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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数据时代，文化企业要
把握大数据变革和体验经济的
发展机遇，以大数据思维审视各
种产业要素的关联，把大数据落
实为具体可行的商业模式，从而
既提高盈利能力，又增强核心竞
争力。

大数据使文化产品生产和
体验价值创造走向社会化、大众
化。大数据推动内容资源的网
络化共享、集约化整合和高效化
利用，改变了传统文化产品的生
产方式和运行机制。

大数据使文化业态创新和
业务模式创新走向常态化、多样
化。大数据持续激发文化企业
商业模式创新，不断催生出各种
文化新业态，正在成为“互联网+
文化”领域促进业务增值、提升
企业整体价值的核心动力。

大数据使企业对市场需求
的理解和洞察走向实时化、精准
化。快速积累的海量数据既让
文化企业能够及时利用丰富的
信息进行有效决策，又可为其市
场营销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方面，文化企业能够记录或搜
集顾客的行为数据，从而制定精
准、可量化的营销策略。另一方
面，随着大数据的累积，消费者
的异质性不断显现，这种异质性
体现了消费者在创意、娱乐、阅
读、社交等方面的不同兴趣和偏
好。文化企业可以根据每个消
费者的兴趣和偏好，为其提供个
性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大数据使文化企业的整体
运作走向协同化、生态化。在大
数据推动下，文化企业的日常管
理与商务决策日益依赖于社交
媒体、网民群体、上下游合作方
及 竞 争 对 手 构 成 的“ 生 态 系
统”。文化企业建构“生态系
统”，既要重视互联网平台建设，
又要努力形成各利益相关方的
协同效应，尤其要同内容创造
方、运营方建立可持续的利益分
享机制。文化企业实现可持续
发展，应从构建相互协作的“生
态系统”出发来调整自己的发展
战略，充分体现共生共享、合作
共赢的发展理念。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文化企业

把握大数据变革机遇
■ 张立波

夏王朝末期，君主桀残暴无道，
百姓怨声载道。后来，商汤起兵灭
夏。有史记载以来，这是第一次打破
世袭制和禅让制，史称“商汤革命”。

在帮助商汤建立赫赫战功的背
后，有一位精通厨艺的谋士，他叫伊
尹。如今，在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
及新加坡等国家的华人烹饪界，皆
奉伊尹为“厨圣”。

伊尹以“汤鼎火候论”“五味
调和论”“天下至味论”说服成汤
（商武王名字）伐夏，并协助商汤
采取一系列“贸易战”，使得仅七
十余里薄地的商国国富民强，伐
灭夏国。

伊尹的“以绣易粟”贸易战

夏王朝到了桀当政时，“不务
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
记·夏本纪》），许多诸侯已经不来
朝贺了。但桀依然骄奢淫逸，仅
后宫女乐就多达 3 万人，所谓“桀
骜不驯”。据《竹书纪年》记载，桀

“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
门”，为烂漫之乐，设奇伟之戏，纵

靡靡之音，日夜与妹喜（桀的宠
妃）及宫女饮酒作乐。

据传，妹喜喜欢听撕裂绸缎的
声音，夏桀当时为了讨妹喜欢心，便
让人搬来绸缎撕裂。甚至还将老虎
放到街上，欣赏人们惊恐逃命的样
子。如果说后世的周幽王为博褒姒
欢心“烽火戏诸侯”是昏庸，那么夏
桀就是昏庸加残暴了。

伊尹此时作为夏朝的官员，
曾向桀敬酒劝谏道：“大命将至，
夏无日矣。”桀却对此不屑一顾，
并说：“我有天下，就像天有太阳
一样，天上的太阳完了，我的国家
才会灭亡。”

伊尹听此，边唱边跑，投奔商汤
而去。

觉兮较兮，吾大名格兮！去不
善而就善，何乐兮！（《尚书大传》）

与夏桀相比，位于亳地的商汤，
则大施仁政。他说，“人视水见形，
视民知治不。”（《史记·殷本纪》）一
个人以水为镜，可以照见美丑；一个
社会只要听听老百姓的呼声，就可
以知道如何治乱。

人心向背是衡量国家兴亡的一
个重要尺度，伊尹与商汤的灭夏战
争，就是用这一思想作为指导。

读《管子·轻重甲》而知，夏桀
时，宫中歌伎有3万人，端门的歌声
与清晨的音乐，大路上都能听到，
她们无不穿着华丽的丝绸。伊尹
便组织亳地没有固定职业的妇女，
织出各种华美的彩色丝绸，一匹织
物可以从夏桀那里换来百钟粮
食。这种“以绣易粟”的办法，既可
不露痕迹地削弱夏王国的经济实
力，进而操纵夏朝市场的商品流
通，又能充分利用本国的剩余劳动
力，扩大就业，增加粮食储备。这
样一来，夏朝国库日渐空虚，而商
国仓廪殷实，财用丰裕，饥者得食，
寒者得衣，死者得到安葬，穷者得
到救济，水旱之灾可防，战时之费
可供，为灭夏战争提供了必备的物
质基础。

