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着丹麦人的面，如果你指

责他们的国王，他不会理你；如果

你批评他们的乳酪，他们会说你

无知；如果你提到安徒生而没有

尊敬的表情，你可能会挨耳光。”

安 徒 生 是 丹 麦 人 不 容 置 疑 的 骄

傲。4 月 2 日是安徒生诞辰 205 周

年纪念日，这一天，全世界再次想

起了那位编织了无数动人童话的

丹麦人。而就在不久之前，坐落

于哥本哈根市长堤公园的“小美

人鱼”铜像告别了家乡，不远万里

来到中国，即将成为上海世博会

丹麦馆中的一景。

丹麦人“不舍”
“小美人鱼”离开

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小

美人鱼……提起这些安徒生童话

作品里耳熟能详的名字，相信很

多人都能唤醒来自童年的温馨记

忆 。 安 徒 生 的 童 话 作 品 广 受 欢

迎，在全球翻译成的语种数量仅

次于《圣经》。丹麦人也善于利用

各种机会把这种个人的情感体验

扩大为公众的集体共鸣。

举世闻名的“小美人鱼”铜像

取材于安徒生作品《海的女儿》，

被视为丹麦整个国家的象征。“小

美人鱼”给丹麦增添了浪漫而温

情的色彩，到哥本哈根看“小美人

鱼”铜像，也是很多人到访丹麦的

最大心愿。去年，哥本哈根市议

会批准丹麦经济与商业事务部借

用“小美人鱼”参加 2010 年上海世

博会。这意味着，在哥本哈根近

百年的历史中，“小美人鱼”将首

次“消失”。对于“小美人鱼”的离

开，不少丹麦人感到依依不舍，但

哥本哈根市市长弗兰克·延森坚

定地说：“ 把‘ 小美人鱼’送去中

国，我们为此感到非常自豪。我

相信她会是一位优秀的丹麦形象

大使，尤其是中国人都非常喜欢

安徒生童话。”

“小美人鱼”远游他乡，同样

可能对哥本哈根的旅游业造成影

响，对此弗兰克表示：“虽然‘小美

人鱼’去了中国，但我们已经邀请

一位著名的中国艺术家制作了一

个视频装置，安装在长堤公园内，

暂 时 代 替‘ 小 美 人 鱼’。 我 很 高

兴，通过这个视频装置我们还是

可以在丹麦见证她远渡重洋的旅

程。”据悉，在上海世博会期间，该

视频装置将实时播放“小美人鱼”

在上海丹麦馆内的现场录像。每

当 北 欧 夜 幕 降 临 之 时，“ 小 美 人

鱼”的美妙之旅就会呈现公园内

的大屏幕上，以解丹麦人对她的

相思之苦。

打造世界级的文化名人

丹麦国土虽小，但在宣传推

广安徒生时，却有着包举宇内的

雄 心 。 人 们 也 许 至 今 还 没 有 忘

记，在安徒生诞辰 200 周年时，世

界上每一块有人类居住的大陆共

同 纪 念 安 徒 生 的 盛 况 。 不 仅 如

此，丹麦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

了 多 项 以 安 徒 生 命 名 的 文 化

盛事。

3 月 29 日，刚刚公布的国际安

徒生奖就是其中之一。国际安徒

生奖是目前世界儿童文学界公认

的最高荣誉，因其独特的地位，人

们 常 常 称 它 为“ 小 诺 贝 尔 奖”。

这个由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赞

助的奖项自 1956 年设立以来，每

两年颁发一次，主要授予儿童图

书作家和插图画家。今年，来自

英国的大卫·埃尔蒙德获得国际

安徒生作家奖，德国女插图画家

尤塔·鲍尔获得国际安徒生插图

画家奖。

近年来，颇受关注的国际儿

童图书日最初也以安徒生的名义

设立。1967 年，国际儿童读物联

盟(IBBY)把安徒生诞辰日定为国

际儿童图书日，以唤起人们对读

书的热爱和对儿童图书的关注。

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的国际儿童

读物联盟于 1953 年成立，是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有咨商关系的非政府、非营

