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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
副主席徐里表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影响世界的文化大
国、文化强国，应成立一个国家文化战略智库，相关的
政府机构、文化机构、专家学者都可加入进来，对中国
文化如何走出去，给方案、定措施、出路径、列时间表。

徐里表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国美术
界同仁共同努力，创作生产了一大批有骨气、有温度，能
够表现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大量
走出国门，呈现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但是这些
展览和作品的呈现，还没有形成一股合力，需要攥紧一个
拳头打出去。

“近些年，文化活动多了，展览多了，但还比较松散，
应从观念到路径，再到路线图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徐
里说。

“应成立国家文化战略智库，为国家文化走出去做一
个整体规划。”徐里说，有这样一个完善和长远的规划，我
们的文化软实力就会逐渐得到彰显。”

（记者孔祥鑫）

徐里委员：

文化走出去需攥紧一个拳头

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
(记者史竞男、施雨岑、张辛
欣)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网
络文学用户达 3 . 78 亿，原
创作品总量达 1 6 4 6 . 7 万
种，日更字数 1 . 5 亿，年新
增 原 创 作 品 2 3 3 . 6 万
件……不同语种翻译传播中
国网络文学的海外网站已有
上百家。

中国网络文学为何能够
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为何能
够赢得世界关注？

网络文学爆发式增长

20 年前，文学与互联网
“第一次亲密接触”，网络文
学应运而生。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
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回忆
道：“1999 年，网络小说《第
一次亲密接触》出版时，我为
它做了序，题目叫‘让时间去
说’。现在，网络文学已经成
为重要的文学现象，是年轻
一代阅读的重要文化资源。”

“网络为我们的阅读写
作注入了活力。网络文学正
是借助互联网这个平台实现
了快速增长。”蒋胜男代表
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
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
嵘告诉记者，从实际阅读情
况看，网络文学越来越多地
影响到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
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和行为
方式。

2017 年，掌阅科技、阅
文集团分别在上海和香港挂
牌上市，加上 2015 年在深交
所上市的中文在线，中国网
络文学上市公司已增至 3
家。网络文学在快速增长中
实现了向商业化、市场化转
型。

蒋胜男认为，以网络文学 IP 为核心的全产业链开发
模式目前已初具雏形，围绕版权开发与运营，进行影视
剧、电子游戏、动漫及周边衍生产品等系列开发的产业链
日趋成熟；同时，也对网络原作产生了“放大器效应”。

网文创作应提倡“内容为王”

网络文学增量迅猛，但发展中也出现不少问题。
“盗版、抄袭乱象层出不穷，网络作家权益无法得到

保障，对网络文学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尤其是不少
网文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后，引发版权纠纷的案例数不
胜数。”蒋胜男呼吁，希望网络秩序更加规范，网络文学
发展生态进一步净化，保护好作家的原创力。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文联主席欧阳黔森说：“中国
的网络文学确实发展很快，在世界范围看，也是少有的文
学现象。但是，我们有数量的‘高原’，还缺质量的‘高峰’，这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积极引导和规范网络文学健
康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引导摒弃唯点击
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不良倾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介
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连续开展优秀网络文学原创
作品推介活动，旨在发挥示范效益，引导推出更多传播正
能量的网络文学佳作。

在不少代表委员看来，网络文学应告别规模扩张期，

进入“品质写作”时代。只有提高作品质量、追求艺术创
新，才能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张颐武认为，“繁荣文艺创作”“加强互联网内容建
设”被写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有利于推动网络文学创作
精品化、多元化。

借助“网文出海”

蒋胜男代表告诉记者，在世界各国，浏览中文网站
的人越来越多，阅读中国网络小说的非汉语用户逐渐扩
大。

“据我所知，在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书店里，中
国网络文学的翻译作品几乎占据畅销区的一半以上。在
欧美的中国网文翻译网站，也聚集了大批热爱中国网络
文学的外国读者。”蒋胜男说。

