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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乘风 2025》陈德容的“划水”，
到《无限超越班》王星眼神的变化，从
《声生不息》陈慧娴与梅艳芳的世纪和
解，到《歌手 2025》林志炫用力过猛的
《悟空》嘶喊，综艺节目始终在创造着
一个又一个社会话题，以“热搜”的形
式，聚集着大众的谈资。

尽管这些以明星为主体的热点话
题摆脱不了“窥私”的意味，但我们从
这几档综艺中都看到了“N种人生状
态”——比如划水的委屈与才女人设
的塌方，比如从流量尝试转型演员的
专业阵痛。

真正被关注的节目，有着关于“人
生演绎”的共同特点。《乘风破浪的姐
姐》重新定义“中年女性”，《无限超越
班》以演技之名重塑人生，《声生不息》
在怀旧里尝试找到个人留在时代的痕
迹，《歌手 2025》以不修音的舞台完成
对专业度的挑战。

因此，就算是因为明星而引发关
注与讨论，我们依然相信，能够看到

“N种人生状态”，才是我们“追”综艺
的根本动力。而一档综艺想要获得持
续的关注，就必须为观众打造不同的

“人生样板间”。
在综艺节目中打造“人生样板

间”，就是要为观众提供看到“另一个
自己”的机会。综艺中的角色，能够代
表观众去熟悉或陌生的地方，经历观
众渴望或逃避的生活。

在综艺节目中打造“人生样板
间”，在于综艺能够提供人生的各种可
能。文旅节目的兴起，在于提供“诗与
远方的生活样板”；文化节目的繁荣，
在于刻画“曾经的我们”。潮流节目告
诉我们“青春的模样”，推理节目善于
搭建“盗梦空间”。

在综艺节目中打造“人生样板
间”，在于观众对综艺的需求，正在从
单纯获取“情绪价值”，逐步上升到获
得“人生模板”。

未来综艺的破局，就是在综艺中
实现个人人生的延伸。
视觉与叙事交织推进的大屏综艺
我们习惯把浙江卫视《中国好声

音》视为中国综艺蓬勃的重要节点，在
于它凭借高投入的“舞美制作”与“明星
阵容”，拉开了中国综艺的“大片化”时
代。紧随其后的湖南卫视《爸爸去哪
儿》、浙江卫视《奔跑吧兄弟》，又在户外
综艺中通过无死角、全角度的机位设
置，以大素材量的二次创作，形成“花
字+表情+景别快切+跟拍”四位一体的
视觉节奏。由此，“炫舞美+全明星+多

机位”营造出的视觉盛宴，成为综艺提
供给观众的基本体验。及至当下，AR、
XR、裸眼 3D、AI等技术手段，又为视
觉体验提供了更多的创新空间。

几乎与视觉化叙事脉络同步的，
是剧情化叙事的探索，通过设定剧情
来限定情境。浙江卫视的《24小时》、
湖南卫视的《七十二层奇楼》都是早期

“剧情化综艺”的尝试，但在“剧情”和
“游戏”关系的处理上并不成熟，可以
视为《奔跑吧兄弟》的另一个概念版
本。东方卫视的《极限挑战》，得益于
恰当的嘉宾阵容，开始形成明显的剧
情化叙事风格——一期一主题，人物
一期一身份，最重要的是，角色是在剧
情推进下通过策略（包括破坏节目规
则的策略）而非纯粹的游戏完成任务。

但真正将“剧情化”推向成熟的，
是以总台《典籍里的中国》《唐宋八大
家》为代表的文化类综艺。此类节目
以古今观照的形式，首先让剧情背景
有了明确的年代，赋予人物角色以真
实、人物的语言与行为以合理，再以对
话、体验、探访等非游戏的方式，推进
既定主题，形成与传统户外真人秀完
全不同的风格。

文化综艺对“剧情叙事”的成熟演
绎，正是提供“人生样板间”之一种。
观众跟随节目中的现代人，回到相对
真实的古代场景，与确曾存在过的古
人对话，体验当时的风俗，本就是一场
奇妙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有角色代
入、有基础的环境认知、有具体可感的
技艺或风俗，远比单纯的视觉表达更
有持续吸引力。从这个角度看，“现代

