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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形容文旅融合是“诗和远方
走到了一起”。据统计，有将近三成的
中国游客表示他们会在观看某档综艺节
目后，去节目取景地亲身感受镜头里的
风景，体验节目同款旅游路线，品尝节
目同款美食。综艺节目的创作者们也一

直在思考如何让节目在“有意思”的同
时更加“有意义”。

6 年前，我和各位主创携手创办了
湖南卫视生活类综艺节目 《向往的生
活》。自开播以来，收视率与影响力持
续引人关注，也有幸成为影视助推文
旅融合、乡村振兴的典型。第一季带
火了京郊密云的“蘑菇屋”，第二季带
火了浙江桐庐民宿产业，后续还推热
了湖南古丈翁草村的民俗景观、茶旅
融 合 和 云 南 西 双 版 纳 的 休 闲 度 假 游
等 。 节 目 除 了 能 给 大 家 带 去 精 神 愉
悦，也能给当地带来产业增收，这让
我们这些创作者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今年第六季又到海南昌江拍摄，我们
希望能给祖国的“天涯海角”也带来
一份影视助推文旅融合的礼物。

从首批户外真人秀热播算起，影视
综艺助推文旅产业发展已近 10年。《亲
爱的客栈》的播出使泸沽湖更加引人注
目；《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
使我国 56 处世界文化遗产再度焕发光

彩；如今露营深受年轻人喜爱，这跟近
期播出的一些有关露营的综艺节目不无
关系。可以说，综艺节目和短视频等已
成为消费者获取户外旅游资讯、选择旅
游目的地的重要途径之一。

综艺节目与乡村振兴、科教兴国、
生态文明、环境保护、文物考古等主题
融合，都有良好的传播效果与长尾效
应。《向往的生活》 曾在西双版纳特设
直播带货，助力乡村振兴，将 195个村
价值 520余万元的农产品全部售罄。第
五季在湖南常德桃花源与观众共创了一
座拥有2000多册书籍的乡村图书馆。优
秀的综艺节目无论从价值导向带来的社
会影响、游戏任务带来的娱乐效果，还
是美景美食带来的休闲体验、社交话题
带来的情感共鸣，都成为“心动催生行
动”的旅游出行强心剂。对于取景地而
言，户外真人秀从“衣食住行游购娱、
文商养学闲情奇”等许多维度拉动了客
流与消费，同时还可以通过移动端的人
际传播产生裂变效应。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
粗略统计，2021 年我国电视台和网络
平台制作的综艺节目、晚会等共有 800
档 （台） 左右，如果其中一半有户外
录制需求，那么就至少有 400 档 （台）
外景节目；这些节目的总投入约百亿
元。海南资源禀赋独特，高端特色酒
店、独有的民俗文化、饕餮美食以及
持续提升的城市管理能力、与国际接
轨的服务能力等，都为影视综艺行业
与海南的深度合作打下了良好而坚实
的基础。近年来，海南更是受到国内
各大影视节目的青睐，成为热门拍摄
地。2021 年至今，有 10 余档节目到海
南各地拍摄、取景，这对提升海南的
海内外声誉以及文旅产业发展都起到
了助推作用。

希望《向往的生活》节目组能够为
海南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也希望海南
能够多关心影视综艺行业发展，进一步
实现影视创作与文旅发展协作共赢。

（作者系《向往的生活》总制片人）

从 1922 年我国第一部表现幼儿生
活的电影《顽童》问世至今，儿童电影
对孩子们爱与美的教育贯穿了中国电影
的百年历程。《小兵张嘎》 以饱满的革
命激情和浓郁的抒情笔调赞美了小英
雄；《牧笛》 以美轮美奂的水墨意境表
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观；《草房子》 以
小男孩桑桑的童年经历为线索展示了水
乡少年独特的人生画卷；《弹起我的扎
年琴》以欢快的民族歌舞和优美的雪域
风光呈现出多彩的民族风情。这些不同
时代的经典影像，对不同时代的孩子都
是很好的视觉盛宴和陶冶情操的课堂。

儿童电影对孩子们的教育，不同于
传统教科书的照本宣科，是一种形象
化、具体化、注入了真情实感的教育，
往往围绕少年儿童耳熟能详的故事和优
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展开，寓教于
乐、层层递进、浸润心灵。相信看过

《城南旧事》 的小观众，都不会忘记影
片是怎样以诗性的儿童视角透视现实成
人世界，看过《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小
观众，也会对出自神话传说、勇敢无畏
的哪吒念念不忘。

彰显“以爱为美”

