根网络小说却如此大受
外国读者热捧。“这应该是国外网友
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好奇心导致的。”
对于网络小说的“墙外飘香”，南京
师范大学传播学者魏明说：“由于文
化差异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自以为
很精妙的东西，外国人却很可能不
感兴趣；而我们觉得稀松平常的东
西，他们却兴趣盎然。网络小说虽

然属于草根文化，但里面确实有很
东方、很传统的元素，尤其是玄幻、
仙侠等题材，其中暗含的阴阳变化
等理念，能一下子抓住外国读者的

‘兴奋点’。这就告诉我们，一定要
找到讲故事的巧妙方法，不能硬把
中国文化塞给别人。”

“文化‘走出去’，一定要能够拨
动外国受众的心弦，得到他们的情
感认同。不然，很容易流于表面，甚
至产生误读。”魏明举例说，今年维
多利亚的秘密时装秀，中国元素之
多甚至超过了东道主法国，但舞台
上呈现的只是龙凤呈祥、大红大绿
等各种所谓东方符号的堆砌，这就
表明现在不少外国人并未真正了解
中国文化。这也说明中国文化要想
真正“走出去”，依然任重道远。

据官天涛介绍，以往，文化“走
出去”的多是武术、杂技、舞蹈、工艺
等技艺门类，尽管演出很热闹，但往

往由于承载的内涵不足，只能产生
“看新鲜”“看稀奇”的效果，热闹过
后，很难留下什么。后来，他们通过

“讲故事”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
全新演绎，使中国内容、中国元素有
了国际化的表达方式。从今年“欢
乐春节·精彩江苏”的演出效果看，
这样的转变更能走进受众的心里。

文化产品如何才能适销对路，
官天涛特意强调了“话语转换”的作
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是我们的目的，但如何讲、如何
说，则需要更多智慧。通过实践摸
索，我们感觉要多说‘世界语’，少讲

‘中式英语’，要多讲国外受众感兴
趣、能听懂、愿意接受的内容，多从
受众角度思考，让我们的文化通过
潜移默化的方式，让对方感兴趣，这
样才能真正‘走进去’，更好地传播
中国文化内核。”

的确，一旦真正感兴趣了，外国

人主动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高涨。
国外不少网友为了早日看到自己喜
欢的网文被翻成英文，直接采取了
众筹捐款的模式。为了更好地理解
中国网络小说里的世界架构，外国
读者甚至还研究出了“六道轮回”

“五行三界”“修真”等一系列专业术
语的翻译。

“要拨动外国受众的心弦，还必
须尊重他们的欣赏习惯、审美情趣，
同时，包装也很重要。孙悟空的七十
二变等各种法术，其实要比哈利波特
的魔法有意思得多，但为什么只有哈
利波特能风靡全球？所以，我们还是
要找到讲好中国故事的方法。此外，
文化输出应该分层次，不要一股脑儿
地都塞给老外，这样他们接受不了。”
魏明建议，可以先传播一些浅显的、
对方容易感兴趣的文化，引起受众的
深层兴趣之后，再慢慢把更博大精深
的文化传递给他们。

文化输出：故事要走心
■ 冯圆芳

近日，法国“2017 文化季”活
动在巴黎歌剧院举行启动仪式，
这是法国首次为推广文化旅游而
举办文化季活动。

据悉，“2017 文化季”活动是
法国政府此前宣布的旅游重振
计划的组成部分，从 3 月起在法
国举办展览、视觉艺术、音乐、戏
剧、摄影、舞蹈、时尚等 500 余项
文化活动。包括卢浮宫、奥赛博
物馆、凡尔赛宫以及大皇宫博物
馆在内的主流文化机构纷纷响
应，均策划了系列展览为“文化
季”添彩。

法国文化部长阿祖莱在启动
仪式上表示，一直以来，法国文化
塑造甚至定义了法国的国际形
象，也是法国旅游吸引力的重要
部分。举办“2017 文化季”活动
旨在扭转法国旅游业受恐袭影响
而萎缩的局势。

旅游业是法国重要产业之
一，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7%，提
供 了 200 万 个 固 定 就 业 岗 位 。
数据显示，欣赏法国文化是一
半外国游客选择到法国旅游的
动机之一。