人回到古代”的穿越手法，更符合“人
生样板间”的打造。
从下饭伴随到观照模板的网络综艺

相比于大屏端，网络综艺更适合、
也更应该提供“人生样板间”。

《奇葩说》的出现，标志着网络综艺
开始从大屏综艺的搬运平台，转型为基
于网络传播特点制作生产的“网生”综
艺。这档节目的看点，就是把各种可能
的人生境遇浓缩成辩题，在语言交锋中
建构、体验。只是囿于节目形式的简
单，无法在节目中建构起一套完整的

“限定情境”，所以《奇葩说》只是提供了
人生体验的话题。《青春有你》《创造营》
《明日之子》等选秀节目的井喷，标志网
生综艺的成熟，也标志“人生样板间”的
初步构成，但遗憾的是，这一类节目看
似繁荣，本质上都在同一个赛道重复，
只能说是围绕“成长”这一主题，为观众
提供了同一个“样板间”。

直到《中国有嘻哈》《乐队的夏天》
的出现，这个“样板间”才有了群体分
层与年龄痕迹。“嘻哈歌手”与“乐队”，
两个我们略感陌生的群体，用他们自
己的音乐态度，带给观众与众不同的

“人生体验”。特别是当朴树说的“到
点了，我该休息了”这句话被剪辑进
《乐队的夏天》的正片，更是彰显出这
档节目作为“人生样板间”的意义。

网络综艺在一段时间被称为“下
饭综艺”，强调的是其伴随感，但是这种
纯粹的情绪价值，就像是大屏端的视觉
享受一样，极容易引起疲劳感。其实网
络的价值，在于为大众的生活提供“冒
犯”或“逃避”的可能，这是网络综艺提

供“人生样板间”的天然土壤。
就像《奇葩说》逐渐让位于《吐槽

大会》《脱口秀大会》。因为比起“辩
论”的方式多少都要“以理服人”，带有

“冒犯”的表达更加快意恩仇。《奇葩
说》是一种人生境遇的探讨，而《吐槽
大会》和《脱口秀大会》则直接呈现“冒
犯”现实生活后，我们想要的一种生活
状态。或者说，比起“解构崇高”等文
化意义上的解读，此类节目对于观众
的价值，更在于提供了一个肆意表达
的舞台，这个舞台不只是在表达人生
态度，更是汇聚了不重复的惬意人生。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旅行节目
无论是在大屏端还是网络端，都能够
大行其道，露营、远方、探险、穷游、周
末时光等人生模板层出不穷，为节目
打造人生样板间提供了无限主题。

真正将“人生样板间”打造成熟的
网络综艺，是以《令人心动的 offer》为
代表的职场类节目，和以《再见爱人》
为代表的家庭情感类节目。“职场”与

“家庭”，原本就是现实生活中最重要
的两个领域。

《令人心动的offer》一改传统职场
节目单纯强调“供需关系”的“实用性”，
记录不同人物在“实习转正”中的工作
状态和人际交往，为观众提供不同类型
的“职场样板”，并在比较中找到自我职
场的观照。《再见爱人》截取家庭生活中
最极致的“离婚边缘”情境，将不同类型
的夫妻放置在同一个空间中共同审视，
同样也是在为观众提供不同类型的“家
庭样板”，观众也会在“离”与“不离”的
讨论中，观照到自我的家庭生活。

从大屏综艺和网络综艺的发展脉
络中不难看出，“人生样板间”的提供，
是观众对综艺需求提升的结果，也是综
艺节目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自我更
新。无论是大屏综艺还是网络综艺，通
过“限定情境”的综艺手段截取现实生
活的横截面，为观众提供观照自身生存
的样板，而不是沉溺于舞美、镜头和明
星的炫技，也不是停留在情绪的伴随
上，才能真正彰显综艺节目的价值。

近年来，唱衰综艺发展的论调甚
嚣尘上，理由无外乎二：第一，缺钱；第
二，缺钱。十年前，讨论综艺节目体量
的门槛是“亿”，如今，五六千万元的投
资堪称“大投入”。“腰斩式”的投资看
似让综艺创作陷入瓶颈，实则促使创
作焦点从艺人、机位、舞美等外在元
素，回归到对观众需求的内在探索。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的综艺生产，正
在趋于健康理性。

在综艺节目中打造“人生样板间”

