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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９～１０月，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战略构想 （并称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作为本届政府提出的重大国家战略，是涉及亚非、

亚欧，甚至辐射太平洋沿岸部分国家的宏大战略规划，其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

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表明中国开始立足于自身历史文化和实际情况，推动中华文明

的新一轮世界传播。

无疑，我国广播电视对外传播必须紧跟国家最新的政策走向，一方面，我国广播电视对外传

播应该积极利用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这一重要契机、挖掘古丝绸之路上宝贵的文化资源，借此

来构建广播电视对外传播新格局，提升对外传播能力，树立中国国家形象，重建中华文明在世界

范围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鉴于广播电视媒体传播力较强、传播范围较广、受众门槛较低的优

势，“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建设实施亟需借助广播电视媒体的软性力量，广播电视对外传播应

以讲述 “丝绸之路故事”、纪录片、电视剧、数字丝绸之路四个方面作为依托，实现立体、系统

的丝绸之路传播。

一、采用平等传播姿态，讲好 “丝绸之路故事”
事实上，“一带一路”作为一种由中国牵头的世界区域性政治话语，可能会引发他国产生一

些政治误解和偏见，为了消除他国对 “中国威胁论”和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必然需要弱化对外传

播中的崛起理念和政治色彩。目前，我国的对外传播往往被等同于对外宣传，对国家意识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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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新疆师范大学中亚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文化交流传播中的国家形
象塑造”（ＸＪＥＤＵ０４０７１３Ａ０２）、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２０１６年度社科研究基金项目 “‘一带一路’战略视野下广
播影视对外传播研究” （ＧＤ１６３５）、国家民委２０１６年度民族问题研究项目 “民族地区文化对外传播战略研究”
（２０１６－ＧＭＢ－０３３）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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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的过于看重、对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的过分看重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的一大障碍。在全球文

化融合的新趋势下，我们应转换视角，明确 “世界的就是民族的”，以文化认同理念替代民族身

份认同理念进行对外传播。

“一带一路”涉及６５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东亚、西亚、南亚、中亚、中东欧区域。我国自从

２００１年 《关于广播影视 “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细则》颁布实施以来，对外传播的重点和目标放

在了欧美市场，忽视了对我国具有特殊地缘政治意义的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致使这些国家和地

区的受众对中国缺乏了解、未能凭借地缘优势辐射中华文化感召力，未来我国的对外传播应将重

心转至周边国家与地区。历史上，中华文明曾创造并主导东亚文化圈，中华文化和价值观至今仍

对日本、朝鲜 （今朝鲜半岛）、越南等地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当前，我国应以 “一带一路”所倡

导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作为基本价值观念，主动与沿线国家进行文化和传播上的交流与合作，

以 “一带一路”为突破口，创造一个具有生机和活力的 “一带一路文化圈”。

在新语境下，广播电视的对外传播实际上就是向世界讲述 “中国故事”，那么，“中国故事”

从何而来？从时间上看，中华悠久历史长河中的片片浪花就是故事；从空间上看， “中国故事”

有着 “长江故事”“黄河故事”“珠三角故事”“丝路故事”等经典篇章。因此，广播电视从业者

应着力挖掘文化含量大、传播价值高、感染力强的 “丝路故事”。丝绸之路上既有风光旖旎的自

然风貌，又有沿线不同国家、民族的人民自古以来在经济和文化往来中融合发展的人文图景。媒

体通过新闻报道、纪录片、影视剧、文艺晚会等丰富多样的形式来讲述 “丝路故事”时，一方面

要从时间维度充分阐释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历史缘起、重要意义和未来图景；另一方面要从空

间维度充分展示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国家风貌和文化特色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张骞出使西

域、班超投笔从戎、玄奘西天取经……历史上许多传奇故事都发生在丝绸之路上，充分发挥文化

软力量的作用，挖掘其中深厚的文化内涵，运用更加多元的视角、更新的国际化视听语言再现这

些传奇，就是为 “丝绸之路故事”注入新的活力，让它焕发新的生机。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全