陈崎嵘认为，一大批网络文学作品走出国门，成为中
国人文化原创力的成功范例与有力佐证。

据了解，目前，不同语种翻译传播中国网络文学的海
外网站已有上百家。许多优秀网文作品签下海外版权，被
译成英、日、韩、越等多国文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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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调查

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记者王思北)中国
电影票房首次突破 500 亿元大关，“现象级”影
片《战狼 2》口碑票房“双丰收”；中国出版加快
“走出去”步伐，面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国家
宝藏》《中国诗词大会》等热播，优秀传统文化焕
发新生机……近年来，我国文艺创作精益求精，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的
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精品佳作频现 影视市场日

益繁荣

2017 年，电影票房 559 亿元；票房过亿元
影片 92 部，其中国产电影 51 部；电视剧生产量
连年稳居世界第一，去年达到 310 部、1 . 3 万
集……这些数据生动印证着我国文化市场的日
益繁荣。

凭借 56 . 83 亿元票房和 1 . 6 亿观影人次，
2017 年夏天上映的影片《战狼 2》成为中国影
史票房冠军，引起国内外评论界关注。这部“现
象级”影片的出现，标识着中国电影新力量的不
断成长壮大。

2017 年，电视荧幕也同样精彩纷呈，《我
的前半生》《白鹿原》《风筝》等多部电视剧热
播。其中，改编自铁血网旗下网络文学平台作
品、讲述共产党情报员坚守信仰的动人故事，
谍战剧《风筝》播出后收获了观众的广泛关注
与好评。

作为国内军事文学领域最大的网络文学
平台，铁血网旗下的铁血读书涌现出一批优秀
的文学作品，多部被改编为家喻户晓的影视作
品。

铁血网是我国文化市场转型升级、文化新
业态有序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各地和有关

部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构建现代文化
市场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提高文化产业发展
的质量和效益，努力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
济支柱型产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全国规模以
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 91950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0 . 8%。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
截至 2018 年 2 月底，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
数量为 341 . 81 万户，其中，广播电视电影服务
企业数量增速为 41 . 0%，在各行业企业增速中
位居前列。

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出版“走

出去”步伐加快

作家周梅森创作的反腐题材小说《人民的
名义》去年出版以来，得到了业界与读者的广泛
认同。据统计，这本书累计发行超 150 万册；海
外版权已累计输出 12 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近年
来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代表作。

2017 年第 2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

来自 89 个国家和地区的 2500 多家展商，展
开广泛交流合作，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
5262 项。一大批优秀的中国图书吸引了国外
出版方的关注：新世界出版社的《中国关键
词：“一带一路”篇》实现 8 个语种的海外版权
输出；贾平凹的小说《高兴》英文版纸质书和
电子书由亚马逊同步发行。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显示，截至
2017 年，我国出版企业在海外设立各类分
支机构 400 多家，与 70 多个国家的 500 多
家出版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走出去”
海外布局初具规模。越来越多国内出版单位
与海外出版机构共同策划选题、翻译出版、

开发市场，立体化“走出去”模式初步形
成。

人民天舟(北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屠
呦呦传》(阿语版)、《装在口袋里的爸爸》
(法语版)、《中国传统节日》(阿语版)等四
十余种外文图书，还多次亮相卡萨布兰卡书
展、阿布扎比书展、新西兰读书文化节等国
际性和地区性书展，举办了一系列推广活

动，有效推动我国优秀出版物在海外的出版
与销售。

此外，随着《鬼吹灯》《锦衣夜行》《全职高
手》等多部网络文学出海，数字阅读核心企业
纷纷布局海外市场，助力中国出版“走出去”，
进一步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借力现代表达 传统文化焕

发新生机

2018 年伊始，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
首播后，迅速走红各大视频网站。每集 5分钟，
形象易懂的表达方式、充满人文情怀的解说
词，让静默的文物“唱”出了响亮的中国好声
音。

