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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前的“三八”国际妇女
节前夕，我们打算为这个属于女
性的节日做点什么，于是开启了

《花开中国》“三八”国际妇女节
特别节目与观众的每年一会。

历经 8 年，这个特别节目对
我 们 来 说 早 已 不 是 “ 命 题 作
文”，它像一颗种子，年年自由
地开放出鲜艳明媚的花朵，真实
地呈现当下中国女性的风采。

今年特别节目的主题是“她，
超美力”。挺立时代潮头的女
性，是一群既美丽又强有力而且
不断完善自我的女性。围绕这个
主题，我们邀请作词人唐恬、作
曲人吉鹏为节目创作了主题歌

《署名为你》，由各界女性代表共
同演绎，将祝福送给全国女性，
也致敬这个时代。

我们制作了 17 组女性人物
短片，通过精妙的镜头语言和走
心的采访，展现中国女性在各个
领域用智慧和汗水创造的非凡成
就。我们还深入她们的日常生活
与情感世界，从点点滴滴的细节
入手，讲述有温度的女性故事，展
现她们的多彩生活与强大内心。

中国航天员王亚平、随“蛟
龙”号进行大洋深潜的科学家唐
立梅、中铁工业总工程师王杜
娟，她们在各自的领域披荆斩
棘，作出杰出贡献。而我们选择
展示她们作为妈妈温情体贴的
那一面。在短片《我的妈妈是科
学家》中，她们各自带领可爱的女
儿开启游学模式，通过亲切的母
女对话，向观众传递睿智的“育
儿经”。她们不仅是各个领域的
带头人，也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引
路人、守护人、筑梦人。

美不止一面，就像春天多姿
多彩的花朵。今年的特别节目还
聚焦青年女性的成长轨迹与个性
之美。她们放弃城市的优渥条
件，去广阔田野实现“绿富美”
的理想，在工作中自信、自爱、
自强，闪闪发光。

短片《反差萌的粉红女兽医》
《向阳盛放，巾帼新农人》的主角

是两位独特的青年女性：一位是
依靠过硬的医疗技术获得乡亲们
信任和喜爱的 95 后“粉红兽医”
白婳，身形娇小的她常常一身粉
红色装束，耀眼闪亮，却专门和
牛、羊、猪打交道。另一位是浙江
省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姜丽娟，她放弃
在杭州打拼 8 年获得的高薪工
作，返乡经营精品民宿、直播卖特
产，带领乡亲们一起致富。

短片 《巾帼英雄，军中木
兰》讲述解放军某部飞行员张瑜
翱翔长空，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
卫国铮铮誓言的故事。在短片

《聚 是 一 团 火 ， 散 是 满 天 星》
中，被称为“城市美容师”的甘
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环卫工作中心
道路清扫保洁队的女清洁员们，
夜以继日坚守岗位，以青春岁月
为笔，描绘出城市的亮丽画卷。

今年的特别节目还引领观众
关注女性中华文化传承人、传播
者。短片《花中真君子，风姿寄高
雅》将镜头对准因在越剧《新龙门
客栈》中成功饰演男性角色而备
受观众喜爱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演员陈丽君，听她讲述自己对越
剧事业的坚守与成长；在短片

《开 百 花 之 先 ， 独 天 下 而 春》
里，深圳歌剧舞剧院首席演员张
娅姝大胆创新，实现艺术上的破
茧成蝶，刚柔并济地用舞蹈演
绎、推广了功夫咏春。敦煌研究
院文化弘扬部副部长宋淑霞通过
短片 《吾爱敦煌》，深情讲述了
自己 20 多年扎根大漠，将敦煌
文化传播到世界的历程。

这就是我们的女同胞，可
爱、可亲、可敬，拥有迷人的魅力，
又蕴藏着无穷的力量。我们不愿
简单地以任何标签来限定她们，
而是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宏
伟图景中用心记录她们的故事，
捕捉她们生命中那些触动人心、
值得铭记的瞬间，并永久定格。

