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叙事，简而言之，就是“讲故
事”。听故事、讲故事，是我们认识
世界的基本途径。人们善于理解
故事，历史上伟大的演讲者都深谙
这个传播之道。从2022年上海市
“中华文化走出去”专项扶持资金
入选项目和“银鸽奖”获奖作品中，
我们不难发现：着眼于“全球叙事
能力建设”，上海在如何讲好中国
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推动中华文
化走出去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和
创新，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当下，这些成果尤为
可贵。

善用“老外”视角。“老外讲故
事”是上海国际传播的一大特色。
上海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老
外来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上海故
事，不仅有网红，还有企业高管，不
仅有“旁观者”，更有“融入者”。例
如“在上海，为全球”，作为中国首
个以城市IP为主题、以企业发展为
案例的大型全球传播案例征集活
动，吸引欧莱雅、勃林格殷格翰、拜
尔斯道夫等跨国企业高管，通过分
享企业作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见证
者、共创者和共享者的生动案例，
讲述“在上海，为全球”的实践故
事。这也是全国首个城市形象资
源共享平台IPSHANGHAI探索孵
化城市IP的新途径。

运用平台思维。基于互联互
通互动的平台思维，我国网络小说
在海外大受欢迎。2022年上海市
“中华文化走出去”专项扶持资金
入选项目和“银鸽奖”获奖作品中
也不乏此类案例。阅文集团旗下
起点国际，立足平台推出“全球作
家孵化项目”，通过开放海外用户
原创功能，支持和培养海外原创作
者，让全球读者在文学的海洋中感
受世界多元文化的魅力，实现从
“走出去”向“走进去”的转变。

科技赋能传播。科技推动传
播方式变革，通过科技赋能，“最
上海 ·苏州河”全媒体大直播项目
变成传播科技手段创新的演示
台。流动演播室、虚拟主播，虚实
相生，让苏州河国风主题曲在不
同“世界”维度锵然奏响；科技创
新催生全国首款主打人民城市实
践概念的 IPSHANGHAI数字艺

术品“申生不息”，在数字生态领
域唱响主旋律。

城市记忆。构建中国叙事体
系，不能脱离“记忆”。围绕上海城
市根脉，闵行区制作了首部国际传
播新媒体视频产品——“上海之
本、未来之城”数字艺术长卷，生动
展现了发生在闵行土地上的历史
故事。鉴古知今，讲述城市文化故
事要善于将隐藏在城市记忆深处
的故事讲好。每座城市都有丰富、
精彩、打动人心的往日故事，通过
这些故事能将城市价值更好推广，
城市形象更好展示。

人民记忆。构建中国叙事体
系，不能不讲述新时代十年的伟大
变革。选取普通人视角，让新时代
十年的伟大变革更加形象生动。例
如《百姓话思想》系列短视频，通过
展现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普通人
在上海的工作、生活，让百姓谈思
想、谈变化，用鲜活朴实、生动具象
的百姓故事，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上海的生动
实践，阐释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中华记忆。构建中国叙事体
系离不开中国上下五千年的话语
资源——可以是小说、诗词等文学
作品，也可以是建筑语言，还可以
是其他。微纪录片《凝固的诗 ·探
秘中国民居之美》用传统建筑语言
吟出了“诗”的艺术美感与文化内
涵，让更多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传统
建筑，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
骨子里的坚守、责任和情怀，体现
中国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价值
观追求。

理想共鸣。上海是改革开放
的排头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
路先锋”，上海国际传播在描画未
来美好愿景上理应勇往直前。首
届世界设计之都大会通过近300位
来自国内外设计界和产业界领袖
的智慧分享，数百项令人振奋的最
新设计成果展示，为全球设计界寻
找未来美的共鸣；《上海：科学家培
育之城》用约800个单词和3幅图
片描绘了上海凝聚科技创新人才
的美好图景。