利性组织，在国际儿童读物出版

和 研 究 领 域 拥 有 权 威 地 位 。 目

前，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已有 70 个

国家分会。每年选定一个国家分

会主办国际儿童图书日活动，由

其确定当年的活动主题，并邀请

本国一名杰出作家和一名著名插

图画家分别为全世界儿童写一篇

短文和设计一份海报，用以推销

图书和促进阅读。许多国家分会

还通过媒体、学校、公共图书馆等

组 织 活 动 来 宣 传 国 际 儿 童 图 书

日，并组织小读者与作家和插图

画家见面、作文竞赛或图书评奖

等多种活动。

安徒生成为文化摇钱树

安徒生在现代丹麦社会仍具

有独特的影响力，处处可见他的

影子。他创作的游记和大量不同

主题的童话，如今也正发挥着始

料未及的作用，甚至有人认为他

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丹麦的国民

性，可以通过他的作品来理解自

我价值。丹麦人对这位文学大师

历来持尊重和欣赏的态度，在评

选“历史上最伟大的丹麦人”的活

动中，安徒生毫无争议地名列榜

首。安徒生和他的童话也早已成

为 丹 麦 开 展 对 外 交 往 的 重 要 纽

带，成为了丹麦对外宣传、吸引国

外游客的文化标识。

在 经 济 高 度 发 展 的 现 代 社

会，安徒生的名字逐渐成为丹麦

的一个 文 化 品 牌 。 聪 明 的 丹 麦

人 通 过 经 年 累 月 摸 索 ，把 丹 麦

的 这 张 文 化 名 片变成了一棵让

整 个 世 界 都 愿 意 掏 腰 包 的 摇 钱

树 。 这 位 著 名 作 家 和 他 的 文 学

作 品 体 现 着 越 来 越 高 的 经 济 价

值—— 电 影、电 视、文 学、戏 剧、

舞蹈、流行音乐……所有这些文

化艺术样式中，你都能找到安徒

生 的 身 影 。 甚 至 还 有 安 徒 生 儿

童 服 装、安 徒 生 儿 童 眼 镜、安 徒

生 面 包 …… 丹 麦 人 充 分 发 掘 了

安徒生这个品牌的商业价值，赚

得是钵满盆满。

不 过 也 有 人 对 安 徒 生 品 牌

的 过 度 商 业化表示担忧。作为

“安徒生大使”之一，丹麦著名摇

滚乐手托马斯·赫尔米希曾在接

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现在丹麦

关 于 安 徒 生 的 纪 念 活 动 已 经 太

多、太频、太商业化了。“大家翻开

图书、报纸、杂志，到处都是‘ 安

徒生’——这样会引起厌倦情绪

的 。 况 且 有 很 多 商 品 和 行 为 跟

安徒生的童话及作家本人完全没

有关系——你可以买到‘安徒生

奶糖’——这只是滥用了‘纪念’

的名义而已。”

从 4 月 1 日起，我国公安部

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

和使用规定》正式执行。这意

味着我国对一些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将加大查处力度，酒后驾

车将直接被扣 12 分，

并罚款 500 元，暂扣 3

个月驾驶证。

无论对偶尔为之

的酒后驾车，还是习

以为常的酒后驾驶，

这个规定都是横亘在

酒后驾车者面前的一

条高压线，表明政府

对酒后驾驶这一明知

故犯、对他人生命财

产造成严重威胁行为

的更加严厉的禁止。

其实，严禁酒后

驾车行为，重罚酒后

驾车人，这在国际上

早 就 达 成 了 普 遍 共

识。在美国等西方发

达国家，对酒后驾驶

行为的处罚是格外严

厉的。美国各州的法

律可能在某些问题上

会有所不同，但是对

酒后驾驶行为的处罚

却不约而同的严厉。

酒后驾车被一致认为

是一项危险的犯罪行

为，轻则会被暂扣驾

照和处以罚款，重则

会被投入监狱和永久

注销驾照。在加州等

地，酒后驾车行为堪

比过街老鼠，很多高

速路旁边的电子显示

牌都会提示“举报醉

酒司机”，若发现有人

醉酒驾车，人人都会

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

报警。当地警方一直

把打击酒后驾车作为

交通执法的重点，对有 3 次酒后

驾车行为者，甚至会给予取消公

民投票权等处罚。在美国还有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任何行为都

可以聘请律师进行辩护，以争取减

刑，但如果聘请律师为酒后驾车辩

护，除了浪费时间和金钱之外，起

不到任何的作用。美国许多地方

还为酒后驾车者专门开办学校，让

他们与遭遇车祸的受害者面对面，

听受害者倾诉酒后驾车如何给他

们和家人的一生造成痛苦和不可

挽回的伤害。

美国如此，其他许多国家也

是如此。在西班牙，酒后驾车属

于刑事犯罪；在日本，对酒后驾

车实行的是“连坐”式处罚，除对

酒后驾车者本人严加惩

处之外，还对提供酒水、车

辆以及同乘的人员实施严

格处罚；在法国，对酒后驾

车行为实行的是绝对“零容

忍”制度，酒后驾车被视为

极度不尊重他人生命安全

的行为，至少是被判以巨额

罚款和扣分，动辄就可能判

刑。在德国，一旦因酒后驾

车被禁驾，在欧洲其他国家

也同样被禁止开车。

笔者认为，各国对

酒后驾车施行“零容忍”