球化的新语境下讲述 “丝绸之路故事”，不仅要讲宏大叙事的国家故事，还应该讲微观具体的百

姓故事，只有关注大时代变革下个人的命运并将两者有机融合，才能增强对外传播的吸引力和感

召力。

二、以纪录片为先行，重塑 “丝绸之路”文化符号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对古丝绸之路精神的历史性传承，沿途涉及几十个国家和十几亿人

口，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

外传播应充分展开与各国文化的积极交流与合作，促进彼此共同进步。应该以具有主流意识和公

共价值的宏大题材纪录片先行，开拓广播电视对外传播的深度和空间；应继承和弘扬 “丝绸之

路”这一具有普遍亲和力和深刻感染力的文化符号，深入挖掘古丝绸之路的文化资源，打造一批

兼具传播价值和市场价值的纪录片品牌。

纪录片的国际化创作与传播的要点之一在于题材的选取。寻找、发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都能理解、既有共性又有 “陌生感”的文化资源，是目前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进行国际化

创作的题材战略；应该找到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共享性和共通性，例如生态题材、地理题材以及大

众普遍接受的饮食题材既具有较高的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又能真切展现当代中国。此外，纪录

片的选题策划还应该贴合国际关注的热点问题，制作比新闻更具深度的纪录片进行 “文化外交”。

在新媒体广泛发展的当下，纪录片的传播应充分借助网络和多媒体技术，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

应当充分运用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等国外社交媒体作为播放平台和宣传工具，以扩展传播的深度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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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广度，进而形成 “一带一路”纪录片品牌。讲述 “一带一路”题材的纪录片往往涉及多个国家

和地区、跨越不同种族和语言，因此必要时需要国家间的联合摄制和制作，既能使纪录片在更多

的国际平台以及主流媒体播出，又能保证创作团队在制作纪录片时能以一种国际化视角讲述中国

故事，使作品更加适于国际传播。加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人才和创作团队的交流和合作，

打造国际化、专业化的纪录片制作团队，也是我国纪录片走出去的一大突破口。

目前，我国在 “一带一路”战略指导下已经生产了一批较优秀的丝绸之路题材纪录片，如

《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神秘的西夏》等，２０１６年播出的 《一带一路》

则是唯一一部由党中央亲自部署的国家级纪录片，通过采访沿线国家元首、政府官员、普通民

众，用鲜活的故事、独特的视角、宏大的场景全面解读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展示该战略对沿

线国家、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一带一路》国际版还将翻译成英、法、德、俄、阿拉伯、西班

牙、葡萄牙等多种语言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电视台等媒体陆续播出。

三、以电视剧为突破，塑造民族审美文化新形象
中国是世界电视剧生产与消费的第一大国。在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以古丝绸之路为空

间背景和价值依托的电视剧应该成为广播电视对外传播的一大重点。丝绸之路沿线分布着许多少

数民族，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应该以少数民族的文化底色、民族性格、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审

美取向为逻辑起点，在剧作内容上反映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族群历史、生存状态、人物命运和情感

诉求，在视听语言上体现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和审美理念①。民族审美文化是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

派的审美文化，既包括体现了民族特殊审美趣味的物化产品，也包括作为审美观念体系核心组成

的民族特殊审美趣味本身。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通过地域、人、物三要素的呈现能够成为对外传

播中国文化与价值观、沟通中国与丝绸之路各国间文化交流的桥梁。

目前，我国政府一直作为广播影视产品出口的主导力量，我国电视剧出口仍多为政府 “附

赠”的对外推广模式，电视剧 “润物细无声”的特殊功能实际上未能充分发挥。针对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受众的独特需求，在做好充分前期调研的基础上，明确我国电视剧与他国电视剧相

比的优势和特性、市场定位和观众喜好、加强题材创新，在题材选取、拍摄制作手法、文化表达

方式等方面满足受众的特定需求。“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电视剧的对外传播，在发挥政府推动

作用的同时，电视媒体更需要从产业视角出发，强化、凸显对外传播的产业属性，紧跟国际市场

的动向；要扩展陈旧单一的电视剧展销渠道，重视网络传播平台渠道的建立和推广；利用社交媒

体平台对目标受众进行精准营销。只有打造出 “一带一路”沿线观众广泛喜爱的电视剧精品，我

们才能在电视剧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占据有利位置，真正发挥电视剧的文化附加值。