主张共鸣。面向未来的中国
叙事体系是体现更多中国主张的
叙事体系。上海电气集团聚焦产
业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推出生物
多样性H5交互设计“‘碳’索未
来”，并在海外主流社交媒体平台
Facebook传播。通过创意设计吸
引海外用户关注，唤醒海外用户生
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探索建立上海
与全球生物保护的链路，为体现中
国主张做出表率。新时代呼唤更
多体现中国主张、引发全球共鸣的
国际传播好作品好内容好项目。

价值共鸣。面向未来的中国叙
事体系是能够引起价值共鸣的叙事
体系。上海国际传播注重挖掘体现
共同价值的作品，融媒体作品《盲人
兄弟的上班路》即是一例。该作品
用文字和视频记录下上海熊爪咖啡
种子店盲人双胞胎兄弟工作日常，
向世界生动展现自信自强、包容关
爱的共同价值观。有TikTok网友评
论道：“Thisishearttouching.”（这
个故事太打动人心了。）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
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
是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
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
径，也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加快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
求。为增强上海全球叙事能力和
国际传播能力，上海专门设立“中
华文化走出去”专项扶持资金和
“银鸽奖”。上海应该成为可信可
爱可敬中国故事的最佳讲述者。
上海有这样的传承，也有这样的职
责，更有这样的使命。
（作者为上海格物文化发展研

究院院长）

在“如何讲”上，
坚持三大创新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

权”。作为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重要工作项目之一，上海首创全国首个城市形象数字传播平台IPSHANGHAI。平台由中共上海市委宣

传部、市委外宣办公室主办，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凸显中国和上海特点的城市形象资源全库，并逐步建成聚合征集、共享传播、孵化创

新的城市形象内容生态系统，探索人人创作、人人展示、人人分享的国际传播新模式。依托该平台，上海组织“中华文化走出去”专项扶持资金

项目申报和“银鸽奖”评选，不断发掘和聚合国际传播IP，积极探索以国际语言演绎中华文化，形成并完善国际传播顶层设计的“上海模式”。

日前，2022年上海市“中华文化走出去”专项扶持资金项目申报、“银鸽奖”评选已结束。来自国际传播领域的专家，从中华文化国际表

达、推广推介“双创”演绎、全球叙事能力建设、扩大国际“朋友圈”四大方向，解读上海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创新做法和生动案例。今刊发四

位专家文章，以飨读者。

文汇智库 责任编辑/陈瑜 cheny@wh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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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勇当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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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创新、包容已成为上海最鲜
明的品格。这样的城市品格厚植于上
海的文化土壤，为涵育中华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之花创
造了有利条件。2022年上海市“中华
文化走出去”专项扶持资金项目申报
和“银鸽奖”评选，通过甄选一批优秀
的“双创”项目和作品，彰显这朵“双
创”之花的上海魅力，值得称道。

推动海派“双创”演绎

海派文化是上海近代化过程中的
产物，海派故事体现了近代以来的现代
化进程、开放包容的精神和多元的文化
形态，为讲好上海城市故事提供了丰富
内涵。关于海派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在
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甚至不同语境下各
有不同，并不断损益、代谢、嬗变、拓展
和深化。厚植海派文化底蕴，做法之一
就是用“双创”将其丰富内涵演绎出来。

比如，二战时期上海向避难的犹
太人敞开怀抱。海派的内涵表现为善
良、宽容、大度。“犹太人在上海”系列
视频与《幸存者之歌》音乐会、音乐剧
《上海奏鸣曲》等，以不同形式讲述这
一段历史，在叙述二战时期犹太人于
上海生活的历史故事中，生动诠释了
中外人民的深厚友情，并表达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望。
在日常生活语境下，海派文化表现

为内化的城市基因。开放包容的土壤，
舶来了咖啡“滋味”，并任由这“滋味”落
地生根，喝杯咖啡已深入上海城市文化
肌理。咖啡文化成为中外共通的语言，
一杯一杯咖啡、一个一个咖啡馆成为人
们畅言交流的情感纽带，成为大家创新
实践的灵感源泉，见证着城市与个体彼
此温暖、相互成就，亦如上海日报的《理
想咖啡馆》项目所寄予的“美的表达”一
般，以咖啡为媒，为世界读懂中国增添
新注脚，架起跨文化的桥梁。

