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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的电影《跨过鸭绿江》多语种配音版面

向全球发布，影片通过西、法、阿、俄等

多个语种，向世界展现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近年来，中国影视作品多语种配音

版向国际发行的步伐加快，向不同国

家、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讲述多彩中国

故事，成为推动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载

体。

新中国影视作品多语种配音版向

国际发行的历史深远。1949 年 12 月，

电影《中华女儿》在亚洲妇女代表大会

上献映。影片片头加印了英文字幕“献

给亚洲妇女代表大会”。该片取材于抗

日战争中发生在东北的“八女投江”的

壮举，一经上映便获得了国内外观众的

广泛认可，被译制成多语种版在苏联、

朝鲜等国家发行。在 1950 年卡罗维·

发利国际电影节上，《中华女儿》获“自

由斗争奖”。20 世纪 60 年代初，电影

《白毛女》《党的女儿》《红色娘子军》被

译制成班巴拉语，在西非地区广泛展

映。放映《白毛女》时，不少当地妇女因

同情喜儿的遭遇而潸然泪下。每场电

影都能吸引数以千计的观众，有的观众

甚至徒步几公里前来观影。

1959年，中国电视诞生之初就通过

多语种配音版新闻纪录片向世界发出

“中国声音”。这些新闻纪录片内容以

展现新中国建设成就、人民生活为主，

配以中文、俄文、英文等解说词，通过航

寄方式赠送给国外电视机构播放，为世

界了解新中国的发展成就搭建了一个

开阔的窗口。改革开放后，伴随中国影

视艺术水准提升和产业化水平提高，

《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电视剧经译制

向国际发行后，获得多国观众青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发展成就，影视多语种配音版传

播更加立体多元。中国影视译制的重

心由海外引进译制转向国产影视译制，

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组织下，“中非影视

合作工程”“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当

代作品翻译工程”等与影视外译相关的

项目逐步推进。这推动了众多优秀中

国影视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俄语

等 30多种语言，并在世界 100多个国家

播映。2023年 7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发布了《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对外

译制规范》，对推动中国影视对外译制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一批现实题材和革命历史