（作者系《花开中国》2024
“三八”国际妇女节特别节目总
制作人）

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国际传
播专家大卫·弗格森日前到浙江一些
乡村调研访问，深有感触。他说：

“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经历。每个村
庄都是乡村全面振兴的一部分和生
态恢复、环境保护的典范。最重要
的是，每个村庄都致力于提升居民
的文化素养和文明意识，构建文明
社会。”他还表示：“浙江省取得了
如此多元化的丰硕成果，全球范围
内几乎所有村庄或社区都能从中找
到可借鉴的经验。”

这个片段来自 3 集系列纪录片
《千万工程》。该片由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浙江省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浙江
广播电视集团承制，由 《又见江南》

《万物生长》《心安吾乡》 3个篇章组
成，今年 1 月 23 日至 25 日在浙江卫
视播出后，引发热烈反响，紧接着又
在东方卫视、江苏卫视、湖南卫视等
全国各大卫视展播，还在海外平台进
行了国际传播。该片入选国家广电总
局2023年度优秀国产纪录片。

“千万工程”即“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是从 2003 年开始在
浙江实施的一项重大决策。经过 20
年的生动实践，“千万工程”深刻改
变了浙江农村的面貌，造就了万千美
丽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实现
了从省域实践走向全国示范、从整治
乡村人居环境探索变为引领中国乡村
全面振兴法宝的跃迁。

国家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董昕认为，这部纪录片从小切口入手，
以讲故事的方式，真实记录时代，展
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讲好中国故
事，塑造了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浙江广电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
辑赵磊介绍，《千万工程》 主创团队
访问了浙江近百个代表性乡村，以冒
热气、接地气、聚人气的表达，绘就
浙江山乡巨变的多彩画卷。年轻创作
团队为纪录片注入青春活力，让重大
主题作品更加灵动、多彩。

专家学者们认为，这部纪录片全
景式反映了中国乡村巨变，精准记录
了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这一小切口推
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科学路径，为新时
代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典型示范。
该片“致广大而尽精微”，结合宏大
叙事与百姓故事，突破重大主题纪录
片的创作难点，以精巧的表现手法，
为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

实践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影视案例，其
大格局、广视野和生动鲜活的人物为
重大主题纪录片创作提供了模板。同
时，该片结合纪实思维与审美思维，
通过这部乡村的时代影像志，观众可
以看见真实的场景、诗意的表达和细
腻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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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力量驱动文化“出海”——

“上海制作”闪耀世界舞台
本报记者 曹玲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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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春节前后在巴黎举办的法国豫园灯会现场。 豫园股份供图

▲上海芭蕾舞团经典版《天鹅湖》剧照。 上海芭蕾舞团供图

▲ 纪 录 片
《永远的行走：与
中国相遇》第二
季剧照。

上海广播电
视台纪录片中心
供图

▲“不朽的玉甲”中国汉代文物匈牙利精品展
现场。 上海博物馆供图

■文艺创作谈■文艺创作谈

上海，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样
本，正日益深入践行其文化使命，
搭建心灵沟通之桥，修筑文明互鉴
之路，让中国看到世界，更让世界
看到中国。

“海内外人士到上海来，不仅能
感受高楼大厦、高架地铁、人来人
往、熙熙攘攘，还能感受这座城市
的文化魅力和文化特色。”上海社会
科学院党委书记权衡认为，强化上
海城市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是
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全面提升地位
和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2024 年春，上海公布 46 个入选
2023年上海市“中华文化走出去”专
项扶持资金的项目、207 件获
得 2023 年上海市“银鸽奖”的
作品与项目。入选项目聚焦
中华文化国际表达、上海形象
世界推广、全球叙事能力建设
和扩大国际朋友圈等，充分体
现上海展示中华优秀文化和
中国式现代化光明前景所取
得的积极实效。

种种努力，不断提升着这
座城市在国际传播中的能见度。

“走出去”

龙年春节前后，上海的豫园灯会
流光溢彩；万里之外的巴黎，一场法
国豫园灯会以 60 架大型灯组、2000
余盏各色华灯传递着中国年味。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和中
法文化旅游年，中国国家级非遗项
目豫园灯会开启“出海”首秀，在巴黎
风情园上演一场视觉与文化盛宴。