目前，越来越多的丝绸之路题材的电视剧也正在创作、播出中。以电视剧 《丝绸之路传奇》

为例，它是 “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② 重点电视剧项目的首个拍摄剧目，由中共新疆区党委宣传

部与中国民族报社下属中国民族音像出版社联合摄制，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在央视播出。《丝绸之路

传奇》以维吾尔族独特的艾德莱斯绸织绸工艺为创新点，围绕主人公家庭三代人的生活故事讲述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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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洪涛：《论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音乐表达》，《当代电视》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２０１４年３月启动，旨在推出一批 “一带一路”题材

的电影、电视剧、纪录片。该项目以 “国际化”为主题、以影视为媒搭建中亚四国及丝绸之路沿线其他国家的
合作交流平台；逐步形成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广播影视政策交流沟通、节目贸易互通、人员往来流通的区
域广播影视合作大格局。刘亭： 《讲好中国故事———从纪录片 〈河西走廊〉看 “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策略》，
《西部广播电视》２０１５年第１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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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疆纺织产业的现代化进程。剧中加入了民族时尚的发展进步元素，更加灵动、丰盈地展现了

中国传统文化和维吾尔民族传统的融合。 《丝绸之路传奇》今后不仅将翻译成维吾尔、哈萨克、

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语言在国内播出，还将译制成土耳其语、英语等语言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

国家发行。① 该剧以小人物为切入点、以风光旖旎的地域风情为故事背景、以深厚的民族文化为

依托、用平凡人的成长讲述时代变迁中的 “丝绸之路故事”，展现了独特的民族审美文化，既加

强了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观众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又易于得到他们的理解和认同。

四、合作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实现文化资源的共享和再分配
伴随着 “一带一路”的建设，我国各大主流媒体应该通过各种形式与沿线国家当地的媒体展

开广泛深入的交流合作，创建全媒体化的信息共享平台，开辟一条 “数字丝绸之路”。这就需要

沿线国家间广播电视交流合作形成多种多样、全面覆盖的大格局。具体而言，广播电视新闻在选

题、采访上可以互享相应的便利资源和条件；广播影视节目应加强合作拍摄、发行、播放、译

制；在广播电视专业人才和技术方面，应展开学习交流活动，培养专业化的影视译制队伍；在产

业方面，沿线国家间应互办电影节、电视周、艺术节等活动；加强对外广电投资，促使我国媒介

资本走出去。

目前，一系列国际合作正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间进行。以２０１５年７月举办的 “一带一路，

广播随行”国际论坛为例，期间柬埔寨国家广播电台、哈萨克斯坦国家广播电视集团、蒙古

ＥＶＳＥＧ广播电台、尼泊尔国家广播电台、斯里兰卡独立电视台、塔吉克斯坦国家广播电台和中

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来自新疆、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广西、

云南、西藏、上海、福建、浙江、广东、海南、重庆等 “一带一路”相关省份的省级广播电台代

表，共２４家广播电视机构签署了成立 “‘一带一路’广播协作网”的合作备忘录。该协作网将通

过高层互访、采访合作、节目交流等方式发挥作用，加强各成员台在节目、技术、人员等方面的

交流与合作，为各成员台合作发展提供便利服务与帮助。②

值得注意的是，合作建设 “数字丝绸之路”的着力点在于发展新媒体。新媒体浪潮正在席卷

全球，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融合发展是未来对外传播的必然趋势。我们应在发展卫星电视、

有线电视等传统媒体落地渠道的基础上同步着手新媒体建设。在传统的对外传播过程中，由于广

播电视频道具有稀缺性，因此为了确保广播电视媒体资源的优化利用，国家对广播电视的准入进

行了严格把控，广播电视媒体肩负的政治传播使命使得其内容制作严格受国家法律与政策的掌

控。但是随着新媒介技术在全球范围的成熟与发展，传统的垄断、封闭的传播内容制作平台被打

破，受众自制的内容不仅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并且可轻易地传播到海外，这使得广播电视媒体