题材影视作品获得了国外观众的理解

与认同。

这些作品拉近了中外人民心与心

的距离。2016年，展现军人家庭生活的

电视剧《父母爱情》阿拉伯语配音版在

埃及播出，观众人数达 400 万。该剧传

递出的中国时代变迁、反映出的中国家

庭真挚情感，让埃及观众了解了当代中

国。埃及一位媒体人说，剧中所折射的

生活变迁与埃及社会变化有相似之处，

从某种程度上说，“父母爱情”故事也是

一个底蕴悠远的“埃及故事”。该剧播

出期间，出租车司机看到搭载的乘客为

中国人，也会兴致勃勃地谈起《父母爱

情》。如今，走在埃及街头，有的当地人

会用敬礼的方式同中国游客打招呼，这

正是他们从《父母爱情》中学来的“中国

式”问候。

这些作品向世界讲述了中国人民

砥砺前行的奋斗故事。展现我国脱贫

攻坚取得巨大成就的电视剧《山海情》，

被译制为马来语、喀尔喀蒙语、哈萨克

语、斯瓦希里语、豪萨语等 20多种语言，

在北美、东南亚、非洲等地的 50 多个国

家和地区播出。摆脱贫困是世界话题，

不同时空下的观众通过该剧引发与中

国人民的情感共鸣，感受到可爱可敬的

中国形象。

这些作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发展

的伟大进程。展现新中国波澜壮阔外

交史的电视剧《外交风云》，以多语种译

制后发行到北美、中东、非洲等地的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播放总量突破

2000 万。该剧在呈现风云变幻的新中

国外交历史的同时，也涉及众多国外人

物，全剧气势恢宏，颇具国际视野，在

2019 年美国亚洲影视节上获 7 项金橡

树大奖。这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国影

视在国际影视舞台上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中国影视借助新技术为多

语种配音版影视的国际传播赋能。聚焦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的电视剧《我们

这十年》，以英、法、阿、俄、西等多语种，通

过国外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矩阵等多渠道、

长短视频互动等多形式，在国外 20多个

平台同步播出，覆盖 2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此外，中国网络视频平台也积极通过

多语种海外版客户端，将中国影视输送到

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力推动了中国影视多

语种配音版的国际传播。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

心相通”。当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通过

直观可感的影视，了解着中国文化、领

略着中国故事，中外人文交流的种子便

在他们心中根植。相比其他媒介形式，

影视更富感染力，在文化对话和促进民

心相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此，站在

新的历史交汇点上，推动中国影视多语

种译制及传播的高质量发展变得尤为

重要。

提升影视译制和传播质量，首先应

处理好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这关乎影视

译制后当地观众接受的程度。从《红海

行动》到《万里归途》，影视里的中国故事

已成为承载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载体，

这要求中国影视的译制要更好适应不同

国家、不同语言观众的观影需求。其次，

既要做好影视配音，也要处理好译与制

之间的关系。配音不仅是让观众听得

懂、看明白，更是为不同语种版本的电影

带来符合本土审美的全新感受。也就是

说，配译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一种文化

和审美的转换，应将跨文化的思维“前

置”在影片的创制之初。再次，影视译制

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与人文的协

调发展，需要我们充分运用好先进译制

技术，实现译制的提质增效。

中国影视的多语种传播，践行着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使

命。相信中国影视的多语种译制与传

播，将走上更加科学、高效、体系化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为推动人类文明互鉴贡

献中国智慧。

向世界讲述多彩中国故事
■杨 宾

1958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

的电影《长空比翼》上映。影片主人公

张雷以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

臣张积慧为原型。影片以主人公张雷

的成长历程为线索，围绕抗美援朝战

争中一场局部区域的空战展开，展现

了志愿军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舍生

忘死的英勇气概。

该 片 海 报 画 面 简 洁 、主 题 突

出。海报主体呈现张雷驾驶战机搏

击长空的战斗场景。海报画面中，

他屏息凝神，目光炯炯有神。海报

没有直接呈现交战双方正面对抗的

激烈场面，而是通过画面远景一架

俯冲的战机和近景机身多处掉漆的

细节绘制，让观者感受战机在万米

高空穿云而过、飞行员与敌机殊死

搏斗的战斗场面。海报通过对局部