《管子·地数》说，昔者桀霸有天
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而用
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而地非
独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

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
坐起之费时也。

这里的“通移、轻重”，用当今的
话讲，就是通过宏观调控和货币战
争增强国家财力。伊尹精通经营交
换，懂得合理利用“开阖、决塞”，精
通于用物价高低与号令缓急的措施
来操纵财富。伊尹的“和平演变”和

“轻重之术”后来被姜太公和管仲发
扬光大，使齐国成为春秋首霸。

借扶助农业灭夏兴商

商国在战略上取得了成功，但
毕竟商是夏的属国，只有七十余里
大小的地盘，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处
于劣势。

认清形势之后，伊尹和商汤并
没有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而是利
用商为夏方伯，有征讨诸侯的权利，
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
策略，结交兼并夏王朝的属国，剪灭
其羽翼，扩展自己实力。商国首先
将其国度亳附近的葛国作为兼并战
争的突破口。葛国力量弱，政治不
稳定。商国抓住葛国不祭祀祖先的

非礼过错，发动政治攻势，使商的征
伐具有合法性。

随后，商国又派人为葛国助耕，
葛国的农业得以发展，同时为老弱
者提供食物，以争取民心。葛伯（葛
国为“伯国”）非但不改正不祭祀祖
先的非礼行为，反而抢夺商汤送来
的食物，杀死不交出酒食的儿童。
葛国因其凶残丧失民心，被商国兴
师问罪，最终覆灭。

进而，商汤经过十一次征战，灭
掉了夏的其他羽翼。

夏桀陷入孤立状态，商汤在祭
祀上帝和宗庙时发出战争令，宣称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
不敢不正”。夏军仓促应战，商军势
如破竹，大败夏师，夏桀败走鸣条，
自焚南巢，夏朝灭亡。

作为商朝的开国元勋，伊尹的
做官原则在于“救民”，在于劝诫帝
王施行仁政，让发展的红利惠及百
姓。老子后来总结其治国思想为

“治大国若烹小鲜”。

伊尹的“治大国若烹小鲜”
■ 孙允广

◆经贸史话

◆贸促画廊 牡丹长年好、溪水永长流（国 画）

戴存改：1937年出生于河北省，1965年调入中国贸促会工作，1994年退休。

“一带一路”的核心内涵是互
联互通。其中，“软联通”就是要
重视语言、文化、精神和价值层面
的沟通和交流。从本质来看，人
心相通是最高层次、最有意义的
相通，但也是最难实现的相通。

语言是实现人心相通的基
础。“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的短期
目标是交流、便利。要建立“一带
一路”沿线语言的人才库，包括专
家和翻译人员等。在国内，义乌
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贸易的品牌
城市，其中一个原因是义乌集聚
了大量的阿语人才。贸易离不开
便利，准确的翻译能够使“一带一
路”建设更加通畅。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语言不通也是“痛
点”，在笔者调研过程中，有很多

“走出去”的中资企业表示，由于
语言问题而走了很多“冤枉路”。

“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的中期
目标是学习、进步。学习是交流的
高级层次，即不是被动而是主动地
融入国际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要
发现语言和文化之美。今天，中国
企业开拓“一带一路”，最需要的可
能不是能源和市场，而是国际化思
路和全球化视野。语言背后是习
俗、传统，重视语言就是重视细节，
就会切实关照沿线国家对中国的
务实需求，从而倒逼中国企业进行
供给侧改革，在渐进性创新的基础
上，充分重视知识产权等“软联通”
要素，实现中国的突破性创新和跨
越式进步。

“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的长期
目标是提升中国软实力，实现中华
民族的文明型崛起。语言是丰富
多彩的，但国际社会的主流语言
（通用语言）会从一个侧面展现一
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受认可程
度。就如同人民币国际化一样，汉
语、中医药、中餐等具有鲜明中国
特色的文化标识也会逐渐“走出
去”，实现“国际化”。相信会有更
多的人去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
化，认同中国价值。在这个过程
中，要用鲜活的语言、深刻的事例，
讲好“一带一路”故事，让国际社会
共同分享中国成长的红利。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
研究院教授）

“一带一路”

需语言铺路、文化通心
■ 赵磊

挂灯笼、舞龙狮……辞旧迎
新之际，中国味儿十足的春节

“红”遍全球。数据显示，2016年，
“欢乐春节”的脚步已遍布全球
140 个国家和地区，近 2.5 亿人次
的海外受众参与了庙会、展览等
2100 多项文化活动。中国春节，
已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友好
交往的文化桥梁。

