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网
络
文
学
到
李
子
柒
：

重
视
助
推
中
国
文
化
走
出
去
的
新
生
力
量

邵
岭

这两天 ， 随着一

篇 《李子柒怎么就不

是文化输出了？》 的文

章刷屏 ， 拥有两千多

万微博粉丝的视频博

主李子柒再次引发热

议 。 有网友用数据作

了比较 ， 在某一海外

视频平台上 ， 李子柒

粉丝数为 735 万 ， 远

远超过 BBC、 NBC、

FOX 等 西 方 主 流 媒

体 ， 其海外影响力由

此可见一斑。

这组数据 ， 对于

今天如何向世界更好

地展现中国文化 、 贡

献中国智慧 ， 提供了

一定的启示。

启示首先体现于技

术手段和呈现形式上。

坐标四川的李子

柒 ， 至今为止发布的

388 条微博基本上都

是五分钟以内的短视

频 。 短视频已经成为

当下最具传播力的媒

介———新浪曾经发布

过一个排名 ， 其微博

媒体热门榜前一百名

都是短视频内容 。 而

李子柒借短视频走红

则再次证明 ， 只有那

些能够契合新的传播

语境的文艺样态 ， 才

有可能获得最好的传

播效果 。 这条规律也

可以用来解释方兴未

艾的网络文学出海现

象———为什么网络文

学能够俘获一大批不

同肤色和文化背景的

海外粉丝 ？ 很大程度

上就是因为其具备的

跨文化融合优势 ， 能

够更好地表达互联网

时代全人类所共有的

文化体验 ， 从而大大

降低了理解门槛。

事实上 ， 网络文

学也好， 短视频也罢，

继传统文学和影视剧

之后 ， “网生 ” 作品

正在成为对外文化传

播与交流的新力量 。

这也提醒我们 ， 在新

的传播语境之下 ， 及

时更新传播手段与传

播媒介， 将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启示还表现在传播内容的层面上。

无论是抖音， 还是 Youtube、 Instagram， 一段时间

以来， 国内外的视频平台上， “生活向” 的内容正越

来越多地占据 “头部” 位置。 此类内容除了娱乐休闲

功能之外， 更具备一种审美文化功能： 以邻国日本举

例， 其文化中所崇尚的极简主义， 正是通过那些网红

家庭主妇的收纳视频或人气博主 “一人食” 的日常而

漫射出来的。 原因也简单， 日常生活最能展现文化的

润物细无声， 是抽象传统文化的具象表现。

李子柒的短视频， 从做豆瓣酱、 采野生菌菇， 到

染布做衣服、 古法造纸， 都在试图重现中国传统文化

中 “田园牧歌” 式的生活。 而海外网友对这些视频的

追捧， 也印证了一段时间以来学界的观点： 当世界处

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西方再一次将目光转向中国 ，

希望从中国文化中获得解困的良药与慰藉。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一波网络热点是值得积极看待

的， 而关于 “李子柒是不是文化输出” 的争议里， 其实

也有很多如何更好地开展对外沟通与交流的建议与期待。

这期待里， 应该也包括重视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

中出现的新力量， 从而更好地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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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前11个月外贸进出口同比增2.4%

民营企业成为第一大外贸主体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8 日电 （记

者刘红霞 ） 海关总署 8 日发布数据 ，

今年前 11 个月，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 28.5 万亿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

