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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区

《《媳媳妇妇的的美美好好时时代代》》非非洲洲热热播播

“““豆豆豆豆豆豆”””为为为中中中国国国代代代言言言

导演刘江称，有关部门选择这部戏
作为“输出非洲的第一剧”用心良苦，

“《媳妇》是民间的戏，并不是原来传统意
义上的主旋律。它还是一个商业剧，是符
合主流价值观的商业剧。”他认为，并不
是剧中反映的中国社会问题受到非洲观

众的关注，“我觉得是剧中生动的人
物吸引了大家，观众从人物中看

到共同的情感，其实就是人类情感的共
鸣。”

刘江说，当年日韩关系紧张的时候，
韩国就将电视剧《冬季恋歌》引到日本，
促进两国外交。“用文艺作品取代了外交
辞令，能够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这也
让我们这些从业者对文化大发展充满期
待。”

■导演刘江： 选择这部戏用心良苦

去年国家有关部门推出了“中
国优秀电视剧走进东非”项目，作
为首部被翻译配音成斯瓦希里语
的中国电视剧，36集的《媳妇的美
好时代》(简称《媳妇》)去年11月在
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首播，引起了
强烈反响。该剧导演刘江转述了制
片方高层跟他说的一件趣事———

“斯瓦希里语覆盖面有上亿非洲观
众，在非洲的一个部长会议上，会
议间隙部长们都在聊毛豆豆。剧集
的收视率很高，跟当年《排球女将》
在中国播出时的那种感觉差不多。
当地还要求重播。”据了解，目前该
剧正在准备第二轮播出。

《媳妇》发行方华录百纳总
裁罗立平对该剧在非洲热播表
示并不意外，“《媳妇》并不是一般
观众所想的主旋律电视剧，它讲的
是家长里短、普通人相处的小事
情，是一部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商业
剧。”罗总认为，这样的电视剧有着
足够的正能量，不仅在国内受欢
迎，也便于向海外推广。

此外，据介绍，目前坦桑尼亚
的影视剧制作水平较低，一部电视
剧常常只有一个场景、一个机位，
两个演员在镜头中来回对话，剧情
十分简单。因此，《媳妇》对当地观
众来说有着很大的新鲜感。

《媳妇》成非洲话题

准备第二轮播出

据悉，《媳妇》译制工作是全权
交托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完成
的，剧中毛豆豆和余味的斯瓦希里
语配音演员是非洲最具号召力的
巨星，其他角色则由中国国际广播
电台斯瓦希里语部的工作人员完
成。从该剧非洲版海报中可以看
到，“国民媳妇”和“国民女婿”不仅
搞笑，还多了几分异国风情。

据了解，在《媳妇》之前，也曾
有中国影视作品进入东非地区，都
是配上字幕播出的，但由于非洲文
盲率很高，很多影视作品在播出时
无法得到应有的效果。此外，坦桑
尼亚还处于电视机刚普及的状态，
普通家庭使用的电视机屏幕都很
小，使用字幕的影视作品往往很影
响播出效果。

而《媳妇》是第一次完全用斯
瓦希里语译制的作品，“对当地观
众而言，这样就好理解多了。”在国
内影视公司负责非洲区影视采购
业务的彭先生称，当《媳妇》出现
时，不少当地观众感到十分惊喜。

(注：斯瓦希里语是非洲语言
中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影响力也
最大，是坦桑尼亚唯一官方语言，
也是肯尼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国家语言之一，还是和赞比亚、马
拉维、布隆迪、卢旺达、乌干达、莫
桑比克等国家的重要交际语。)

“媳妇”说斯瓦希里语

非洲观众“零距离”

该剧编剧王丽萍直言，《媳妇》在坦桑
尼亚受欢迎，原因是两国观众有情感的共
鸣，此外喜剧元素也是一大看点，“幽默不
分国界，剧中开篇三次相亲的喜感都受到
非洲观众认同。我们看憨豆、金·凯利的电
影也会笑，快乐是可以传染的。”另外，《媳
妇》的价值观积极向上，“剧中表达了善
意、忍让、包容，而美好的东西一定能够打
动人心。”

(许思鉴 赵振宗 章琰)

■编剧王丽萍：

幽默不分国界可传染

很长时间里，中国的影视作品只有一个类型

能被世界观众接受，那就是功夫戏。现代戏尤其

是家庭剧，很少能像美剧、英剧那样在海外市场

受到追捧。令不少中国人意想不到的是，家庭剧

《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国内首播几年后，竟然在万

里之外的非洲再火了一把。

日前，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了《媳妇》在坦桑

尼亚热播的新闻，毛豆豆、余味成为了非洲观众

心中中国年轻男女的代表人物。

“在坦桑尼亚，有时候见到
中国女孩他们就直接喊‘豆
豆’，发音还是特别标准的那
种。”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海
清笑着说。

海清透露，受邀到里约热内卢参加
“里约峰会”时遇上很多与会的非洲妇
女，“有中非、刚果，尤其是坦桑尼亚和肯
尼亚的，我很吃惊，她们能认识我。”后
来，她们排起长队要求跟海清合影，“翻
译告诉我，她们要把和‘豆豆’的合影拿
回去给家人看。”海清忍不住感慨：“《媳

妇》非洲热播再次证明生活虽然有国界，
但婆媳问题无国界！虽然非洲远离中国，
而且文化不同，但当地老百姓和中国的
生活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也
存在一大家人住一起的情况。非洲媳妇
们跟着剧情一起哭一起笑，也能从中学
习到处理婆媳关系的小窍门。”

海清笑称毛豆豆是一个“不倒翁”，
遇到任何困难都打不倒，总是心存希望，
充满着温暖积极的元素，非常符合主流
价值观，“坦桑尼亚人民也能从剧中了解
中国的文化现状”。

■海清： 豆豆是乐观的“不倒翁”

早《媳妇》走红非洲

■黄海波： 为非洲输出些小智慧
对于《媳妇》持续发热，余味的扮演

者黄海波直言“没想到”。2011年春节他
和海清在央视春晚上表演完小品《美好
时代》后，以为这部剧的热度也就过去
了，没想到如今在坦桑尼亚这么受欢迎，

“我从新闻、微博上知道这部剧在那边播
得特火，而且当地人都知道‘吃毛豆有余
味’这句话。”

黄海波认为，《媳妇》之所以会引

起非洲观众的共鸣，和剧中输出的生
活智慧有关。“我从余味身上能学到生
活智慧，这也是我未来面对家庭生活
的预演。通过这部戏，我更知道怎么平
衡母亲和媳妇的关系。”黄海波直言，

“非洲观众可以从中学到如何处理夫
妻、家庭生活中的问题。如果能对观众
的实际生活有帮助，那这部戏就没白
拍。”

早

主
创
很
开
心早


	B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