的严厉政策，主要考虑

到了以下两点因素：

1.喝酒驾车的人明

明知道其行为肯定会危

害交通安全和他人生命

安全，还一意孤行，这不

仅是对公共财产的故意

毁坏，更是对他人宝贵

生命的一种藐视，从某

种意义上讲，与蓄意谋

杀生命并没有多少本质

上的区别。

2.喝酒不开车，开

车不喝酒。一个公共环

境和谐的社会，必须依

赖于每个公民对自己的

行为有所约束、有所自控，

能够承担起码的社会责

任。但是仅仅依靠单个

人的自我约束，往往又很

难完全奏效，必须借助制

度和法律的手段进行监

督，对于违反法律、妨碍社

会和谐的人进 行 重 罚，

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为

了 使 大 多 数 人 的 生 命

财产安全得到保障。

不过，在我们为我国对于酒

后驾车的处罚终于变宽为严，对久

抓不禁的酒后驾车行为宣誓“零容

忍”大声叫好的同时，也深切期盼

我国能够参照国际上的其他一些

通用做法，对腐败、环保等长期无

法根治的社会问题，也能实行“零

容忍”的重典处罚，相信一定能够

收获令人满意的奇效。

2006 年 4 月，参加中国首届世

界佛教论坛的 1000 多名各国高僧

乘坐包机，专程从举办地杭州飞

往上海的东方艺术中心，目的是

为了欣赏一场作为压轴戏的交响

乐——《神州和乐》。表演结束的

一瞬间，他们惊叹于这部音乐作

品的神奇和美妙。2010 年 4 月，

《神州和乐》将肩负着文化交流的

使命远赴印度演出。临行前，作

者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唐建

平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再去“西天”取真经

提起 4 月份的这次文化交流，

唐建平说：“1000 多年前，玄奘去

西天取经。如今，国人去‘西天’

演奏佛教交响乐——这可以理解

成中国佛教文化的回访吧！”

《神州和乐》将中国佛教音乐

与西方交响音乐融为一体。回忆

起创作构思，唐建平表示，《神州

和乐》不是实用性的佛教曲，也不

是纯粹的交响乐，而是在新理念

下创作的音乐作品。“佛教音乐给

大家的印象往往是在寺院中演唱

的，如今要把它变成交响乐的形

式 推 向 舞 台 ，首 先 需 要 转 变 观

念。”他保留了原有的佛教题材，

并用交响乐的形式加以演绎，希

望让听众感悟到佛教对生命的关

爱。深圳交响乐团曾经把它带到

东南亚、韩国、德国等地演出，总

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把音乐和文化进行融合，《神

州和乐》不是第一次。这些年来，

唐建平一直在实践把音乐与中华

文化相结合。1994 年，唐建平创

作的九重奏《玄黄》在台湾参加比

赛。“那是一部特别现代的音乐，

一般情况下这种风格会得到评委

的好感，但却难以打动观众。然

而，这部作品不仅得到了评委的

最 高 分 ，也 被 观 众 评 选 为 第 一

名。”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他依然

很兴奋。唐建平感慨道，随着当

今世界文化不断的交融和发展，

一个观念已逐渐被当代艺术家所

共识，那就是任何一个优秀的艺

术家都不可能离开本民族的传统

文化土壤。

在全球视野中汲取艺术营养

“文化应该随着时代进步，而

不能固步自封。中国的传统文化

值得我用一生去尊崇和弘扬，同

时也应该吸收全世界的文化，这

样中国文化才能发展得更好。”