甲辰年的生肖——龙，是法国
豫园灯会的主角。入口处的“双龙
戏珠”门楼、装点在甬道两侧的盘
龙柱、寓意美好的“鱼跃龙门”灯
组……龙的元素贯穿在整场灯会
中。除了“龙”，观众还能在这里找
到更多中国古老神话中的“朋友”。
此次灯会以 《山海经》 为设计蓝
本，以“山海有灵”为主题，扶摇万里
的鲲鹏、呼风唤雨的应龙、仙气飘飘
的白鹿等《山海经》中的“神兽”都被
融入灯组设计中，共赴巴黎。

上海的许多胜景也通过五光十
色的焕彩光影被介绍给法国观众。

“沪上八景”中的“凤楼远眺”“野
渡蒹葭”“海天旭日”“龙华晚钟”
四大场景以及上海豫园的标志性建
筑——九曲桥与湖心亭等，都在法
国豫园灯会上得以展现。

法国观众纷纷表示：“灯会如同
童话仙境，仿佛让人置身梦中。”“灯
会如此美妙，内容如此丰富，让人沉
醉。”“中国‘神兽’灯组真是惟妙惟
肖，我想多了解一些中国古代神话。”

截至 2 月 25 日闭幕时，法国豫
园灯会共吸引客流近20万人次。法
方园长直呼：“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
大的客流了！”

“走出去”，向世界讲述中国故
事的不止法国豫园灯会。“不朽的玉
甲”中国汉代文物匈牙利精品展、“行
走江南园林”江南文化与园林美学的
现代诠释与国际传播等入选项目，
通过文物与史迹展现华夏文明的深
厚底蕴，带领海外观众穿越历史长
河，更直观地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2023 年正值“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10周年，上海博物馆与徐州博
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举
办“不朽的玉甲”中国汉代文物精品
展。作为上海博物馆“百物看中国”
全球巡回展首展，在匈牙利塞格德
的莫拉·弗朗茨博物馆开幕当天，
这个展览就吸引当地居民总数近
7%的人前往参观，形成轰动效应。

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表示，
展览旨在让匈牙利观众进一步了解
2000年前的中国汉代历史、文化和
艺术风貌，同时开启更多对中华文
明传承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探讨，
推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
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

拥抱世界

2015年起，上海芭蕾舞团经典
版 《天鹅湖》 曾三度赴欧洲，并赴
美国、澳大利亚巡演。百场海外演
出，在严谨而且对艺术要求甚高的
观 众 面 前 博 得 满 堂 彩 。 2023 年 ，

《天鹅湖》 第四次出访欧洲，45 天
里，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格罗宁
根、鹿特丹、海尔伦四城完成 36
场演出，场场爆满。这部上海芭蕾
舞团的诚意之作，将剧中常规版
16 只或 24 只群鹅升级为 48 只，从

“天 鹅 湖 ” 到 “ 天 鹅 海 洋 ” 的 转
变，让这部芭蕾经典展现了层出不
穷、惊喜迭现的浩瀚之美。

“海外演出商正是在该剧多年来
每一次巡演都大获成功的前提下又
发出邀约。”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
丽说，上海芭蕾舞团高贵、典雅的海
派芭蕾与西方经典碰撞，产生了化学
反应，经典版《天鹅湖》“传达了‘上
海制作’走向世界的信心和决心”。

上海正在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扩大文化影响力是题中应有之
义。上海敞开胸怀，以更加开放与
包容的态度拥抱世界。

2013 年 1 月 ， 国 家 地 理 探 险
家、作家保罗·萨洛佩科从非洲埃塞
俄比亚启程，开始他的全球徒步之
旅。他计划用十几年的时间，沿着
人类走出非洲的足迹，穿越四大
洲，一直步行至南美洲的火地岛。
2021 年 9 月，保罗在云南开启了他
在中国的徒步之旅。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
与国家地理共同打造的纪录片 《永
远的行走：与中国相遇》，2023 年
拍摄了第二季。作品以保罗·萨洛佩