（张曼）

法国借“文化季”
增强旅游吸引力

港 媒 称 ， 蒙 娜 丽 莎 、 维 纳
斯、胜利女神像⋯⋯对于大多数
人来说，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是
收藏了一些誉满全球的艺术品的
宝库。

据香港 《南华早报》 网站日
前报道，现在，一次展示博物馆
100 多件珍贵藏品的展览让卢浮
宫本身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它讲
述了卢浮宫自己的故事，回顾它
如何从 800 年前的一座中世纪古
堡变身为一座宏伟的宫殿，并成

为如今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博
物馆。

卢浮宫博物馆馆长让—吕克·
马丁内斯希望此次在中国国家博物
馆举行的展览，可以吸引更多中国
人到卢浮宫观看这些艺术品的真
品，该展览4月将移师香港举办。

报道称，帮忙资助在北京和香
港举办这次展览的何超琼说，在中
国希望向国外推广自身文化之际，
可以学习卢浮宫如何成为一个强大
的文化机构的过程。

报道称，考虑到中国为提升自
身全球形象所作的努力，或许卢浮
宫的经历和外事交往记录对中国来
说有借鉴意义。

何超琼说 ：“随着中国启动
‘一带一路’倡议，卢浮宫这些年
来与其他文化打交道的方式对于中
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报道称，卢浮宫最近的国际活
动在某种程度上是迫于财政需要。
去年在参观人数同比下降 13%之
后，卢浮宫的收入损失 970 万欧

元。巴黎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让
外国游客望而却步，去年春天塞纳
河泛滥时博物馆还曾被迫紧急闭馆。

卢浮宫的文化策划部首席策
展人帕斯卡尔·托雷斯说：“法国
政府过去一直给博物馆出钱，但
是现在面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现实
不再可能了。”

报道称，中国对卢浮宫展览项
目的需求与中国自己博物馆有限的
国际知名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
为历史原因，中国的藏品无法与西

方博物馆丰富多彩的藏品相比，但
是许多博物馆还缺少世界级的专业
人员和推出有更广泛吸引力项目的
自由。

托雷斯说，卢浮宫的成功在于
其与时俱进的决心，以及它所代表
的价值观和推动的文化对话。“不
会再有另一个卢浮宫，但是我们的
经验可以帮助其他国家创建一个合
适的西方式博物馆，在法国以外的
地方，卢浮宫是一个象征”。

（刘晓燕）

卢浮宫为中国树立软实力榜样

以柔克刚的太极功夫、浓墨重
彩的京剧脸谱、口齿留香的各色美
食⋯⋯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通过悠
久灿烂的文化认识了中国，见证着
中国文化加速“走出去”的步伐，
这是件可喜的事情。美中不足的
是，不少人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软
实力的全部。他们看到了中国，却
并未读懂中国。

问题出在哪儿？恐怕与我们走
得太快、入得却不够深有关。因为
明白了如果自己不主动表达，就很
有可能在被别人表达的过程中“污
名化”的道理，近年来，我们努力
以文化的方式向世界说明中国。但
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强调技术
忽视技巧、强调有形忽视无形、强
调介绍历史而忽视当代阐述的做
法，招致对外文化交流演变成自娱
自乐、过浓的官方色彩反遭质疑等
一系列尴尬，使中国文化在世界文
化格局中仍然处于“价值缺位”
状态。

问题如何解决？不妨试试“既
要‘走出去’，也要‘走进去’”
这味药。至于“煎煮”的方法，在
逆向思维中想明白了“外国文化是
怎样走进来”之后，一定可以得到
以下几点要义。

依托经贸舞台。开通高铁之
前，要先建设高铁线路；同理，

推动中国文化“走进去”之前，
也要先搭建传播渠道。对任何国
家来说，文化传播都不是孤立行
为，可以附着于商业往来。严谨
务实的德国印象和探险创新的美
国价值通过德国汽车产业和美国
电影产业被我国消费者接受，就
是最好的例证。具体到我国，当
下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
就是个可以借力的“舞台”。“一
带一路”不是简单的货物出口，
同 样 肩 负 着 文 化 交 流 职 责 。 对
此，需要创造出更多优质文化产
品，再利用商业形式传递精神，
使中国文化“深入”一分。