近年来，像这样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电视节目并不鲜见———《国家宝藏》《我在故宫
修文物》《中国诗词大会》等电视综艺、纪录片
不断取得口碑与收视“双丰收”。

借力先进技术，创新传播方式，越来越多
的传统文化逐渐融入人民生产生活，重新焕
发生机活力。

将巾帼英雄冼夫人的荡气回肠、鹿回头
的美丽传说等浓缩于 60 分钟内，用先进的声
光电手段和舞台机械等打破艺术门类界
限……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打造的

《三亚千古情》演出，如今已成为三亚旅游的
一项特色体验项目。目前，宋城演艺在全国推
出了《宋城千古情》《三亚千古情》《丽江千古
情》等“千古情”系列演出，为观众带来了别样
的文化体验。

采用 3D 技术等比例复制的云冈石窟 3
号窟去年底在青岛亮相，这是青岛出版集
团完成《云冈石窟全集》首次纸质出版
后，联合云冈石窟研究院和多家高校等探
索以 VR 、 3D 打印等先进技术形式复制而
成，今年还将走进日本举办相关展览活
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文化
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
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为
此，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18 年，将健
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加强文
化市场培育监管，通过进一步完善财政金
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着力推
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等，推动文化产业转
型提质增效。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品佳作频现

讲好中国故事，将收获更多“现象级”作品

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记者白瀛)纪录电
影《厉害了，我的国》自 2 日上映以来，不但在普
通观众中产生强烈反响，而且受到专家和业内
人士的好评，其以“强国为民”的内在逻辑、“大
国”“小家”的有机结合、抒情写意的画面音乐、

富有温度的人物故事，延续了主旋律大片热潮，

助力爱国主义的进一步弘扬。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李国奇

说，该片对我国电影创作有一定的风向标作用，
它丰富了电影创作类型，在拓展电影服务国家
大局上，是一个成功范例。

“去年以来，从《战狼 2》到《红海行动》，我

们都感受到主旋律大片带来的观影热潮，背后
反映了观众强烈的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他表示，《厉害了，我的国》延续了《红海行动》在
春节档的热潮，以纪录片的新形式，助力爱国主
义的进一步弘扬。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鸿认为，
《厉害了，我的国》“顶天立地”的逻辑是重
要的艺术特色，“顶天”即战略性的强国战
略，“立地”即人民的美好生活。影片充分阐
述了国家的强大是为了让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
的内在逻辑。

他认为，抒情写意的画面和音乐，给这部政

论文献片带有了崇高感、辉煌感，是一种美学
上的上扬，这也是感动观众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长高
晓虹表示，《厉害了，我的国》不仅讲述了十
八大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把“大
国”与“小家”有机结合起来，把个人奋斗和
国家发展相互交织，用大量笔墨表现了成
就背后的人物故事，赋予了影片情感和温
度。

她指出，影片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跌宕
起伏的故事，但其紧凑的节奏同样造就了跌
宕起伏的观感，如航拍的壮美山河、“复兴号”

列车的启动等等，都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访谈语言没有一句“官样话”，带给观众很好
的观影体验。

万达电影院线总裁曾茂军说，《厉害了，
我的国》起初是单位包场观看，但随着口碑
的传播，越来越多的观众自发买票观看，自
发进行宣传，实现了传统主旋律电影的突
破。

“观众既受了教育，还觉得很自豪，同时
愿意去传播，电影院也有了很好的收入。”他
认为，影片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
一。

“强国为民”延续主旋律大片热潮，《厉害了，我的国》实力“吸粉”

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记者周玮、胡喆、
王宾)在吉林省首个“新时代传习所”——— 敦化
市雁鸣湖镇小山村“新时代传习所”，艺术家与
基层宣讲员通过诗朗诵、快板、二人转、歌曲等
形式，深入宣传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江西弋
阳县举办的“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中，教育部
和江西省委宣传部等部门为当地送去 2 亿多元
的爱心物资和项目资金；在陕西省汉中市西乡
县，近千名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医疗专家为老
百姓提供科技咨询、医疗义诊等多项服务……
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力精准扶贫，补齐
“精神短板”，去冬今春全国各地掀起文化科技
卫生“三下乡”热潮。