新时代的海派“双创”不仅在纪录
片里，在音乐剧里，在咖啡馆里，还在
“设计之都”里。上海设计之都促进中
心借米兰时装周，向世界展示上海五大
新城建设的亮点，从服饰、美妆、家居、
建筑之美到文化之美，讲述蕴藏在产品
背后的中国智慧和文化，润物无声地传
播上海之美和中国的美学理念。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
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
稳脚跟的根基。上海出品的《新神
榜：杨戬》以《山海经》等中国古籍为
历史背景，对经典中国故事进行了独

特而精彩的改编，让国际社会更好了
解中国神话。片中的美术、特效无不
取材于传统美学，而新技术的运用更是
赋予作品“双创”新的色彩。华丽的舞
蹈源自敦煌石窟的飞天和三国诗人曹
植的《洛神赋》；“水墨太极图大战”等
采用升级版三维渲染水墨视效，数字
赋能满足了观众对于东方神话的瑰丽
想象，在东方神话故事的精神内核基
底上，诠释亲情与守护；配乐则综合调
用摇滚、爵士、中国传统乐器等多种元
素，呈现一场视听盛宴。

东方神话剧《与君初相识》《恰似
故人归》，以《山海经》中鲛人和九尾狐
作为男女主角的创作蓝本，创新了一
部“美人鱼王子”的东方童话，引发海
外观众众多二次创作与传播；《中华武
魂》打造武术文化全球传播的上海方
案，与国际武术联合会、世界武术冠
军、国内外新媒体武术网红密切合作，
与少林寺、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共同生
产内容，闯出新模式；自得琴社首创古
画风格音乐视频形式，将中国古代复
原装束与国风音乐巧妙融合，营造出
典雅韵味的视听效果。
“上外+”多语种国际传播品牌建

设更是将文明互鉴的影响力提升到了
战略层面，成功打造了一支国际传播

实践与研究团队。

凝聚“人人”国际传播力量

当代网络社会打破了文化的壁
垒，编织起新的认同。以“故事”起共
鸣，由“人民”来主创，这是上海国际传
播、上海城市形象塑造一大特色。

纪录电影《时光机》是上海京剧院
导演马科确诊阿尔兹海默症后，摄影师
马良为了帮助父亲找回失去的记忆而
讲述的父子故事，不仅超越了地域的狭
隘性，也展现了中国的传统与当代艺术
的优美。超越国境的人间情感，令其
收获美国艾美奖杰出艺术文化类纪录
片等二十多项国内外电影节展奖。美
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评论：“细
腻的电影，视觉却极其惊人，以艺术向
衰老过程中寸步困难的艰辛，奋起而
战。”《时光机》关注高龄化社会中的认
知症问题，展现了艺术为生活服务的
真谛。

坚持“人民城市”的文化发展导
向，依托IPSHANGHAI平台凝聚“人
人”国际传播力量，汇聚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新期待，表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美好愿望。这就是上海。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究所副研究员）

“双创”之花为高水平“走出去”赋能

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伟大的历史
性变革，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
央。在这个过程中，怎样让中国故事
传播开去，入眼入耳；如何让中国价值
表达开来，入脑入心，需要我们围绕国
际传播的特点与规律，聚焦共同价值，
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把准脉。

寻找共同价值，创新国
际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人类共同价
值”的重要论述，对于做好国际传播工
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国际传播
中，我们要善于寻找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着力点，加大传播力度，在价值融合中
讲述中国的精彩故事，展现中国的良好
形象。2022年上海市“中华文化走出
去”专项扶持资金入选项目和“银鸽奖”
获奖作品中，英雄联盟职业联赛(LPL)