近些年，年代剧呈现出一种爆发
的态势，且佳作迭出。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当属 2022年的国产剧《人世间》
和今年的韩剧《苦尽柑来遇见你》（以
下简称《苦尽柑来》）。后者豆瓣评分
甚至高达9.5。

年代剧作为一种类型之所以成为
爆款，与它的多功能性有关。通过对
特定历史时期的回望，讲述个体和家
庭在历史变迁中的命运沉浮和起落兴
衰，个人、家庭、社会的发展被缠绕在
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年代剧一方面
可以反映国家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
还有着对社会生活的深切关注。而对
于当下大多数普通观众而言，年代剧
受关注的核心原因在于其作为一种温
暖的情感机制的功能。于是，年代剧
如何温暖人心成为值得被讨论的话
题。即：年代剧如何经由叙事，实现其
温暖人心的目的，从而形成一套完整
的情感实践机制？

普通人的普通故事：历史开裂处
个人和家庭的命运沉浮

年代剧最重要的叙事特征之一在
于“以普通人的视角讲述普通人的故
事”，从而呈现历史开裂处个人和家庭
的命运沉浮。《人世间》涉及 1969—
2016年间的共和国历史变迁，《苦尽柑
来》的历史跨度从 1950 年代直至当
下，都是将普通人及其遭遇，放置在大
历史的变迁中展现。普通人及其故事
始终占据主要地位，大历史只作为一
种必要的背景而存在。这样的叙事，
挑战了占据当下主流的精英叙事。

普通人的故事的另一面是家庭伦
理叙事。年代剧由个人和家庭结构起
来，这里的家庭既是剧中主人公各自
的小家庭，也是由小家庭构成的大家
庭，更是一种由普通群体构成的共同
体，比如《人世间》中光字片的发小们、
工友们，《苦尽柑来》中的海女们。

虽然是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年代
剧使用的却是并不普通的叙事方式：
非线性叙事，用回忆、插叙、旁白等方
式，将个人、家庭和历史缠绕在一起，
给观众的观看实际上造成了一些“阻
碍”。这某种程度上是年代剧的有意
为之，它拒绝观众的“不假思索”，希望
通过不那么“流畅”的观看，引导观众
进入历史深处，进入剧中人物的内心
乃至自己的内心深处，去思考，去自我
说服，从而得到情绪的释放。

换言之，年代剧通过叙事技巧和

艺术手段，引发观众对人性和社会进
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
年代剧具有独特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日常生活的怀旧诗学：生活史的
再现

年代剧情感实践的另一叙事特征
是，通过重构日常生活的诗意性，对历
史进程中的生活史进行再现。

怀旧是年代剧建构日常生活世界
的核心命题。年代剧的怀旧，其实是
对一种日益缺失的在场与陪伴的深切
追问。当下的日常生活世界，呈现为
一种扁平化、碎片化的样貌，毫无“诗
意”可言，年代剧恰恰对此进行了反思
和超越。

它首先在剧中通过视觉化表达，
呈现不同时代的日常生活的真实细
节。比如《人世间》中很多老物件都是
从老百姓家里收集的：烫花家具、手绣
门帘、炕琴上铺着的线毯等，从而还原
过去年代普通工人家庭的真实生活世
界。《苦尽柑来》中的怀旧符号“随身听”
更是别有意味：公交车上金明与男友握
着一台红色的随身听，一人一个耳塞，
分享着美好的音乐，而车上的其他乘客
则在一旁说着笑着。这是1990年代的
日常生活世界，是“在场”与“陪伴”的具
象化。反观当下，我们每时每刻都沉默
在手机里，周围的人和事仿佛是透明和
孤立的。作为观众的我们不禁感叹，过
去的日子，多么温情诗意啊！

那些日常生活细节中的诗意，需
要附着在特殊的地理空间中，才能够

“接地气”，其由“怀旧”所产生的疗愈
效果，才得以实现。每一部年代剧都
有自己特殊的地理空间，比如《人世
间》的光字片，《苦尽柑来》的济州岛渔
村，它们的意义在于，承载着丰富的历
史记忆和个人的社会关系，而个人经
由这个空间，实现自我的情感和身份
认同。所以《苦尽柑来》中，爱纯理想
的老年生活不是在城市当一位教老年
人写诗的老师——尽管“文学”一直是
她的理想，而是回到那个让她经历了
世事沧桑变化的渔村。