2.4%， 民营企业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

主体。

28.5 万亿元的大盘子中 ， 出口

15.55 万亿元， 增长 4.5%； 进口 12.95

万亿元，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贸易

顺差 2.6 万亿元， 扩大 34.9%。

11 月当月， 我国进出口总值 2.86

万亿元， 增长 1.8%。 其中， 出口 1.57

万亿元 ， 增长 1.3%； 进口 1.29 万亿

元 ， 增长 2.5% ； 贸易顺差 2742.1 亿

元， 收窄 4.1%。

数据显示， 前 11 个月， 民营企业

进出口 12.12 万亿元， 增长 10.4%， 占

我国外贸总值的 42.5%， 比去年同期

提升 3.1 个百分点 ， 成为我国第一大

外贸主体。 其中， 出口 8 万亿元 ， 增

长 12.4%， 占出口总值的 51.4%； 进口

4.12 万亿元， 增长 6.5%， 占进口总值

的 31.8%。

同期， 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16.87

万亿元 ， 增长 4.8% ， 占外贸总值的

59.2% ， 比去年同期提升 1.4 个百分

点； 加工贸易进出口 7.24 万亿元， 下

降 5.4%， 占 25.4%， 下滑 2.1 个百分

点； 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 3.29 万亿

元， 增长 7.4%， 占 11.5%。

做“对的事”，“风”才能吹起旺盛生命力
张懿

很多年前，有人说，上海互联网搞不起

来，一部分原因在于城市的文化基因，比如，

上海人做事太务实， 不符合互联网思维；

上海规则意识太强 ，胆子不够大 ；上海制

造业传统太深厚，和互联网没接口……

这些年，互联网潮起潮落，风口不停变

换，蓦然回首，忽然发现，上海依然是那个上

海，但互联网的特质已经悄然变化，以至于，

有些原先的弱点渐渐变成了优点———比如，

上海的制造业基因成了“产业互联网”最强大

的支撑，上海的规则意识和务实作风，又成为

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原先在

互联网语境中一些被忽视的城市特质，比如

创新策源能力、资源配置优势、门户枢纽功能

等，在当下忽然得到更多的认可。

风口是机遇的爆发，但风口并不代表努

力的方向。风口难以预测，所以重要的是坚持

做对的事。当前，上海正按中央要求，全力建

设“五个中心”，聚力推进三项新的重大任务

和一个平台的实施。在此过程中，上海推进的

许多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工作，可能不会

立即看到成效；但是，依然要把眼光放远，努

力把事干成。因为只要持续在“对的事情”上下

功夫、求作为，狠抓落实，善作善成，就一定能

不断提升上海的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就一

定能在某一天“风来了”的时候，让多年来悉心

养护的生态释放出最蓬勃的生命力。

上海互联网集群崛起的“密码”是什么
今年前10个月，上海互联网行业增速位居全国之首

根据工业信息化部最新发布的统计数

据， 今年前10个月， 上海互联网行业增速

位居全国之首； 其中， 年营收超亿元的互

联网龙头企业的增速超出行业平均水平 。

这些土生土长的上海互联网公司正以自己

的努力， 改变着市场格局， 也打破了人们

的成见，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用 “厚积薄发” 来形容上海互联网产

业应该说十分合适。 随着互联网与实体经

济日益融合， 上海互联网产业发展后劲逐

渐显现， 一批代表性企业以创新思维与深

耕的姿态 ， 在一个个细分行业做到极致 ，

将上海的城市积淀和营商环境优势化为竞

争力， 并投射到全国市场， 这应该就是上

海互联网集群崛起的成功密码。

“加速度 ”源于若干 “赛道 ”

上的领跑

工业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几天前

发布的 《2019年1-10月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业运行情况》 显示， 全国互联网行业规模

以上企业共完成营业收入9902亿元， 同比

增长21%， 其中上海以37.1%的增速领先全

国， 浙江 （36.5%）、 北京 （19.4%）、 广东

（10.9%） 分列第二至四位。

该报告还显示， 目前在互联网企业总

量方面 ， 上海居全国第三 ， 仅次于北京 、

广东。 但在行业规模方面， 今年前10个月，

上海互联网行业实现营收2390亿元， 占全

国23.3%， 居全国第二位。

上海互联网行业今年跑出的 “加速

度”， 对本地产业主管部门来说， 并不算意

外。

茛 下转第五版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2019年这些刷屏的新词热词
记录社会镜像和时代变迁