海外流平台建设项目遵循了这个思路，
通过追寻电竞与中华文化的价值融合
点，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出去。上海出
品的爆款游戏《原神》，在画面设计、角

色人物设定和原创音乐制作上，彰显了
鲜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让全球
玩家在游戏世界中，充分体验中华文
化，深度领略中国精彩。

2023年2月13日两大体育新闻
引发海内外关注。中国球员吴易昺
夺得ATP巡回赛男单冠军，中国选手
李培楠夺得星际争霸冠军。从吴易
昺到李培楠，从《英雄联盟》到《原
神》，让我们看到中国体育与游戏产
业的蓬勃发展，也让我们看到聚焦人
类共同价值的意义。传统体育、电子
竞技、音乐抑或网游，都从不同层面体
现了人类共同价值，因而获得大众喜
爱。中国大力发展这些产业，鼓励聚
焦寻找共同价值，积极参与全球竞争、
讲述中国故事，是积极拥抱世界、融入
世界的表现。

从共同价值入手，传播
中华文化

寻找共同价值并不是目的，重要
的是从共同价值入手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华文化。相信大家都对《流浪
地球2》印象深刻。这部中国出品的大
片，从内核到制作再到国际话题性，都
较好传达了中国人的伦理观和世界
观。《流浪地球2》与几乎同期上映的好
莱坞科幻大片《阿凡达2》展现出完全
不同的价值观：前者主张以实际行动
将人类团结起来共渡难关；后者主张
逃离地球，寻找并占领新的星球，沿袭
了深入骨髓的西方文化胎记——“殖
民”。中国哲学观和世界更多从全人
类高度思考问题，从人类文明史角度
审视难题，从人类历史实践高度解决
难题。
《流浪地球2》国内票房已经挤入

历史前十，海外票房已经突破1000万
美元，在国际市场拥有较高口碑。它
的成功告诉我们，从共同价值入手，中
国的故事、中国人的故事，也正是世界
的故事、人类的故事。以此为出发点，
2022上海市“中华文化走出去”专项扶
持资金项目和“银鸽奖”评选，发掘出
一大批以国际化叙事向世界展示上海

实践、传播人类共同价值的鲜活案
例。如以加拿大蒙特利尔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大会（COP15）为契机，把中国
超大型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及其
背后的价值理念传递给世界；举办首
届世界地理大会,把中国人的自然观、
地理观与天下观传递给世界；出版《虹
桥故事——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
录》，用立体生动的社区叙事，向世界
讲述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中国式
民主……

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
明是包容的，中华文明是在与世界文
明交流、互鉴、融合、创新中不断丰富、
不断发展的。向世界讲述中国的精彩
故事，重要的是在合作与交融中，把中
国故事背后的道理，中国叙事背后的
智慧，传递给全世界并获得认同。上
海的国际传播，必须有使命在肩的责
任与担当。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
不辍，未来可期。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政治

战略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多次强调，
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
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
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
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
亲和力和实效性。当今中国已与世界
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需要向世界展
现真实的自我，世界渴望更好地了解
中国。我们回应海外关切的最有效方
式之一就是把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情景
和社会发展样貌展现在全球受众面
前，通过客观记录生活场景、对话普通
民众来呈现真正的中国故事。

上海是一座开放、创新、包容的城
市，她的发展代表了中国的发展进
程。作为世界观察中国的一扇重要窗
口，上海理应不断增强全球叙事能力，
讲好中国故事。

为鼓励国际友人更好融入在华本
地生活，通过“人”的具体行为走进国
际主流圈层，2022上海市“中华文化走
出去”专项扶持资金项目和上海市“银
鸽奖”甄选出国际传播好作品好内容
好项目，鼓励更多国际友人成为上海
故事的生动叙述者，通过他们的视角，
深入上海每一个“现场”，传播推广上
海城市精神与城市品格。