回首去岁，一个个生动的中
国故事诠释了中华民族的友好与
开放，一次次精诚的文化合作让
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族人民的友谊
更加长久与深厚。

展现中华文化精粹

2016年1月，埃及著名历史文
化遗迹卢克索神庙的“2016 中埃
文化年”开幕式文艺演出呈现了
中埃两大古老文明的交相辉映；9
月，G20 杭州峰会文艺演出《最忆
是杭州》在西湖上唯美呈现……

过去的这一年，紧紧围绕元
首首脑外交，高质量的演出、展
览 向 各 国 展 现 了 中 华 文 化 精
粹。与此同时，中俄、中美、中
英、中欧、中法等七大高级别人
文交流机制均取得了丰硕成果，
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推进作
出了重要贡献。

带着自信，中国文化向世界
展示了独特的魅力和雄厚的实
力。2016年 4月 4日，在意大利博
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上，中国儿
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荣获 2016年度

“国际安徒生奖”，成为我国首位
获此殊荣的作家。

怀着尊敬，在讲好中国故事
的同时，中国文化使者开始尝试
以中国话语讲述世界故事。2016
年，国家京剧院的实验京剧《浮士
德》、湖南省湘昆剧院的昆曲版

《罗密欧与朱丽叶》分赴意大利、
英国上演，获得热烈反响。

搭建对话交流平台

中华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
中，总是伴随着国际合作与民族
交流。2016 年，23 国文化部长和
代表受邀出席丝绸之路文化部长
圆桌会议并通过了《敦煌宣言》，

标志着“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
作机制化建设迈上了新台阶。同
时，“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已
包含 30 余家国外主流剧院、文化
机构、知名演出团体等；“丝绸之
路国际艺术节联盟”包括了 16 个
国家的20个艺术节。

我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等国际文化组织的合作不断深
化。2016 年 11 月 30 日，“二十四
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
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
系及其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

“走出去”与“引进来”交相辉
映。2016 年，在国内举办的国际
文化活动成为引进各国优秀文化
成果、促进中外文化合作的重要
平台。比如，首届“中国—中东欧
国家艺术合作论坛”在北京成功
举办；对非文化人力资源培训“千
人计划”良好开局，178 名非洲文
化人士来华参训。

助推文化贸易发展

文化贸易是文化“走出去”的
重要载体。2016年，《开拓海外文
化市场行动计划（2016—2020年）》
出台，国家艺术院团海外商演计划
稳步开展，民营文化企业纷纷布局
海外，文化装备“走出去”成为我国
与国际产能合作的新增长点。

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日益突
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最近10年，我国
出版物版权和实物贸易的逆差已
从7.2∶1缩小到1.6∶1，图书版权输
出增长5.58倍，对西方主要发达国
家版权输出更是增长了 18.4 倍。
目前，中国新闻出版单位已经在世
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或设立
了400余家分支机构，中国图书已
真正实现了走出国门、进入当地。

此外，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为
对外文化交流搭建了新的窗口
和平台。2016 年，贝尔格莱德中
国文化中心、雅典中国文化中
心、金边中国文化中心等正式揭
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总数达到
30个。

回望2016 文化“走出去”成果丰硕
■ 李哲

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不仅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更需要
强大的文化力量。

2016年，当华美的中国文化画
卷在其他国家的银幕、荧屏上绽放异
彩，当各种国际影视节展的大银幕上
投影映出具有质感的中国自然与社
会风貌，当来自不同国家的粉丝用各
种语言在中国古装剧、都市剧的视频
下留言点赞……我们知道，这一年，
文化工作者在开放的国际交流合作
环境之中又走出坚定的一步，让更多
来自不同国家的民众见识到中国文
化的魅力与光华。

浪漫中国的情感与道义

传统文化题材的作品，一直是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也

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具有较大对外
传播优势的种类。远有《西游记》

《三国演义》等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
剧，在东亚、东南亚国家中引起的观
看热潮经久不衰，近有《步步惊心》

《花千骨》《甄嬛传》等古装剧的各种
细分类型走出国门，在海外掀起一
股追剧热潮；从中法文化年、中欧文
化对话年、中俄国家年等国际交流
活动中各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
的展览演出令人印象深刻，到北京
奥运会开幕式文艺表演环节中以四
大发明为重要表现内容赢得世人的
掌声。各种文化作品中的传统元素
如星河般灿烂，向世界传递着忠义、
友善、和谐等价值观念。