发挥民间力量。推动中国文化
“走出去”，不是为同化他人，而是
与他人分享，在相互借鉴中促进人
类文明共同繁荣。这是我们的真实
目的，却因为没有把握好政府主导

“火候”，让本就对中国崛起心存戒
备的一些国家误解。之所以说“火
候”出了问题，是因为政府本来就
应成为文化“走出去”的主导力
量，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主
导”需要有技巧，要自己逐渐隐退
幕后、让“民间”走上台前。政府
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做好顶层设
计，重点从体制机制上解除制约文
化发展的藩篱，充分挖掘民间潜
力，大力支持实力雄厚的国有文化

企业“走出去”。
采取恰当方式。所谓方式，应

该有表达方式和传播方式两层含
义。就表达方式来说，应该用现代
化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创新文
化产品之事；在坚持意识形态属性
的同时，突出产品文化属性。外部
世界是多元复杂的，“走出去”要
有区域、国别、宗教、语言的具体
观念，要有针对性，不能“一锅
烩”。就传播方式来说，文化贸易
与投资作用值得期待。去年底，万
达集团以约10亿美元价格收购美国
著名电视节目制作公司 DCP 集团
100%股权、欧洲特效巨头Framestore
公司以1.87亿美元被一家中国公司收
购的消息，令世界瞩目。在这几起跨
国并购背后，是我国搭建国际文化贸
易平台、推动文化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的努力。只是，如何把平台做大做
强，还需要智慧。

当然，在“走出去 ”“走进
去”的同时，也别忘了“传下去”
与“引进来”这件事。毕竟，一种
文化内部吸引力不足，就会影响到
外部感召力，“走出去”之前一定
要想明白如何更好地“传下去”；
毕竟，“引进来”与“走进去”是
并行不悖的，通过“引进来”了解
对方所思所想、找到他们认同的方
式，之后才能真正地“走进去”。

文化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
■ 牛瑾

《TEFAF 2017 艺 术 品 市 场 报
告》 显示，尽管全球经济和政治
形势具有不确定性，但 2016 年的
艺术品市场仍稳健复苏，日渐繁
荣。2016 年，全球艺术品市场的
销售额超过 450 亿美元，欧美仍

是重要的洲际市场。
面对具有明显增幅和巨大销

售利润的艺术品市场，如何将中
国的艺术品带入国际艺术品爱好
者和收藏者的视野，在增加艺术
品海外销售量的同时，带动中国

文化艺术品“走出去”，已成为
当务之急。

文化贸易一直是我国国际贸
易的短板。近年来，为促进我国
文化产品走出国门，政府出台了
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出口
的优惠政策。在政府的大力支持
和文化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
对外文化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
文化软实力显著提高，艺术品“走
出去”悄然成风。

虽然如今全球形势对于艺术
品“走出去”一片利好，国内的
政策鼓励和支持也使艺术品“走
出去”前景光明，但是我国艺术
品 “ 走 出 去 ” 仍 然 存 在 诸 多 困
境，认清问题、解决问题是推动
文化艺术品输出的关键。

“在文化艺术品外销和与国
外的交流中，如何化被动为主动
是我们需要克服的困难。”业内
人士表示。

我国如今有能力举办大型博

览会的中介服务机构和在国际艺
术 品 交 易 中 提 供 专 业 物 流 、 法
律、金融等配套服务的机构还不
成熟，因此，应进一步建立和完
善中介服务体系，才能更好地向
国际推介我国的艺术家和文化艺
术品。同时，应进一步完善政策
方面的支持，才能更好地将分散
的艺术品和艺术家聚合在一起。
除此之外，如何提高外国人的购
买热情也是十分重要的。

同时，艺术品的关税政策极
大地制约了文化艺术品向海外发
展的步伐。国外文化艺术品“走
进来”和国内文化艺术品“走出
去 ” 都 受 到 关 税 和 增 值 税 的 影
响 。 如 果 这 种 情 况 不 能 得 到 改
善 ， 那 么 我 国 的 文 化 艺 术 品 市
场、文化艺术品大国的发展脚步
和艺术品“走出去”都将受到不
同程度的限制。