唐建平说，有些音乐能够超越时

代和民族——像贝多芬的《命运》

交响曲，做到这一点需要艺术家

必须有开阔的胸怀、高远的眼界、

高尚的情操，这样创作出的音乐

才可以拥抱全世界。作品《圣火

2008》就把文化触角伸向了更远

的时空——这部为 2008 年奥运会

而作的音乐从普罗米修斯为人类

盗火切入，描写了那种为人类幸

福甘受大苦、奉献大爱的精神。

《彩云飘过山冈》是由唐建平

作曲的音乐剧，并在庆祝新中国

成立 60 周年期间上演。在这部剧

中，他努力突破音乐剧语言和国

际流行音乐风格的瓶颈，在音乐

的 精 神 层 面 探 寻 和 确 立 中 国 风

格，又把欧美歌剧中的流行乐、爵

士乐与中国的民族音乐、流行音

乐结合起来，使剧目既有了西方

音乐剧的律动和节奏，又具备了

中 国 音 乐 的 语 言 情 景 和 文 化

元素。

“听得懂”不代表受尊重

在多次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中，

唐建平对一种现象感到焦虑——

在一些国家演出时，我们的组织

者对对方的文化需求往往存在误

判。“在选择演出曲目时，首先想

到的是如何能让外国人听得懂。

事实上，听得懂的音乐不一定被

他们尊重，而听不懂也不代表不

喜欢。包括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

演出中，我们多习惯于展示性的

曲目，如：《春节序曲》、《百鸟朝

凤》、《赛马》等“通俗易懂”的曲

目。然而结果却是，外国人认为

中国的音乐作品不够深刻。”在唐

建平看来，文化交流演出不是一

般的消夏音乐会，应该拿出更有

分量的音乐作品，而且音乐要能

够反映当代的创新。

当前，中国的音乐作品在国

际重要艺术节上——如瑞士的琉

森艺术节、奥地利的萨尔斯堡音

乐节等——展示的机会还不是很

多。其实，国内有很多优秀的作

品会让外国人肃然起敬，可这些

作品很少能够形成规模、完整地

在国际舞台表演。“是该转变观念

的时候了。”唐建平说，在宣传和

推广民族、民间音乐，展示多姿多

彩的少数民族音乐之外，应当重

视当代的中国原创音乐，要扶持

和推广那些不太“听得懂”，但却

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成就和

音乐创作水平的新作品。

唐建平希望将来能带着《神州

和乐》、《成吉思汗》等作品去欧洲、

美国、澳大利亚等地演出，他相信这

些作品的艺术力量不会让观众失

望，相反会让世界认识到中国音乐

中蕴含的巨大艺术能量。

“小美人鱼”亮相世博
丹麦文化营销有术

毛 莉
酒
后
驾
车
﹃
零
容
忍
﹄
，国
际
通
用

汪

融

在
全
球
视
野
中
汲
取
艺
术
营
养

—
—
访
中
央
音
乐
学
院
作
曲
系
主
任
唐
建
平

本
报
记
者

屈

菡

在比勒陀利亚，我住的酒店

对面就是南非总统府。也许是

位于缓坡上的缘故，这座百年建

筑虽不以豪华壮观取胜，却有着

某种欧洲古代城堡的感觉。参

观南非总统府不仅是我，也几乎

是所有观光客游览比勒托利亚

必选的选项。站在总统府所在

的缓坡上向下看，比勒托利亚现

代化的城市景观一览无余。总

统府门前还有个非洲工艺品市

场，虽然只有十几个摊位，但在

这里买点纪念品则是很多游人

另一个不可错过的项目。

一个卖木雕的少年一见到

我走过来，就大声地用中国话问

了声：“你好吗？”在遥远的非洲，

听到熟悉的中国话让我分外高

兴。一打听才知道，这哥们儿其

实并不是想兜售木雕，他见我手

里有相机便主动招呼我给他拍

照。在这里,经常有人主动摆好

姿势招呼你来给他拍一张——

看来非洲人的表现欲的确比我们

亚洲人强！

一个卖冰棍的小贩开始只会

说一句“你好”。我又教了他一句

北京话：“冰棍儿，来一根儿！”他

学习起来格外认真，不过听起来

却让人忍不住想笑。我又在一

个姑娘的摊位前看了看她卖的

邮票，没想到刚转身要走，她居

然说了句：“ 给你，便宜！”说实

话，发音还挺标准。我一高兴花

60 块钱买了几张南非前国家领

导人的肖像邮票。

另一个小贩卖的是用铁丝编

织的艺术品。见到我以后，说了句

很雷人的话：夺（多）棒啊，买了

吧！”不用问，这位肯定是来自北京

的“师傅”教出来的——北京话口

语里喜欢把“多”念成“夺”。

汉语说得最雷人的是一个

卖木雕犀牛的小贩。因为木雕

太沉，我根本就没打算买，所以

也就没在他的摊位前逗留。刚

买了些轻便的东西正准备走，这

位胖哥的嘴里竟然冒出了两个

字：“走啦？”你说雷不雷！我也

就顺势回了句“走了”，并朝他笑

了 笑 。 本 以 为 他 会 跟 一 句“ 慢

走”，可惜人家没吱声。要是再

加上这句就更牛了。不过，我准

备有机会再去找他，把这句教一

教。反正住得近，说不定去了以

后还真能在他那儿买点什么东

西呢。

忽然想起去年在维也纳，也

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雷人的小