百年来，国产儿童电影在探索中不
断成长，蕴涵着对儿童的殷切希望和人
文关怀。在当前媒介融合的语境下，儿
童电影作为真善美的影像符号和传播载
体，其“以爱为美”的核心教育功能也
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和彰显。可以说，
儿童电影的终极精神内涵就是爱——回
归到艺术最本 质 、 最 原 始 的 存 在 意
义。爱，作为一种持续的永恒力量，
引领着艺术不断前行。从 《宝葫芦的
秘密》 以儿童本位描绘天真无邪的世
界，捕捉童真童趣，到 《我的九月》
以儿童故事引发观众的童年记忆和怀
旧情感，再到 《八月》 以儿童视角反
观成人世界的复杂，不同时代的儿童
电影以日趋多元的镜像讲述关于儿童
的故事，塑造不同的儿童形象，承载
正确的价值取向，彰显出多元化、多
类型的特点。这些儿童电影向人们讲
述以爱为核心的儿童理想、儿童故事、
儿童心事以及儿童情感，勾勒出了一个
个不同于成人世界的儿童“乌托邦”。

近年来，《闪光少女》《寻找雪山》
《天籁梦想》 等影片在文化品质、美学
创新和类型探索等方面引发关注，尤其
是对爱与美的凸显，获得观众喜爱。荣
获第 33 届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的

《点点星光》，讲述了在一所普通乡村小
学里，一位不会跳绳的教练用短短一年

的时间培养出世界跳绳冠军的故事。这
部凝蓄着体育精神的励志作品彰显了精
神美和力量美，赞扬了在艰难困苦中执
著追求、永不言败的品质，体现了对当
代青少年正确价值观的培养和引导。

力求润物无声

在中国儿童电影诞生百年之际，儿
童电影工作者更加意识到运用儿童电影
对孩子们进行爱与美教育的重要性。对
于创作而言，就是要在每一个环节精耕

细作，不流于形式。《愤怒的小孩》 中
小主人公离家出走的各种细节令人啼笑
皆非，究其根本是孩子渴望父母关爱而
不得，映现了春风化雨、“陪伴才是对
孩子最好的爱”的教育理念。

儿童电影不仅仅是在书写爱，而且
是在创造爱；不仅仅是影片中创造爱，
而应是全程都在创造爱。儿童电影的创
作犹如教书育人一样，每个环节的电影
工作者都是老师，都在每一个细节上进
行着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洋妞到我
家》讲述了“互惠生”洋妞参与到一个
中国家庭育儿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笑料
百出的故事。影片以写实手法再现了文
化差异给家庭成员之间带来的误会和矛
盾，让孩子成长，也让家长反思：对孩
子而言，什么才是更重要的能力和更科
学的培养方式，影片也充分展示了主创
与时俱进的创作理念。

能否做到真正从实际出发，尊重
儿童行为和心理特点，尊重每一个儿
童，认真对待生命的成长，是每一个
儿童电影工作者都要思考的问题。我
们需要更多具有艺术个性、以爱为动
力的儿童电影类型片。近年来，有创
新表现的国产儿童电影不断涌现，如
萌宠电影 《小狗奶瓶》 通过刻画小女
孩与小狗相处的故事，对爱与陪伴、
责任与尊重进行了思考；第 34 届金鸡
奖最佳儿童片 《再见吧！少年》 讲述
身患绝症的少年与时间赛跑，追逐音
乐梦想，点燃短暂人生的励志故事；

《熊出没·重返地球》 对国产经典 IP 进
行创新，在传统合家欢的基础上增添
了科幻色彩；《冰上时刻》 以冰球运动
为线索，记录 3 个球童家庭的冰球生
活，展现冰球运动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和父母对孩子追求梦想的支持……这
些影片通过不同的类型，有效激发了
少年儿童观众的感性鉴赏能力、理性

思考能力、直觉判断能力与创造性的
想象能力，也使儿童电影成为爱与美
的承载者与践行者。

唤起更多共鸣

真善美的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
是世界范围内儿童电影的普遍追求；生
产美、表达美、传播美是儿童电影创作
永恒的使命。儿童电影往往比成人电影
更能让不同国家的观众产生共情共鸣。

当前国产儿童电影显现出国际表达
与传播的潜力。不久前在第 25 届纽约
国际儿童电影节获得最佳长篇电影奖的
国产动画片 《向着明亮那方》，不仅以
现实主义风格呈现了普通人的生活日
常，而且影片中采用的水墨动画、剪纸
艺术等形式独具中国传统文化魅力。整
部影片以爱为叙事主线，传递了真善美
的信念，既彰显了中国儿童电影成熟的
美育力量，也成为中国美学对外传播的
一个范本。

2018 年，教育部和中宣部共同发
布了 《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
导意见》，意见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
优秀影片在促进中小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影视教育
作为中小学德育、美育等工作的重要
内容。以儿童电影对孩子们进行教育
的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促进
少年儿童的人格完善。我们迫切需要
升级儿童电影的美育观念，在儿童电
影创作的每一个环节中都弹奏出不可
替代的、属于儿童自身审美的天籁，
培养、浸润、熏陶少年儿童生发出对
世界的爱、对电影的爱，也感知世界
的美和电影的美。

