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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新、载体更新、话题创新，
文化出海涌现出多种新载体。网文
风靡海外——阅文集团走出国门，在
“狮城”新加坡举行全球华语IP盛典；
网游备受热捧——米哈游热门游戏
《原神》，让全世界粉丝爱上中国年；
网剧让人痴迷——B站力推“国创”
出海，携手海外机构掀起热潮……

近几年，网文、网剧、网游等新载
体，承载着东方神韵，在全球刮起“中
国风”，成为文化出海“新三样”。它
们整合并创新文化表达模式，通过主
动传播与融合叙事的海外输出，向全
球青年群体展现着绚烂多姿、立体丰
富的中国形象。

“怎么能用国际话语体系来

讲好中国故事，我觉得这是核心

的一点。一旦有了能够被国际

所认知认同的情感共知共鸣的

内容出来，好的影片出来了，我

想它才具备了走出去的根本。”

中影集团董事长傅若清说。

电影《流浪地球2》中“流浪”

的设定，是独属于中国的不抛弃

不放弃的浪漫。在地球“流浪”

的数十年中，中国人依然坚守中

国传统节日等，潜移默化浸润了

国际观众。

神话故事是中华传统文化

的瑰宝。《中国奇谭》系列之《小妖

怪的夏天》是基于《西游记》而虚

构的故事。故事讲的是山野妖

怪，而普通人看到的是职场生态。

“大家看到了另一种真实，

仿佛看到了真实的自己。”《中国

奇谭》总导演陈廖宇说。海外用

户在弹幕中留言感叹：“完全被

中国奇谭所震撼，这些故事讲得

太美了。”

在《原神》游戏开放的区域中

包罗万象，有着不同的地域特色

与风土人情，各国玩家平等交流。

米哈游公共事业部总监夏

文婷表示，年轻的玩家爱憎分

明，不喜欢说教。公司不仅产

出游戏，也在配音、美术、前沿

科技等方面进行投资，通过文

化和技术相结合，为玩家打造

包容多元文化的开放世界。

在公司游戏产品的海外推

广中，立足当地本土文化，潜移

默化进行市场营销。如在日本

的二次元圣地秋叶原进行线下

推广、在海外多地举办《原神》

音乐会吸引玩家互动交流等。

（（综合新华社综合新华社、、环球时报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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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网剧网游

前不久，“阅文全球华语

IP盛典”在新加坡录制时一票

难求，成为当地备受关注的

“文化事件”。

当前，网文出海正实现从

大规模增长到“质量、数量双

轮驱动”的蜕变。《2023中国

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显

示，2022年中国网络文学全

行业海外营收规模达40.63
亿元，同比增长39.87%。阅

文旗下海外门户“起点国际”

上线约3800部中国网文的

翻译作品，培养约41万名海

外原创作家，推出海外原创作

品约62万部，累计访问用户

约2.3亿。

网剧也在海外备受热

捧。有观众在海外社交平台

上这样说：“最近迷上一个短

剧，虽然每集只有1分钟，但我

看得停不下来，谁来拿走我的

手机……”这部让她“欲罢不

能”的短剧制作方就来自中国。

根 据 美 国 Sensor
Tower的数据，2023年，一

款名为ReelShort的应用软

件在美国下载量超千万，在应

用软件娱乐类排行榜上，多次

成为最受欢迎的应用之一。

这款“名不见经传”的软件其

实也是由中国公司打造，专门

针对海外微短剧市场。

网游的海外表现同样突

出。中国龙年农历新年来临

之际，风靡全球的开放世界冒

险游戏《原神》同步“上新”。

在《原神》世界的“海灯节”与

中国春节同步，全球玩家可以

在游戏世界里体验“彩鹞栉春

风”的浓浓中国风情。

游戏中，还融入中国传统

舞狮元素：跳跃、蹲桩、打滚、

弓步、扣步……在国际大都市

霓虹闪耀的游戏背景下，中国

舞狮让全球玩家充分感受“国

潮国风”的中式美学。

《原神》创作团队介绍，除

了传统舞狮，游戏中还用一些

非遗技艺来推进剧情、渲染氛

围，“希望拉近全球用户与中

国文化间的距离”。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网

文、网剧、网游等新形式更贴

合青年文化视角，有很强的生

命力。

“中式美学”风靡世界

持续借风前行

为了让全球用户更多体

验中国文化，更热爱“中国创

新”的互联网文化产品，内容

端正持续借助文化和科技两

翼发力。

《原神》更新版本中，世界

各地的玩家可以在虚拟世界

烟雾缭绕的茶田里，采摘“松

萝仙芽”。这一场景采用了

“全域高度图体积雾”技术，

“雾气”能够随地点变化而改

变浓淡、方向。

阅文新近启用人工智能

大模型，不仅为网络写手提供

灵感和素材，还大大提升中文

作品的翻译速度和效率。

2023年，阅文旗下的海外网

文平台又上线了葡萄牙语、德

语、法语等类别，推动“中国好

故事”破语言壁、文化壁。

“作为以技术为立身之本

的高科技企业，米哈游专注于

卡通渲染技术、云计算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的持续

研发及探索。”米哈游总裁刘

伟说，“我们专注于利用数字

技术传承中国文化，通过不断

挖掘中国历史文化内蕴，打造

民族原创文化精品。”

“跨文化传播并非线性

‘匀加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不同情况令出海有着不同的

策略，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

然是‘最大公约数’。”中央文

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副研

究员孙佳山认为，基于人类共

通的情感和价值观念是内核，

有“亲近感”；作品表达蕴含中

华文化的诗意风格和飞扬想

象，又有独特的“美学思维”。

科技端持续发力

从“网文强者”阅文、“游

戏巨头”米哈游到“流量高手”