鼓励发掘更多老外讲述者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世

界的交往愈加热络与频繁，越来越多
的外国人与上海发生着联系。他们中
有普通人，有各领域专家学者，有国际
传媒人士。在与上海的交往中，他们
或收获了美好的回忆，或获得了事业
成功，或实现了人生梦想。他们拥有
“讲好中国故事”的独特优势。相同的
成长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让他们在
与海外受众，特别是其母国受众交流
时，没有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的障碍，
讲述内容更易被接受。他们在上海亲
历的故事也更具说服力。凭借着独特
的视角，擅长的表达方式和熟悉的叙
事方法，这些国际友人正成为上海故事
最重要、最直接、最权威的讲述者群体。

以老外视角传播中华文化

“在沪涉外社群信息服务与国际
传播”从改变国际传播主体这一“新观
念”入手，让百名在上海的“老外”感知
上海、体悟上海、认知上海。通过开展
“外籍视角讲述中国故事”“外籍人士
系列专访”“国际社群沟通”等系列活
动，发挥新媒体平台优势和KOL&KOC

力量，以“老外”视角传播中华文化，展
示上海城市形象。
“外国人眼中的上海视觉展（长宁

篇）”运用视觉展这一“新手法”，借助
长宁区内驻沪总领馆和驻沪机构的资
源优势，让各种影像元素的“场景效

应”作用于在沪外籍人士。这些国际
友人既是上海改革发展的亲历者，也
是参与者，通过视觉展，让更多国际友
人多角度多层次了解上海、传播上海，
打造上海文化新IP。
“爱上海的理由”青少年英语国际

传播项目的影响力同样不可小觑。项
目采用“中外青少年讲故事”的独特表
现方式，培养和引导中外青少年用“国
际化+年轻态”的思维、视角和表达，以
英语短视频为载体，让每个孩子用90

秒向世界展示一个爱上海的理由，向
世界讲述上海故事。

做好老外讲中国故事文章

进入新时期，上海正努力把“老
外”讲中国故事这篇大文章做得更好，
进一步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上海
故事。

首先，请进来。除了各国驻沪领
馆官员、友城驻沪代表、跨国企业家代
表和国际顶流文化传媒大咖外，上海
尤其重视发挥“普通外国人”和“国际
专家学者”的力量。“普通外国人”尤其
是常驻上海的“普通”外籍人士了解上
海，对上海有很深的感情。“国际专家
学者”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具有权威性
和较高知名度，观点和言论更有说服
力。上海面向全球广发“英雄帖”，邀
约这些国际友人成为上海故事和中国

故事的生动讲述者。
其次，推措施。针对国际友人的

特点，上海正在谋划更好借用“第三只
眼”看上海的相关扶持措施和产业政
策，鼓励他们以多元化、多样化、多层
次的内容生产与传播，把“外国人但不
是外人”特色做到极致。上海尤其重
视不让相关措施条款成为“睡美人”，
在条款出台的同时不断提升社会知晓
度，以使更多喜爱上海的国际人士能
够留下来，融进来。

第三，搭平台。上海正在不断推
广上海城市形象资源共享平台 IP

SHANGHAI，主动从贴近国际受众接
受习惯出发，帮助外国讲述者挖掘合
适素材，并不断扩大IPSHANGHAI平
台在外国人群中的知晓度。与此同
时，IPSHANGHAI正在搭建自己的
“专业用户生产内容模式（PUGC）”，构
建国际创作者自发传播的生态体系，
吸引各种喜爱上海的国际创作者们通
过IPSHANGHAI将内容和创意展示
出来。这一国际友人自发传播上海故
事的过程，正在吸引国际内容创作者
来到上海扎根并生长，未来上海将涌
现出更多全球内容创作者国际孵化培
育基地，真正展现“海纳百川”的上海
DNA。
（作者为欧洲城市比较研究院上

海分院院长）

多用善用“第三只眼”，让老外不见外

在价值融合中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精神

■ 李艳丽

■ 冯翔

■ 夕言

在“讲什么”上，
用好三种资源

在“找共通”上，
做到三维度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