2016年，以传统中国文化元素
为载体的文化作品，同样保持了在

海外传播进程中的优势。继《甄嬛
传》之后，《芈月传》以较高的发行价
格行销北美；《武神赵子龙》《青云
志》等也在国际互联网传播平台上
被海外粉丝订阅；中外合拍的大型
纪录片《孔子》在法国Arte电视台播
出，向西方传递中华传统文化的活
力和自信；G20杭州峰会期间，文艺
演出中美轮美奂的《高山流水》《美
丽的爱情传说》，更是承担了向国际
政治精英传播中国文化的重任。

由于信息片面且未及时更新，
很长时间以来，世界其他国家的民
众对中国存有一种迂腐、古板的印
象。而近年来成功“走出去”的这
些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作品令人
们耳目一新。这些作品中的衣饰、
景物、风情，还包括以此为展现内
容制作和传播的剧照、海报、宣传
册，一定程度上彰显着中国传统艺
术空灵婉约、秀美飘逸的审美风
格，体现了东方的浪漫气质。而在
华丽的视觉外衣之外，这些作品还
在故事情节中体现出中国人所特
有的对大义的重视、对超越生死的
情感的推崇，实现着对世界文化多
样性的参与。

转型中国的思考与选择

21世纪伊始，当中国在经济领
域以更为积极的身影活跃于世界
舞台时，有关政府部门启动了广播
影视“走出去工程”，为世界各国观
众了解真实的中国贡献力量。一
方面，我们希望通过新闻媒体，让
其了解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
立场、态度和观点。另一方面，我
们也希望通过多种题材类型的影
视作品，展现当代中国的精神气
质、生活图景。在这样的传播诉求
下，当代题材作品越来越吃香，《媳
妇的美好时代》《超级工程》等一批

体现现代中国都市生活、建设成就
的作品，渐渐在对外传播中崭露
头角。

2016年，中国当代题材的文化
作品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亮点频出。
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故事片《清
水里的刀子》在多个国家放映，收获
专业奖项与观众口碑。而以《亲爱
的翻译官》《如果蜗牛有爱情》等为
代表的都市剧，融职场生活与情感
纠葛于一体，在海外青年观众中引
起一阵网络热议。

这些当代题材的文化作品，对
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所思所想进行
集中体现。其中，有的作品展现了
转型中国的普通人在现代与传统之
间的选择。现代性给当代中国人带
来的问题，也是现代性给全人类带
来的共同问题，这使得作品拥有了
跨越民族差异、走向世界市场、触动
人类心灵的内在文化内涵。也有的
作品展示了年轻人在都市生活中面
临的问题，这和居于城市化发展程
度较高地区的国际受众之间也有着
极大的通约性。于是，当代中国就
通过这些文化作品，与时下的国际
受众进行着对话、互动。

现代中国的崛起与风范

随着中国制造业的进步、广告市
场的发展、民众消费能力的提高，文
化产业随之得到了较为充裕的资
金。大量资本涌入，又吸引了来自世
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工作人员参与
到中国为主导的文化创作中，使中国
文化产业的生产技术在交流学习过
程中得到有效改进与提升。北京华
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刘
德宏曾表示，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进
步、城市飞速发展、国际合作频繁，大
环境赋予演员、导演、编剧等主创现
代气质，使他们逐渐拥有了可以与其

他国家的文化产品生产者相媲美的
能力和表现。

2016年，无论是传统题材还是
当代题材，成功实现中国文化“走
出去”诉求的这些作品在制作技
术、镜头语言、特效包装等方面，还
传达出一个重要的信息——中国
文化已经具备了现代感与大国气
质。比如，G20 杭州峰会文艺演出
环节，将诗情画意融入了声光电的
魔术中；国产古装剧的拍摄在后期
制作时加入各种特效，给观众带来
视听震撼；时装剧里无论是美术、
布景、运镜还是服装、化妆、道具都
时尚新颖，使中国的现代气息得以
有效传达。这些附着于内容外围
的技术手段，让观众切身感受到大
国崛起的风范。

回顾 2016 年中国文化“走出
去”中这些突出的亮点，很多是通过
中外合作途径实现的。像《我们诞
生在中国》《长城》这样的多国合拍
电影“借水行船”，用外国的资本、技
术和班底呈现中国故事和中国文
化，在国际主流市场传播。还有展
现近代华人在美国发展史上作出重
要贡献的纪录片《金山》，同样得益
于中外合作，以真实的影像力量，向
西方国家传递真实的中国形象。尽
管这些合作还未形成成熟的经验、
稳固的模式，尽管我们的成功更多
地集中在个案而未形成规模，但我
们在交流互动中将文化延伸到世界
更广阔的国家和地区，不失为一种
有益尝试。不过，无论方法如何创
新、形式怎样突破，中国文化行走国
际时仍需坚守文化自觉、保持文化
自信。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文化
的对外传播更加有力、有效，从而实
现文化自强。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
传播学院副教授）

文化在自信与开放中走向国际
■ 张梓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