空域战斗的生动刻画，彰显出志愿

军 空 军 飞 行 员 与 实 力 强 劲 的 对 手

“空中拼刺刀”的胆气。

海报色彩鲜明，战机和主人公采

用橙红色绘制，象征志愿军空军飞行

员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必胜的壮志豪

情。海报背景天空的冷色调，与战机

的暖色调形成强烈对比，增强了海报

画面整体的视觉冲击力。片名“长空

比翼”4 个红黄配色的艺术字位于海

报下方，字体飘逸洒脱、遒劲有力，形

似雄鹰翱翔天际，富有革命浪漫主义

艺术气息。

整幅海报以斜线构图的方式，将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空战画面铺展在观

者面前，增强了人机一体、战斗冲锋的

动感。人民空军刚成立不久便奔赴异

国他乡的空中战场，面对强敌，频频高

奏凯歌。影片刻画的志愿军空军的战

斗英姿，成为令人难忘的历史记忆。

舍生忘死 搏击长空
■魏震宇

电影《长空之王》中的老丁一角让

不少观众认识了“保伞员”，对他们“手

到、眼到、心到”的工作作风留下深刻印

象。近日，中国军网播出的微纪录片

《追伞的兵》采取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从

空军某部救生装具员弓江宏的视角出

发，展现了“保伞员”的群体形象。

该片开头用密集的画面呈现保伞

员的日常工作，发出“保伞员的极致是

什么”这一点睛之问。“是折齐 50 平方

米的伞衣？是用心对待叠伞的 35 道程

序？”一句句发问揭示出“极致”的真正

含义：不是简单的重复，是用耐心和责

任，对长空之上的极致守护。该片阐释

出“保伞员”的职责内容和使命内涵。

“保”，就是“保护”之意，阻力伞能保住

一架战机，救生伞能保护一名飞行员。

该片用快节奏镜头烘托出“伞室就是保

伞员的战场”的氛围，对墙上标语的特

写镜头点出保伞员“对战友生命负责，

对国家财产负责”的使命内涵。新兵问

弓江宏，在跑道长度足够长的条件下是

否还要开阻力伞？弓江宏答，如果战机

降落在没那么长跑道的岛上，或战时跑

道被炸毁，留给战机刹车的距离也许不

够长。这一问一答，既点出了保伞员在

战时状态下不可忽视的使命价值，也映

照出其精益求精的工作追求。

该片中段采取倒叙手法，展开回

忆。弓江宏在新兵下连前跳了一次自

己包的伞，虽获得了跳伞纪念章，但之

后他心中有些后怕。“万一刚才那个伞

没有打开怎么办？”自此，他树立起“我

包的伞一定没问题”的信念。这个情

节 是 弓 江 宏 军 旅 生 涯 精 进 的 重 要 转

折，也透视出每一名保伞员对职责的

坚守。

当兵 6 年，弓江宏叠过 5 种伞，而他

的班长当兵的前 16 年只叠过 1 种伞。

班长羡慕他，说他比自己“见过世面”。

这折射出人民空军在党的领导下砺剑

空天的巨大进步。在实战化演习场上，

担负保障任务的弓江宏面对比平时多

好 几 倍 的 战 机 ，和 战 友 全 力 奔 跑 、叠

伞。他对战友们说：“咱可得加把劲，不

然就给飞机拖后腿了。”这不仅是弓江

宏的心声，更是官兵奋发进取的缩影。

该片采用远近景切换的手法，既有

战机呼啸而过的远景镜头，也有叠伞过

程中人物面部表情的微观呈现，亲切可

感。其中，保伞员休假在家拿牛仔裤和

帽衫练手的画面，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

也心生敬意。

微纪录片《追伞的兵》脉络清晰、情

节感人，引发官兵对“坚守平凡就是铸

就不凡”的情感共鸣。

微纪录片《追伞的兵》—

坚守平凡 铸就不凡
■徐嘉馨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 4 纵队改编

为新四军第 4 师。1942 年春，第 4 师部

分指战员在参加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观

看了延安电影团拍摄的有关八路军生活

的纪录片。他们深受鼓舞，想要拍摄一

部有关新四军纪录片的愿望愈加强烈。

1942 年夏，第 4 师联络部部长任泊

生去上海与摄影师薛伯青商讨在淮北地

区拍摄有关新四军的纪录片，并购置了

一台摄影机。薛伯青教给了任泊生关于

摄影的理论及摄影机的使用方法。不

久，这台摄影机被运到淮北根据地，记录

了第 4 师官兵战斗、生活的画面，同时还

拍摄了新四军夺取张楼伪军据点的战斗

场面。

1944 年 9 月，第 4 师师长彭雪枫在

河南夏邑八里庄作战指挥时牺牲。为

拍摄彭雪枫的追悼会，薛伯青受邀来到

新四军第 4 师，用摄影机拍摄了追悼会

实况。彭雪枫的灵柩移到烈士陵园时，

沿路的百姓纷纷摆设路祭向彭雪枫师

长告别。灵柩放入墓穴时，现场鸣起礼

炮，一面鲜红的党旗盖在棺上，薛伯青

含着热泪拍下了最后的送别场景。

随后，薛伯青又拍摄了第 4 师骑兵

团训练、操课和生活的片段。期间，他随

部队一起行动，仔细观察部队的训练、生

活和战斗。回到上海后，薛伯青冲洗底

片 时 发 现 ，由 于 机 器 故 障 导 致 画 面 不

全。很快，薛伯青带着修好的机器来到

第 4 师所在地，补拍骑兵团的活动。通

过此前的拍摄经历，薛伯青与第 4 师官

兵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次，他只用 2

天时间就拍摄了骑兵骑行射击等训练画

面，以及官兵一日生活。战士们用省下

的绿叶蔬菜、胡萝卜喂养战马的情景，也

被薛伯青记录下来。影片生动反映出骑

兵团官兵科学合理的训练方法和将战马

视为战友的情谊。

薛伯青还拍摄了新四军军部召开的

军人大会以及文工团的演出活动。回到

上海后，薛伯青结合任泊生拍摄的资料，

编辑了一部关于新四军的纪录片，定名

为《新四军的部队生活》。该片展现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英勇抗击日军

的情况。