普通日常生活中的“诗意”，也来
自于年代剧特殊地理空间中特殊的文
化氛围。比如《人世间》中东北的风貌
与人文，《苦尽柑来》中渔村的乡土风
光和风俗习惯。这种文化氛围具有地
域差异性，但其实都与费孝通意义上
的“熟人文化”息息相关，其核心在于
互帮互助的共同体情感。正如在《苦

尽柑来》中海女们的互相帮助，最朴
实，也最令人动容。光礼去世之后，其
女儿爱纯其实是在海女们的帮助中长
大的；爱纯身为人母后，儿子银明因受
朋友牵连被关进监狱，海女们帮爱纯
一起去“说理”甚至“打架”。

由此，在年代剧中可见一条较为
清晰的叙事脉络：在承载着熟人文化
的特殊的地理空间中，通过对不同年
代的日常生活进行复现，从而建构一
种日常生活的怀旧诗学。观众由此体
认日趋远去的“陪伴”和“互助”，在“原
子化”社会中的孤独自我得以被安抚。

温情的叙事策略：情感净化的实现
年代剧有着对历史的回望和当下

现实的思考，而回望和思考的动力来
自于生命中那些风雨波折。普通人的
命运起伏，是年代剧的内核。

但是年代剧却不以苦痛的方式讲
述挫折，而是采用了带有温情色彩的
叙事策略，从而实现情感净化的目的：
即一方面让观众共情与共鸣，另一方
面抚慰个体的情感创伤，缝合历史和
个人的缝隙。

首先，年代剧采用娓娓道来的慢
节奏叙述故事，不刻意追求强烈的戏剧
冲突。比如《人世间》讲述了三兄妹之
间的误解以及互相理解，虽有冲突，但
剧情并不专门聚焦于冲突本身，而是着
眼于冲突的全过程：开始、发展和结
局。某种程度上，《苦尽柑来》比《人世
间》处理得更好。剧中涉及的苦痛和矛
盾，与具体的历史时代背景，都进行了
较好的融合。比如爱纯大女儿金明在
金融危机中的失业，中老年时期的宽植
因经济压力做出的错误的投资决定，都
显得非常自然和合乎逻辑。相比之下，
《人世间》中有些情节的安排则略显牵
强，比如周楠在美国遭遇意外去世。

同时，剧中经历苦痛的个体，并没
有一味控诉，而是在慢慢咀嚼苦难的过
程中，逐渐回味甘甜。就像《苦尽柑来》
的片名并没有使用“甘”，而是用了柑橘
的“柑”。柑橘从苦涩、到酸甜，再到酿
成柑橘酱的甜蜜，是一个缓慢的、酸楚
的，却也夹杂着甜蜜的过程。苦痛的背
后不是绝望，而是一种前行的力量。正
如爱纯和女儿金明都特别喜欢说的一
句话：“只要活着，我们就各种尝试吧。”

年代剧娓娓道来的慢节奏，能够
被已习惯于短视频带来的高刺激的观
众喜欢，实属不易。这与温情脉脉的
细节密不可分，比如在《苦尽柑来》中，

小碎花/小雏菊既是一个贯穿全剧的
细节，也是一个象征着温柔和坚定的
符号。为了救儿子银明，宽植变卖了
房子和渔船，爱纯则回到水产市场卖
鱼维系生活。宽植特意为她准备了一
张用塑料水桶做成的圆凳，坐垫用包
裹着碎花棉布的桶盖做成，揭开盖子，
里面放着一支燃烧（取暖）的蜡烛。看
到这里时，观众无不为宽植的温柔所
感动。爱纯直到老年的时候，依然喜
欢在头上别小雏菊发卡。她有许许多
多这样的发卡，都是宽植为其所买，这
是爱的发卡，是坚持与执着。

温情叙事还来自于一种去标准化
的叙事态度。年代剧的主人公都是再
普通不过的个体。如果说随着现代化
进程，一套“成功”的标准被建构起来，
那么在这套标准中，年代剧中的主人
公，无论是周秉昆还是宽植都是最没
有出息的人。而正是这样的最没出息
的普通人，反而赢得了观众最普遍的
认同。正如梁晓声对周秉昆的评价：