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新媒体的影响力，与网络媒体积极合作与融合，在对外传播中占

据有利位置。

首先，应该丰富传播形态，搭建全媒体矩阵，积极打造网络电台、网络电视台、手机广播电

视、Ａｐｐ媒体终端服务，实现电脑终端、电视终端与移动手机终端的全面覆盖，形成视听互动、

资源共享、形态融合的传播格局，使 “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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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传播战略新构想

①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６０周年献礼剧 〈丝绸之路传奇〉６月底封镜》，新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ｃｏｍ／ｌｏｃａｌ／２０１５－０６／１７／ｃ＿１１１５６５０５２５．ｈｔｍ．２０１５－０６－１７。

《国内外２４家广播电视机构签署成立 “‘一带一路’广播协作网”合作备忘录》，央广网，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ｃｎｒ．ｃ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ｇｂｌｔ／ｎｅｗｓ／２０１５０７０６／ｔ２０１５０７０６＿５１９０９４１４３．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０７－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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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任何地点传播至任何受众。一方面，我们应建设自身的网络内容平台并将其纳入整个多媒

体矩阵中，建立创新的多媒体移动终端应用；另一方面，应与海外新媒体公司展开紧密的合作，

例如参与苹果公司的ｉＴｕｎｅｓ服务等。当前，虽然我国的新媒体技术起步比美国晚，但从发展水

平上看差距并不是很大。以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 （ＣＮＣ）为例，在互联网平台上，ＣＮＣ建有官

方网站；在手机平台上，ＣＮＣ与国内外移动运营商合作，实现海外落地；在平板电脑平台上，

ＣＮＣ开发了相应客户端供海外用户下载使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要借鉴ＣＮＣ以及海外主流

媒体的新媒体传播经验，着力加强新媒体应用创新方面这一薄弱点。

其次，应积极入驻并深耕细作一批优质的国际化社交媒体平台，如Ｙｏｕ　Ｔｕｂｅ、Ｔｗｉｔｔｅｒ以

及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加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众的互动和交流，使用符合海外受众习惯的国

际传播语态发出中国声音。以全球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ＹｏｕＴｕｂｅ为例，包括ＢＢＣ、ＣＮＮ、半岛

电视台在内的众多国际知名新闻频道已在其网站上设立官方账号、发布视频并与受众互动，收到

较好的传播效果。目前，中国有很多电视媒体也开始经营其ＹｏｕＴｕｂｅ账号，如中央电视台美国

频道、新华社、湖南卫视、凤凰卫视，等等，各大媒体也相继开通了Ｔｗｉｔｔｅｒ以及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

社交软件。然而目前中国媒体在对外传播之中运用新媒体仍处于初探阶段，内容适应性及用户体

验仍需进一步加强。

此外，建设 “数字丝绸之路”需要以多媒体数字传播技术为支撑，这体现在报道理念和报道

内容形式的方方面面。《数说命运共同体》是一次有效尝试。《数说命运共同体》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上线，是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一档全新大型数据新闻节目。节目挖掘超过１亿ＧＢ的数据，分析、

发现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４０多亿百姓休戚相关的密切联系；节目使用国际上最先进的数据

可视化技术，通过具有视觉冲击力的三维地图，直观呈现沿线国家的联系与差异；通过海量数据

的挖掘，找到沿线各国彼此需要的真实逻辑；通过最新的视频技术，请新闻主播欧阳夏丹走出演

播室，实现瞬间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穿越，带观众身临其境地感知 “一带一路”民生百态。①

总之，“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为我国广播电视对外传播带来了重要的时代契机，我国

广播电视对外传播必须与 “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实现有效互动，这需要在调整对外传播理念的

基础上整合广播电视全媒体资源以适应这一顶层设计，借此提升我国广播电视对外传播能力、树

立中国国家形象，重建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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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说命运共同体〉构建一带一路新知体系》，央视新闻网，ｈｔｔｐ：／／ｍ．ｎｅｗｓ．ｃｎｔｖ．ｃｎ／２０１５／１０／０４／

ＡＲＴＩ１４４３９２０３８０７１８９６５．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１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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