在这股热潮中，“文化进万家”、“送欢乐下
基层”、农村电影放映、全民阅读、新春送书下乡
等活动持续开展，把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
送下乡。科技示范基地、农村科技创新室、科技
信息站、科普中国乡村 e 站、科普活动室等基层
科技设施建设继续加强，科技人才和科技资源
进一步向农村流动。积极开展健康促进活动，组
建各级医疗队赴老、少、边、穷地区开展巡回医
疗，提高农民群众的健康素质。

与以往相比，2018 年“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活动突出了文化文艺小分队特色，
并进一步加大了组织工作力度。仅由中宣部、文
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文联等牵
头，就专门组织了 120 支中央级文化文艺小分

队。同时，组织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制定详细具体的活动计划，仅省级层面的文
化单位就组织了 800 多支文化文艺小分队，在
全国上下形成整体联动的格局。截至 2 月底，中
央和省一级开展了 1000 余项文化文艺小分队
活动，为广大农村和基层群众送去党的声音和
关怀。

此次“三下乡”活动中，各部委分别牵头开
展了集中示范活动，有关资金、项目和服务等

向扶贫领域倾斜，努力把扩大有效供给、提
高供给质量与对接农民需求、满足农民需要
结合起来，把集中性、示范性活动与常态化、
制度化保障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内涵、完善
载体、创新形式，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健康扶贫送实
惠到群众“心坎”上。国家卫生计生委与广西
壮族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联合在柳州市融
水苗族自治县开展了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

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向融水县捐赠了价值
62 万元的健康文化书屋和装有体温计、控盐
勺和膳食宝塔卡片等的实用“健康包”。

融水县民族体育公园广场举行的义诊活
动吸引了众多群众。短短一个小时内，来自北
京儿童医院的专家就接诊了几十人；来自北
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则利用了动脉粥样硬化
和眼睛等实物模型，现场为患者生动讲解相
关疾病的生成原因。不少专家还带来了提前
印制好的健康宣传单，现场宣传健康生活方
式，传播共建共享的健康中国新理念。

“‘三下乡’活动将我们的工作延伸到了偏
远地区，也进一步拓展了作为医生的价值。”
随队义诊的北京专家说，参与活动能让大医
院的医生们了解不同地区基层老百姓的健康
状况和地区常见病、多发病，更有针对性地进
行治疗。

为了支持山东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集中示范活动，科技部专门组织北京自然博
物馆“中生代王者归来”流动科普车和北京天
文馆流动天文馆赴山东省枣庄市进行了现场
科普服务。活动现场，清华大学、中科院物理
所、北京交通大学等单位的科技人员为大家
进行科学实验演示，全国和北京科普讲解大
赛获奖选手代表进行科普讲解表演；还特邀
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谭先杰教授举办“认
识自己、拥有健康”医学科普讲座。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
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质量，必须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
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让农民成为受人
尊敬的职业。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表示，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有力抓手，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重要举措。

服务“配送”到乡村，实惠递到“心坎”上
各地掀起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热潮

▲戏曲演员在浙江省仙居县溪港乡金竹岭脚村文化礼堂的仿古戏台上表演越剧
《九斤姑娘》。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 2018 年 1 月 16 日，主持人撒贝宁（右一）、嘉宾康震（右二）等在诗词音乐文化节目
《经典咏流传》发布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现象级”影片的出现，标识着

中国电影新力量的不断成长壮大

●越来越多国内出版单位与海外

出版机构合作，立体化“走出去”模式

初步形成，扩大了中国文化影响力

●一些节目借力先进技术，实现

口碑与收视“双丰收”，使越来越多

的传统文化逐渐融入现代社会

●各地开展的“三下乡”活动，不

仅为偏远山区送去了资金、项目和

服务，还送去健康中国等新理念，补

齐农民“精神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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