“他身上有着中国老百姓最朴实的
魂。”年代剧最宝贵之处在于，没有自
觉认同所谓“成功”和“好生活”的标
准，而是讲述“量力而行”（宽植）的普
通人最朴素的故事和精神。一个人是
否值得被爱，一个人是否成功，并不存
在一套可被量化的评判标准。

年代剧的温柔还在于：拒绝将主
人公神化，允许他们也有无奈、脆弱的
时刻，这是年代剧与观众最大程度的
共情。比如，是选择在时代浪潮中奋
力搏击，铸就一首平民的史诗，还是过
普通人的“小日子”，就这样度过平淡
无奇的一生？大部分观众肯定会选择
后者。但是，当跳出电视剧所制造的

“情感容器”时，我们会发现，选择权并
不完全在自己手中，因为每一个人都
被卷进了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社会
结构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年代剧一
方面充当了社会情绪的调和剂，另一
方面也生产出自身的危险性，即可能
削弱自身的批判性和思想深度。

《苦尽柑来》以爱纯的诗歌旁白作
为剧终：“至于那些时光，那些曾经如
此青春和温柔的时光。我们悔恨、感
恩、也深深尊重。敬你所经历的一
切。”由此，年代剧的情感疗愈功能得
以实现，而其也成功搭建起与观众进
行心灵对话的桥梁，这无疑是年代剧
在当下极为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本版内容均据新华网）

中国动画以独特的东方美学和现代叙事方式，架起了
一座座联通中外的“文化金桥”。近年来，随着中国动画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一批优秀的国产动画作品在全球 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播映。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长安
三万里》《深海》《中国奇谭》等作品，获得了破纪录的票房
和收视成绩。这标志着中国动画出海实践已从单一内容
传播升级为多维度的文化价值传播。梳理中国动画出海
在内容创作、产业生态构建、国际传播方面的有益经验，将
为其未来探索如何更好发展助力。

从产量突破到题材创新，中国动画风靡海内外
近年来，中国动画产量和产值实现突破式增长，产业

进入“高产出、高口碑”的良性循环。全国备案公示动画片
数量屡创新高，一批兼具艺术价值与市场潜力的精品力作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种风靡海内外的传播现象，正源于中国动画创作格局
的深刻变革——如今的出海作品已突破单一类型束缚，构建
起传统文化、科幻冒险、现实题材交相辉映的立体矩阵，以丰
富样态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在传统文化题材领域，《愚公移
山》《大禹治水》《八仙过海》等以经典名著、神话故事、民间传
说为蓝本，融合国画、剪纸、京剧等传统艺术样式，作品特色鲜
明。这些创新演绎传统文化的作品通过“丝路视听工程”等项
目，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播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魅
力。科幻题材也不断突破，以新颖的故事设定和视觉效果吸
引国际观众。如动画《三体》在日本、韩国、越南、俄罗斯、印度
等国家和地区发行，激发了各国观众对中国科幻文化的浓厚
兴趣。现实题材动画则以贴近生活的故事情节和真实的情感
表达，赢得了海外观众的共鸣。如以中国普通家庭生活为背
景、讲述亲子互动与成长故事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以小
学生校园生活为主线的《23号牛乃唐》等在印尼、泰国、阿联
酋、越南、柬埔寨、文莱、马来西亚等国热播，由纪实文学《下乡
养儿》改编的动画片《天天成长记》，讲述城市女孩跟随父母到
乡村生活后发生的成长故事，先后发行到印度、越南、日本、巴
西和阿拉伯、非洲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当地观众喜爱。

全产业链布局，尝试从文化出海向生态共创不断跃升
中国动画的出海征程，正从单一的版权交易迈向全产

业链生态布局的崭新阶段。《山猫和吉咪》被翻译成多种语
言，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其授权产品覆盖超过
80个国家的市场，海外市场营收在总营收中占比达 80%。
《超级飞侠》则通过“授权分成+联合开发”模式，与海外企
业共享 IP红利，在印尼设厂生产玩具，与越南企业联合开
发食品、主题乐园等授权产品，推动当地文化产业发展。
这些作品的成功，证明中国动画出海不仅需要优质、多样
内容支撑，更需要深度融入当地市场逻辑，通过技术赋能、
产业协同，实现从“文化出海”到“生态共创”的跃升。