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前，中国

共产党代表曾将这部影片带去南京，在

一次会议上放映。影片有力地驳斥了

国民党当局对新四军的污蔑，取得较好

的宣传效果。遗憾的是，在解放战争中

这些胶片经多次辗转，后来下落不明，

致使这部分宝贵的影像资料没有保存

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薛伯青作为八一电

影制片厂的一员，参与了抗美援朝纪实

影像拍摄。后来，他写了回忆文章《纪录

片〈新四军的部队生活〉是怎样拍成的》，

让我们透过文字再次感受那段火热的战

斗岁月。

光影呈现新四军部队生活
■梁佳伟 赵 磊

近期，纪录片《从瑞金出发》在央视

纪录频道播出。该片共 9 集，分别以《东

方欲晓》《土地之歌》《胜利之本》《金色起

点》《光明求索》《经济命脉》《风气之先》

《抗日号角》和《出发，再出发》为题，以 5

次反“围剿”为时间轴，从历史背景、军事

斗争、政治教育、经济建设、民生改善、文

化学习和军队改革等方面，立体展现了

井冈山会师后，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县苏

维埃政府到形成中央苏区、成立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的创业历程，再现了中国共

产党在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蓬勃发

展的重要历史。

该片在重要事件的记述上，以时间

轴 为“ 干 ”，以 事 件 发 展 的 来 龙 去 脉 作

“枝”，再将当事人的思想行动、社会大

环境作“叶”，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历史长

河中的“大树”是如何生长的。在《土地

之歌》中，虽主要讲述赣南闽西地区开

展的土地革命，但也对毛泽东前期在井

冈山开展土地革命的情况以及写就《中

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

山的斗争》等著作进行了介绍。与此同

时，该片还适当补充了毛泽东在这一时

期对土地分配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调查

研究，让观众对“二七会议”通过《赣西

南土地法》的意义有了深刻理解。

该 片 在 具 体 内 容 的 呈 现 上 ，采 取

旧 址 现 场 拍 摄 、当 事 人 和 党 史 学 者 口

述 、文 献 原 件 展 示 和 相 关 影 视 资 料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将 文 献 资 料 上 所 载 内 容

进 行 立 体 还 原 ，让 观 众 如 同 身 临 其

境。在《光明求索》中，对于颁布《中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宪 法 大 纲》这 一 历 史 事

件，该片先以影视资料吸引观众，再让

学 者 用 简 明 易 懂 的 语 言 进 行 介 绍 ，最

后 配 以 原 文 件 的 展 示 ，让 观 众 循 序 渐

进地走入历史。

该 片 在 历 史 故 事 的 选 择 上 ，以 贴

近 人 民 群 众 的 鲜 活 故 事 为 主 ，传 递 给

观 众 真 情 实 感 。 在 军 事 斗 争 上 ，该 片

讲激烈的战斗和灵活的战术，也讲“军

为民、民拥军”的激昂和感动。在政治

教 育 上 ，该 片 讲 政 治 教 育 如 何 完 成 由

枯 燥 到 接 地 气 的 转 变 ，也 讲 党 的 干 部

如何让红军与人民群众紧紧拧成一股

绳 。 在 经 济 建 设 上 ，该 片 讲 述 颇 具 传

奇 色 彩 的 成 功 案 例 ：中 央 苏 区 的 第 一

家人民银行——东固平民银行是如何

成立，又是如何开展工作、为根据地的

巩固与发展提供可靠的财力保障。在

文 化 教 育 上 ，该 片 讲 终 生 奉 献 于 教 育

事 业 的 徐 特 立 老 先 生 ，讲 妇 女 解 放 运

动如何让妇女们挺直腰杆……这一个

又 一 个 鲜 活 的 人 与 事 ，将 平 铺 直 叙 的

史 料 文 献 串 成 了 跌 宕 起 伏 的 故 事 ，扣

人心弦。

老一辈革命家坚定乐观的革命精

神贯穿全片。在开拓和建立中央苏区

的过程中，毛泽东几经起落，数次被迫

离开核心领导层。他在低谷时期不仅

写就了“战地黄花分外香”的《采桑子·

重阳》，还静下心来重读马克思主义著

作，在革命危急时刻力挽狂澜。在东渡

赣江时，彭德怀面对当时部分领导干部

关于过不过江意见不统一、作战决心有

所动摇的情况，他以“红军要打遍全中

国，不能搞地方主义”，斩钉截铁定下决

心，最终实现了上级的作战部署。通过

他们的思与行，观众在回顾这一系列重

大事件时，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

党每一次突出重围、每一次取得胜利的

艰辛与伟大。

纪录片《从瑞金出发》将中国共产党

于星火中上下求索的红色征途，徐徐铺

陈于观众眼前，呈现了一部关于瑞金、关

于苏区的革命史诗。

求
索
的
星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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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纪录片《追伞的兵》中展示保伞员的工作情景。 中国军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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