（作者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
研究员）

我对中国的兴趣起源于中学时的历史课。在课堂上我了解
到，晋朝时，中国高僧法显曾经赴斯里兰卡游学；唐朝时，斯
里兰卡高僧不空曾经到大唐宣传佛教。中斯之间交往绵延不
断。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要掌握中文的想法。我想，如果掌握
了这门语言，就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能更好地了解我的祖国。

我上大学的时候，中文还是相对冷门的专业，斯里兰卡国
内也没有系统的汉语教学。1992 年，我第一次到北京语言学
院 （现北京语言大学） 学习汉语。1993 年，我回到斯里兰
卡，开始在凯拉尼亚大学读本科，是汉语专业首批学生之
一。当时我的老师是来自中国、在凯拉尼亚大学读博士的郝
唯民。他在这里任教之前，我们只能通过英语学习汉语，郝
老师开始用僧伽罗语教我们汉语。我一方面惊讶于中国学者
的僧伽罗语如此地道，另一方面，由于郝老师对中斯文化交
流史颇有研究，注意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这对我产生了很
大影响。当时虽然斯里兰卡也零星有对中国的研究，但都是
基于英语材料，不够全面客观。于是我更坚定了自己的职业
目标与研究方向，在当汉语教师的同时，展开了对两国文学
的比较研究。

深入学习汉语，我才发现汉语独特的魅力。从结构上来
说，汉语的词汇只有一种形式，没有诸如复数、词性、时态等
曲折变化，这和僧伽罗语有很大差别。我还发现，文化差异也
影响对语言意蕴的理解，很多斯里兰卡学生一开始感觉汉语难
学，我觉得是因为同学们缺乏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基本了解。
为了使他们即使遇到困难也能保持学习汉语的兴趣，我在凯拉
尼亚大学开设了中国文学课程。同学们不仅可以对中国文学作
品进行阅读欣赏，而且能从作品中了解中国的历史、地理、文
化传统、政治制度、社会风俗等，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汉语能力。

我尤其喜爱著名作家巴金的作品。例如，他的小说 《家》
中描写的“高公馆”是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故事发生在有
鲜明时代特征的年代。斯里兰卡也有那样的时代，例如斯里兰
卡著名作家马丁·维克拉玛辛诃的小说中，也有和《家》相似的
情节。我经常把两部作品放在一起比较，让学生们讨论，体会
汉语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场景。在教学中，我也让同学
们尝试把 《家》 这样的小说改编成戏剧，把文学的语言变为戏
剧的台词，让男女同学分别扮演剧中的角色，体会在浓烈明快
的语言风格之下，巴金和他的小说所追求的真善美。

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碰撞中，总是伴随着一种文
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想象。如果让一个斯里兰卡人去写他心目中
的中国，或者让一个中国人去写他心目中的斯里兰卡，往往会
取决于写作者的个人感受。目前以中斯两国交流合作为题材的
文学作品还很少见，相信随着两国交流合作的不断加深，这样
的文学作品一定会出现。

现在，斯里兰卡的汉语教学和学习状况与我当学生的时候
完全不同了，想通过汉语就业的人也逐渐增多，但是他们实际
上还是不太懂中国文化，只能用汉语做简单的交流沟通，如果
谈到有深度的话题，他们还是一筹莫展。斯里兰卡关于中国文
化的报道，往往也只是提到“春节”“书法”等关键词，没有深
入地解释其内涵。从我汉语教学
的经验来看，两国人民之间持续
稳定的交往，还要持续挖掘我们
文化中的共同基因，强化两国人
民对文化交往的认识。

（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
研究院陈映锦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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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共同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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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中文高级讲师。2003 年硕
士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2015 年取得博士学位。2016
年在斯里兰卡成立中国研究中心并组织中斯合作交流
国际研讨会。2017年至 2020年任凯拉尼亚大学孔子学
院外方院长。此外还负责斯里兰卡国家初高中汉语与
教学统筹工作，培训本土中文教师，持续推动中国语
言文化传播。

影视助推文旅融合
章碧珍

日前，江苏省海安市举办文化艺术节。活动在线上和线下
同时进行。

近年来，海安相继出台政策，全力资助、扶持、奖励和推动文
艺精品创作。先后有20余件作品荣获国家级、省级“五个一工程”
奖、“文华奖”等。海安先后获评全国文化先进县（市）、中国文化
建设百佳县（市）。图为演员在文化艺术节开幕式上表演节目《青
墩印象》。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江苏海安举办文化艺术节江苏海安举办文化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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