B站，在线新经济领军企业不

断拓展全球市场，成为国内细

分领域“出海”竞争的代表。

不少政府部门也通过相关举

措，进一步推动在线新经济产

业做大做强。

想让文化出海“新三样”

更加行稳致远，除了要把握好

精神内核，还要探索更加新鲜

巧妙的精品内容。

有微短剧创作者坦言，

如何实现因地制宜的本土化，

是短剧出海中遇到的最大挑

战，“文化娱乐产品的出海绝

非简单地对国内产品的复制

粘贴，要想做大做深，无疑要

对在地市场的文化内核、受众

习惯有着相当的理解。”

而且，类型单一、内容同

质化等特点，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网文、网剧拓展市场的能力；

古装传奇、青春“甜宠”、仙侠玄

幻等类型虽然在海外最受欢

迎，也容易形成刻板印象。

“未来创作者不仅要在

视觉层面用心，更应潜心打磨

作品的内在品质，灵活化用传

统文化精髓，找到社会价值和

商业价值的平衡点。”孙佳山

表示。

声 音
中国文化产品出海，
应注意什么？

寻找精神共鸣

◎张颐武（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古装传奇电视

剧在海外流行已经是相当

普遍的现象，这些具有独

特意蕴的作品确实赢得了

不少海外观众，这其实是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

方面，是一种实实在在的

有效传播。

这些作品都有东方

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意

境，有来自于中国本土的想

象力，其中很多是由已经有

影响力的网络小说改编。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多年，在

全球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文

学现象，既有大量的作品和

作者，也有庞大的本土读者

群，同时还吸引了不少外国

的忠实拥趸。

这些作品有鲜明的

中国特性，同时又能够进

行有效的“跨文化”传播。

它们在跨文化传播上的理

解难度并不太高，独特故

事和视觉形象背后的价值

和想象，也和其他文化中

的一般认知相通。文化差

异中的独特性被凸显，同

时也有很高的“易理解”特

征，让人们感受文化之美

的同时，也能看到形象中

的亲近性和精神上的共同

性，由此产生真正的共鸣，

也就不会在跨文化传播中

出现文化折扣，影响实际

的传播效果。文化符号和

文化气质的传播具有相当

鲜明的中国风，这种中国

风是一重吸引力；而精神

上真善美的价值能够让人

感到共同性，受到触动，这

是另一重吸引力。

这种双重的吸引力，

其实能给予我们启示是：

一方面本土原创的作品

和风格能够走出去，中国

风也能够有效地进行传

播。另一方面，作品也要

有更多“易理解”的叙述

和观念，让海外受众受到

作品的吸引。用鲜明的

中国风格传播能够被普

遍理解的共通价值，这样

的传播就具有积极和真

实的效果。这要求我国

文化产业在文化创意“走

出去”的过程中，发掘那

些真正有魅力的，能够跨

文化传播的产品，也需要

社会对于大众受欢迎的

文化产品予以更多的激

励、支持和引导。

精准打造“华流”产品

◎向勇（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

影视产品在海外市场

受到欢迎，是国家文化软

实力的真实写照。这些传

达了精致与唯美、富足与

美丽、开放与包容的“东方

幻想”，正通过国际网络平

台的传播，受到海外观众

广泛关注，让网络“华流”

成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

新场景。

所谓网络“华流”，是

指互联网平台在国际范围

内推出的中华流行文化产

品和服务。“华流”与“国

潮”构筑了中华文化影响

力在国内外市场显著增强

的表现形态。如果说“国

潮”是国内市场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传承的

一种反映，那么“华流”则

反映了中华文化在国际市

场上的接受程度，是一种

中华文化当代化、流行化

的文化表征，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在国际文化市场

上的表现形态。

网络“华流”本质上还

是一种网络文化商品，要

根据海外文化市场的运行

规律，充分满足和不断提

高海外观众对中国文化的

期待与想象。海外观众对

中国文化的想象力消费，

已经不再是心理“猎奇”，

而是希望对一个文明东方

大国、人民生活富足与社

会安定的现代化国家客

观、热切的了解与交流，希

望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微观

形象和具体声音。

基于此，各类政府机

构要形成合力，建立中国

文化“走出去”部际联席会

议制度，搭建文化产品数

字化服务平台，定期发布

海外文化市场消费景气指

数，推动中国文化企业与

海外数字文化企业开展多

层次、多类型的交流与合

作。

分 析 出海成功文化作品
有何共性特征？

既有“中国风”，又有“共通点”，容易引发共情1

既厚植中华文化，又吸纳多元文化，体现了文

化自信和开放包容
2

既有传统文化“软实力”，又有科技赋能“硬实

力”，以质取胜
3

精良的制作、优秀的故事、充

满中国文化特色的细节，成为海

外观众选择中国文化作品的主要

原因。

国内一位电影发行人士认

为，近年中国电影的类型越来越

多元，海外观众的期待更加多样，

品质过硬的电影给海外发行带来

良性发展趋势。

科技赋能也给中国文化产业

发展赋予了硬实力。

近年来，头部服务商已经开

始用AI赋能出海游戏行业的发

行体系。比如，飞书深诺旗下子

品牌Meetgames已经开发游戏

ROI预测模型，可以助力企业在

游戏出海前，进行市场投放效果

预测，“我们可以预测周、月、年等

不同时间段内的ROI曲线。”飞书

深诺CTO沈菁介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