当数字传播消弭了地理边界，国际合作则正在重塑动画创作的模
式——中国动画人以平等共创的姿态，将国际合作推向新维度。例如，
中德合作的《艾米咕噜》通过“魔法小女孩”的成长故事，融入中国“和而
不同”与德国“个性发展”的教育理念，在德国 Super RTL频道创下
12.3%的收视份额。中俄合作的《熊猫和开心球》将俄罗斯家喻户晓的

“兔小跳”角色与中国功夫元素结合，设计出一个“兔小跳”新形象，该形
象衍生表情包在俄罗斯社交平台VK下载量超2000万次。中日合作的
《京剧猫》巧妙运用浮世绘技法表现中国戏曲脸谱，在日本NHK教育频
道播出后，带动相关汉语学习App下载量激增137%。这些作品均以“本
土故事+国际表达”为核心，通过“双编码”创作策略，既保留了中国文化
基因，又通过国际化的视觉表达和叙事节奏将本土文化符号转化为国际
受众可理解的叙事语言，从而降低文化折扣，实现跨文化认同。

多维发力，转型升级，助力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中国动画的国际传播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亟需补齐短

板，乘势而上。纵观全球动画市场，优秀作品的传播可实现文化价值
和产业价值的双重效应，日本凭借年输出量占国际市场半数的规模优
势，不断打造其“酷日本”的国家形象；迪士尼、梦工厂等美国动画巨头
凭借电影大片优势持续引领全球动画潮流。如今，《哪吒之魔童闹海》
的成功为中国动画在国际市场树立了一个新标杆，也为中国动画国际
传播打开了新思路，如何抓住产业发展的机遇，持续优化政策环境，加
大精品内容供给和技术手段的创新运用，有效拓展传播渠道，提高中
国动画的国际影响力，成为当代中国动画的重要使命。

首先，要构建全方位的政策支撑体系，激励创作，鼓励创新，促进人才成
长，激发市场活力。通过引导与规划，推动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会
参与”的协同模式，注重国际合作顶层设计，建立产业跨境协作的制度框架，
为资源整合与风险防控提供基础性保障。推动国内产业链优势与海外创意
资源的深度耦合，构建内容共创、技术共享、渠道共建的立体合作网络。强
化文化贸易服务，搭建专业化服务平台，促进国际交易的便利化。

其次，内容创作始终是国际传播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动画要赢得国
际市场，关键在于找到文化共情的切入点。创作者应系统挖掘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与目标受众共通的精神内核，提炼具有跨文化适应性的叙事主
题，如家庭伦理、英雄成长、自然共生等。树立开放包容的创作理念，重
视不同市场的文化禁忌和接受习惯，在故事架构和人物设计中有机融入
本土文化基因，运用动画艺术表现手法重塑传统元素，打造中国动画的
独特标识，建立平等互鉴的文化交流模式，引发国际观众深度共情。

再次，要以技术创新驱动内容产品国际传播。中国动画可依托标准化
技术模块，优化跨国协作流程，加速内容本地化进程，满足多语种、多终端的
海外传播需求。构建智能化跨境制作平台，突破语言转换与视听适配的技
术瓶颈，实现文化价值与传播效果的双重提升。通过降低技术门槛，激发本
土创作者参与内容再生产，推动技术赋能与文化出海的深度融合发展。

最后，要构建本土化立体传播体系。中国视听平台需依托技术中
台、全球分发网络和用户运营体系的协同优势，打造动画出海的“基建
型”传播矩阵，减少对海外第三方平台的依赖，精准积累用户数据，为
内容优化与品牌建设提供支撑。通过平台协同，整合智能译制、推荐
算法与多语种运营能力，构建“内容投放——用户触达——数据反馈”
的闭环体系。调动平台生态资源，激励海外用户参与二次创作，形成

“平台输出——用户共创”的增值循环；建立跨平台 IP联动，通过番剧、
短视频、虚拟直播等多样形态，打造共享、高效的文化传播网络。

中国动画正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愿各方如九牛爬坡，为创作
生态的持续优化、产业布局的纵深推进、传播矩阵的不断完善而共同
努力，让中国动画以更加多样的姿态，在世界舞台奏响华彩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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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世间》到《苦尽柑来遇见你》
情感疗愈是年代剧的核心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