汉语、英语年度流行语评选结果相继出炉

近日，国内多家机构和媒体接连发布了

“2019年度流行词 ”：“14亿护旗手 ”“××千万

条，××第一条”等网络用语纷纷入选；由哔哩

哔哩（以下简称“B站”）发布的“2019年度弹

幕 ”中 ，荣登榜首的 “AWSL”一年内被发送

329万次。几乎同时，牛津、剑桥、柯林斯等知

名英语词典也评选出了各自的“2019年度热

词”，多与“气候”有关。

年度热门词语的评选向来是岁末年初网

友津津乐道的话题， 这些上榜热词的来源及

成因多种多样， 但都极具感染力、 易于传播

使用， 呼应并记录时代变迁。 “流行语聚焦

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众关心的话题， 除了概念

意义外， 往往有着轻松活泼、 幽默诙谐、 自

嘲解嘲的情感色彩。” 《语言文字周报》 执行

主编杨林成认为， 有些流行语的意思、 声音、

形体上附着风致与情韵， 这些带有辞趣、 充

满智慧的词汇生命力会更强。

高频词聚焦热门话题， 从社
会文化的镜像中窥见鲜活网民生活

比较新近发布的几份汉语流行语榜单，

能发现不少共性 ， 许多词语反映出民众共

同关心的议题， 成为社会文化的一种镜像。

透过流行语榜单 ， 可以窥见鲜活的中国网

民生活百态 。 一个以年轻人为代表的群

体———“饭圈女孩 ”， 用追星的话语与热情

创造出的 “守护阿中哥哥 ” 等热词受到年

轻人追捧。 在多个榜单中 ， “阿中 ” 高票

入选， 饱含着新一代中华儿女对祖国的深

情。 同样入围的 “14亿护旗手”， 来源是央

视新闻发布的微博话题 “五星红旗有14亿

护旗手”， 网友们纷纷留言、 转发， 表达护

卫国旗 、 守卫祖国的赤忱 。 《咬文嚼字 》

编辑部选中的 “文明互鉴 ” 一词 ， 是指世

界上不同文明之间加强交流 、 相互借鉴 ，

显示出中国的气度与胸怀。

而在英语国家盘点的2019年度热词中，

牛津、剑桥、柯林斯三大英语词典的选择惊

人一致：《牛津词典》 是 “climate emergency

（气候紧急状态）”；《柯林斯词典》 是“climate

strike （气候罢 工 ）”； 《剑 桥 词 典 》 选 了

“upcycling（升级回收）”。从今年5月起，在英

国《卫报》的报道中，“气候紧急状态”的措辞

取代了以往的“气候变化”，“全球变热”的使

用率超过了“全球变暖 ”。显然 ，媒体和读者

都意识到了气候变化，将对人类产生越来越

大的后果。

流行语榜单出现新趋向 ，部
分热词只存在于特定社交圈

在采访中不少专家提到 ， 今年汉语流

行语出现了一个趋向 ， 即有些词只在一个

特定的社交圈里火爆 ， 在某一年龄层的网

民中刷屏 ， “圈外人 ” 则感到陌生 。 能够

让网民广泛认同的流行词并不多。

热词、 新词的评选渠道也越来越分化，

除了新闻媒体 、 研究机构 、 辞书出版社等

发布的权威榜单外 ， 一些另类榜单也纷纷

出炉。 茛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宣晶

天气寒冷，抵挡不住观众购票热情
佳作连台，话剧可从年初看到年尾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半价日”开票

本报讯 （记者童薇菁）刚刚过去的

这个周末，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半价开票

活动在安福路288号上话剧场举行，七部

2020年话剧作品集中发售优惠票。 天气

寒冷，却抵挡不住观众的热情，一清早剧

院门口就开始大排长龙， 而最早抵达的

剧迷已通宵排队11小时，800个购票名额

一抢而空。

同济大学集成电路工程专业研二的

叶同学， 在前一天晚上十点多就来到现

场排队， 幸运地成为早上第一位购票观

众。作为上话忠实“粉丝”的他，每个月都

会抽出一至两天来到安福路观剧， 这一

次，他将七部开票剧目全部拿下，“可以

从2020年初看到年尾 ，非常开心 。通过

戏剧 ，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更丰富的

人生”。

这是上话自2011年5月以来举办的

包括“半价日”“套票日”在内的第22次购

票活动。作为国内首个举办演出季“半价

开票日”活动的剧场，上话一直以来倡导

及推行提前优惠购票的理念， 让戏剧愈

加深入地走进市民的生活。 此次集中开

票的七部剧目包括邹静之话剧代表作

《我爱桃花》， 根据老舍小说改编的大型

历史剧《正红旗下》，法国作家大仲马代

表作《三剑客》，喻荣军编剧、田水执导的

音乐剧《烽火家书》，美国当代剧作家阿

瑟·米勒的经典话剧《推销员之死》，三代

上海话剧人为纪念夏衍诞辰120周年的

海派经典话剧《上海屋檐下》，瑞典戏剧

大师斯特林堡的经典话剧 《朱莉小姐》，

涵盖国内外经典、改编与原创。这是上话

2019年末最后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

优惠购票活动。

由于天气寒冷， 工作人员在发放购

票单的同时， 还为排队的观众送上了暖

手宝， 为观众带来了冬日里的温暖。同

时，上话不仅开放剧场内外的公共空间

供观众排队休息 ，更准备了以 “冬日剧

场梦游记” 为主题的一系列丰富活动，

包括市集、小舞台表演、工作坊、分享会

等 ，与观众产生更多有趣的互动 。观众

在离开剧场时，还能把心仪的文创周边

带回家。

银杏最美时，乐声落叶共翩跹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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