在业内人士看来，文化的认
知障碍和文化认同感是艺术品输

出的重要障碍。艺术品输出要先
打好文化牌，承载在文化中间的
中国艺术品才能更新引入，而不
会被国际资本和推手炒作和推广。

中国艺术品产业不仅是我国
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
文化新经济发展的酵母产业。尽
管 如 今 文 化 艺 术 品 市 场 “ 走 出
去”看似仍存在诸多问题，短时
间内发展尚不明朗，但将眼光放
长远来看，文化艺术品输出前景
将是一片光明。

文化艺术品对外拍卖，应不
仅承载部分高端、优质的文化艺
术品和文化商品，而且也应有更
多中端艺术品可以成批量流出。
如今，众多大拍卖行在香港设立
分部，不仅因为香港零关税的大
好环境，还因为文化艺术品“走
出 去 ” 逐 渐 得 到 重 视 和 快 速 发
展。同时，利用互联网和电子商
务的方式进行传播将是未来文化
艺术品走出国门的重要途径之一。

艺术品走出国门：应变被动为主动
■ 刘晓琳

侯书章

：一九三八年出生于河北衡水

，

一九六四年调入中国贸促会出国展览部

，现

已退休

。

漓江夏色

（国画

）

◆贸促画廊

中芬关系经受住时间和国
际风云变幻考验，成为不同幅
员、不同文化、不同发展水平国
家和平共处、友好交往的典范。
日前，芬中友好协会办公室主任
阿尼卡·海金黑莫提供的一组老
照片，生动诠释了两国人民深厚
的传统友谊。

为 了 促 进 两 国 文 化 交 流 ，
1951 年 6 月 15 日芬中友好协会
成立。这是欧洲最早建立的对华
友好协会之一，也是芬兰历史最
悠久、至今仍保持活跃的芬中友
好团体。协会创办者都是芬兰知
名人士，如作曲家阿赫蒂·松尼
宁、作家海尔维·哈马莱宁、作家
乌尔霍·吉科宁（后来担任芬兰总
统）的夫人茜尔薇·吉科宁、政治
家苏克舍拉宁等。

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是芬
兰 第 一 个 大 规 模 文 化 代 表 团
1953 年访华时拍摄的。老照片
显示，芬兰友人或参观中国名
胜、或与中国朋友亲热交谈、或
戴草帽驻足工地。海金黑莫说，

“那次访问行程非常紧凑。为期
一个半月的时间，大家访问了北
京、合肥、南京、上海、杭州、广
州、武汉等地，参加了各种交流
活动。”在参观鲁迅博物馆的时
候，大家惊讶地得知鲁迅先生生
前还曾翻译过芬兰女作家明娜·
康特的作品。

访问之后，芬方积极筹备，促
成芬中实现互派留学生计划。赫
尔辛基大学也开设了中国学研究
课程。两位团员回国后撰写了关
于中国的专著，代表团在芬兰各
地举行了数十场演讲会，介绍新
中国建设成就。演员兼导演里特
瓦·阿韦洛翻译执导了芬兰语版

《白毛女》。大批中国电影、书籍
和艺术作品在芬兰传播。同样，
更多的芬兰小说被翻译成中文。
1955 年，首场西贝柳斯作品音乐
会在上海举行。

“1953 年的那次访问不仅带
动芬中文化交流迈上新台阶，而
且还在经贸领域开辟了历史。”
海金黑莫说，芬中签订了政府间
贸易和支付协定，这是中国与西
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贸
易协定。

此后，中芬交往日益频繁。
1956 年，芬兰议长苏克舍拉宁应
邀率芬议会代表团访华，受到中
国领导人的接见。

1958 年，芬兰在中国举行了
一次艺术展，这也是芬兰在国外
举行的最大规模艺术展。展览先
后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举行。芬
兰各界人士在访华回来后的报告
中提及最多的是，中国是一个“欢
笑的国度”。艺术家斯文·格伦瓦
尔在他坐火车抵达中国时的日记
里写道：“轻快、微笑、友好、年轻、
勤奋和悠久历史，我们一定已经
到了中国！”

海金黑莫说，芬中友好协会
在推动芬中交流方面的努力始
终如一。如今，由芬中友协举办
的“欢乐春节”庙会已经成为芬
兰各界民众翘首期盼的一个年
度盛会。她表示，芬中人民拥有
深厚感情，“我们相距遥远，却亲
密无间”。

“我们相距遥远，
却亲密无间”

■ 管克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