贩。当时那位卖画片的老兄正

在和一个中国游客搭讪，他竟然

用半英文半中文的话问那位中

国游客：“Do you know Jin Se

Da Ting（金色大厅）？ ”我从旁

边经过时，禁不住笑出声来。

如果说在韩国常常能碰到

会说中国话的小贩，是因为离得

近、去的中国人多，维也纳的小

贩会说中国话也是因为中欧人

员往来越来越频繁，没成想，到

了太阳在北边儿的南半球居然

也能碰到那么多会说中国话的

小贩，看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

力还真是越来越大了！

几天以后，我去了另外一家

更大的市场。没想到的是，这家

市场里几乎所有的非洲小贩都

会说几句中国话。一个小贩知

道我是中国人以后，便迅“雷”不

及 掩 耳 地 对 我 说“ 毛 主 席 万

岁”——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1988 年初，在素有“洁白的

城市”之雅称的阿尔及利亚首都

阿尔及尔，诞生了一个古老而又

年轻的组织——阿尔及利亚武术

协会。协会会址和其所属的中国

武术馆位于人口稠密的卡斯巴

老区附近的“凹地之门”，馆内地

面上铺有厚厚的大块练功垫子，

四壁挂满了中国画，顶梁上悬挂

着许多大红灯笼。当你步入大厅，

仿佛就像回到了古老的中国，走进

了极富中国特色的比武大殿，来到

了武僧的故乡——少林寺。

阿尔及尔中国武馆的成立主

要归功于该协会和武馆的创始人，

即现任主席兼总教练的阿姆兰·加

麦尔。当时他还是个26岁的小伙

子，身材魁梧，留着寸头和短短的

胡须，显得格外健康帅气。加麦尔

原是阿旅法侨民的后裔，13 岁开

始在法国尼斯跟一位来自越南的

武师学习中国武术，以后又跟来自

柬埔寨的旅法华侨切磋。在法国

上大学时，加麦尔是学经济专业

的，但他酷爱中国武术，毕业后便

放弃了经商，全身心扑到传播和发

扬中国武术的事业上。

从法国返回阿尔及利亚后，

加麦尔一边传播中国武术，一边着

手筹划成立阿尔及利亚武术协会

和武馆。他克服了经济上、物质上

和观念上的重重困难，筹资 60 余

万弟纳尔（当地货币单位），亲自动

手锯木料、劈竹子，终于在一个废

弃木工车间的基础上建成了阿尔

及利亚历史上第一个颇具规模的

中国武术馆。1989 年，该协会终

于得到阿内政部的认可和批准，并

且越办越红火，成为了一个很受欢

迎的民间体育团体。加麦尔本人

也曾多次来到中国参加武术比赛

和国际武术会议，几次获奖并被选

为国际武联非洲执委会主席和技

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武术在阿尔及利亚的影响

不断扩大，特别是自武馆开办以来，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员，有的已熟

练地掌握了几套拳路，其中有10来

个学员，成为了主教练的助手和代

理教练。如今，每当中国人进入这

个“凹地之门”，或在阿尔及尔街上

碰面，便会有青少年向你拱手抱拳

致意。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身着黑色

“中国功夫”服的青年人，他们以身

穿这种服装为时尚并感到自豪。

如今，阿尔及利亚武术协会

受 到 阿 青 体 部 的 重 视，甚 至 把

“中国武术”纳入到国家体育项

目中。近几年来，加麦尔又培养

出多名水平较高的弟子。弟子

们也已经在阿全国 12 个大中城

市成立了分会和俱乐部，直接参

与 培 训 的 人 员 已 达 8000 多 人。

他们不但雄心勃勃地表示，要让

中国武术超过已流行多年的日

本空手道在阿尔及利亚的规模

和影响，还计划把整个非洲的中

国武术组织联合起来举行比赛。

加麦尔和徒弟们的武术推

广活动不仅越来越受到阿尔及

利亚政府的重视，同时也越来越

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介的

关注。阿尔及利亚的报纸多次发

表文章，电台、电视台也多次采访

报道他们的活动、赞扬他们的事

绩。中国武术在阿尔及利亚变得

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加麦尔成功了，中国武术在阿尔

及利亚扎根了。我深信，在千千万万

个“加麦尔”的努力下，中国武术之花一

定会开遍全球，在全世界大放异彩。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

“我的非洲故事”征文
文化部外联局与本报合办

邮 箱：whbgjb@163.com
电 话：010-64296360

加麦尔和他的“中国武馆”
文隆胜

非洲小贩的雷人汉语
徐铁人

“小美人鱼”在上海世博会丹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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