科徒步穿越中国的行程为主轴，内
容真实客观、鲜活生动。保罗不是
一个主持人，而是一个亲历者，纪
录片通过呈现他的徒步行走和独特
观察，让世界人民看到中国的发展
变化，了解普通中国人的生活。

保罗在中国行走期间，上海广
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和国家地理及
保罗的海外社交媒体账号，同步发
布徒步内容，触达数亿海外用户。
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反馈，表达了
对保罗以全新角度发现中国的赞叹。

2023 年，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出
品的纪录片 《Chinese Puzzle——我
在美国学中文》 在东方卫视播出。

学会中文的美国人，会形成哪些对
中国的新认知？美国“汉语热”背
后，展现了哪些中美民间交流新气
象？该片在寻找答案，也在探究中
国文化海外传播的路径。

安娜斯蒂西亚·科斯的网名叫
“毛毛虫”。在中国，她做过英语老
师，出演过影视作品，还写过、录过
歌，也经营着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

“我2016年到中国时，一句中文都不
会说，就每天一对一跟老师学，很辛
苦。”安娜斯蒂西亚·科斯回忆说。学
中文，给了她一个看待中国的新视

角。她把自己的感受，通过社交媒
体分享给更多人。“美国社交媒体上
关于中国的内容并不多，我想让大
家看看，中国是多么有意思的国
家，中国文化、中文是什么样的。”

不断创新

“上海是中国的文化高地之一，
也是世界观察中国的一扇窗口。阅
文扎根上海、立足中国、面向全
球，致力于打造全球性的中华文化
IP。”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
晓楠表示。

由上海市出版协会、阅文集团
于2023年12月主办的第二届上海国
际网络文学周摘得本届“银鸽奖”
优胜奖。文学周上发布的 《2023中
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 显示，
中国网络文学作品的翻译语种达 20
多种，涉及东南亚、北美、欧洲和
非洲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上海土生土长的文化企
业，阅文集团近年来频频“走出
去”，助推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影响力
持续扩大。截至2023年底，阅文旗
下海外门户起点国际已上线约 3800
部中国网文的翻译作品，推出海外
原创作品约62万部，最高点击量破
4.5 亿，访问用户量累计超 2.3 亿，
单日评论数最高超15万条。

值得一提的是，起点国际的 Z
世代用户占比近八成，根据《全职高
手》《庆余年》《斗破苍穹》等 IP 改编
的动漫、影视、游戏等，深受全球
用户喜爱。此次评审中，多个入选
项目聚焦 Z 世代群体、专家智库、
旅游达人等，融合增强现实、虚拟
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以国际友
人特别是 Z 世代青年喜闻乐见的叙
述方式，扩大了优质内容的吸引

力、传播力、影响力，共同讲
好中国故事、塑造上海形象。

技术赋能带来国际传播
手段和渠道的创新。“雕画汉
韵——寻找汉梦之旅”数字创
意国际巡展提取汉代壁画、画
像石元素，结合现代艺术语言
进行多样化、多形式的再创
作，运用数字交互等现代科
技 手 段 ， 将 “ 石 头 上 的 史
诗”进行数字化转译，推出
不可移动文物沉浸式特展。
由该展览衍生的视频作品，
2023年5月斩获全球数字媒体
与设计领域大奖 VEGA 数字

奖4项全球金奖。
“一梦华胥——中国皮影光影艺

术”加拿大主题展是稀有的以中国
非遗皮影戏为创作蓝本的原创沉浸
式光影艺术作品，这个由中国非遗
皮 影 元 素 构 成 的 瑰 丽 光 影 世 界 ，
2023年登录加拿大蒙特利尔绿洲沉
浸式艺术中心。

双城+2023“探索中美关系多
元视角”系列活动、《为什么是上
海？——中国式现代化的上海故
事》 涉外教材等项目加强对外叙事
能力建设，打造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平台或品牌标识，积极主动展现中
国故事、上海故事及其蕴含的精神
力量和价值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