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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文化交流绽放夺目光彩
文化部举办的“文化聚焦”活动成为突出亮点

新华社记者 廉海东

本报讯 （记者刘修兵）爱社

如家的陈老炳、爱庄稼如命的“坏

分子”赵有常、“投机倒把分子”崔

长利、下山找男人的单干户寡妇

金大翠、德高望重的老烈属朱大

娘、被生活拖累得疲惫不堪的杜

二嫂、娶了富农子女的

城里人马克平、被阶级

路线边缘化但骨子里有

股狠劲儿的周祥善……

5月13日至14日，河北省

话剧院的文华奖参评剧

目《日出而作》在广州广

外云山会堂上演。该剧

以“人像展览”的方式，

让观众了解到了上世纪

70年代末太行山下一群

普通农民的生存状况。

《日 出 而 作》由 刘

锦 云 编 剧 ，查 丽 芳 执

导 。 该 剧 剧 本 曾 在

2007—2008年度国家舞

台艺术精品工程现实题

材剧本征集活动中，获

得话剧类第一名。查丽

芳说：“《日出而作》妙就

妙在所有剧中人的行动

都归纳在一条主题轨道

上，无声地道出那个时

期中国广大农民渴望期

盼改革的心声，折射出

农村改革的必然性和迫

切性。”

河北省话剧院副院

长黄平安说：“《日出而作》

与河北省话剧院自《红旗

谱》、《艳阳天》、《战洪

图》以来所形成的农村

戏传统一脉相承。”

带有鲜明河北保定

地方特色的台词，为《日出而作》

增色不少。陈老炳的台词，俗中

寓雅、雅中藏俗；金大翠的台词，

干脆利落、掷地有声；赵有常对着

庄稼深情倾诉，有如朗诵带着泥

土芳香的诗；行走于江湖的配种

员 焦 师 傅与 劁 种 员 吴 师 傅 的 台

词，幽默诙谐……乡土气与书卷

气互相渗透，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逼

真、传神。

为了更好地扮演角色，《日出

而作》剧组曾专程前往河北涞源

上 庄 村 体 验 生 活 。 主

创 人 员 走 访 了 当 年 的

治 保 主 任、生 产 队 长、

饲养员等，坐上炕头与

他 们 促 膝 谈 心 。 剧 中

陈 老 炳 的 扮 演 者 张 黎

明 深 有 感 触 地 告 诉 记

者：“ 原 以 为 到 基 层 体

验生活就是走马观花、

走走形式，但真的走进

农户后，我的想法彻底

转变了。通过采风，我

在 人 物 创 作 方 面 获 得

了 许 多 灵 感 ，受 益 匪

浅。”

记者在演出现场看

到，包括很多前来观看

演出的大学生在内，许

多观众被《日出而作》的

真实和质朴深深感动，

有的甚至流下了泪水。

他们表示，《日出而作》

不仅使他们受到了艺术

熏陶，更重要的是深入

了解了历史，心灵得到

了一次洗礼。今年49岁

的陈先生曾在农村生活

过很长一段时间，他说：

“ 我 经 历 过 同 样 的 事

情。我理解他们的内心

世界、他们的爱与恨。”

在 演 出 现 场 做 志 愿 者

的 广 东 外 语 外 贸 大 学

大 三 学 生 小 何 说：“ 这

部戏让我们了解到了我国农村上

世纪 70 年代的真实面貌，再看看

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二者真

是天壤之别。由此我们更深切地

体会到，改革开放给我们的国家

和农村带来的发展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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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工程少年网页设计竞赛将办

“中国本土宗教美术研究”丛书出版

文化交流是心灵的对话、感

情的沟通和友谊的纽带，国与国

之间开展文化交流有助于增进相

互了解和促进互利合作。中国和

非洲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

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源

远流长的中非文化在交流中绽放

出夺目光彩。

中国与非洲文化的交往历史

悠久，600 年前郑和七下西洋，其

中有 3 次到达非洲。两块同样有

着文明传承的土地，一旦展开文

化对话，互相凝视，彼此欣赏，备

感亲切。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

院、中国园林等近年相继落户非

洲国家；非洲文化也日益为中国

人民所喜爱，热情奔放的非洲歌

舞出现在北京舞台上，非洲的艺

术瑰宝——木雕、铜雕、牙雕为中

国人民所喜欢。

中非官方文化交流始于1955年，

当 年 中 国 和 埃 及 在 北 京 签 署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

共 和 国 政 府 文 化 合 作 会 谈 纪

要》。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则确立了“政治上平等互信、

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

鉴”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

非文化合作被提升到与政治、经济

合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北京峰会

上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行动计划（2007 至 2009 年）》，对中

非文化合作提出了 3 项要求，即积

极落实中非双边政府间交流计划

项目，推动和支持双方地方和民

间开展文化艺术演展活动以及实

施非洲文化人士访问计划。

几年来，在中非各方的共同

努力下，这些计划在多个层面得

到了深入落实。根据有关计划，

截 至 去 年 底，中 国 在 埃 及、毛 里

求斯、贝宁设立了 3 个中国文化

中心，已成为非洲人民了解中国

和 中 国 文 化 的 重 要 窗 口 。 3 年

来，中国先后有 20 个省市的艺术

团共 734 人赴非洲访问演出，参

加了非洲国家举办的 27 个艺术

节 或 庆 祝 活 动 。 中 方 共 邀 请 21

个非洲国家的艺术团体共 370 人

来华访问演出并参加中国举办的

国际性艺术节。

非洲文化人士访问计划也开

展得如火如荼。2007 年起，中国

文 化 部 进 一 步 充 实 了 计 划 的 内

容，先后分 6 批邀请非洲国家的 61

名文化官员和文化人士来华，参

加“文化政策圆桌会议”“客座艺

术家来华创作”等活动，推动中非

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

中非在学术团体、高等学校

等领域的合作也是促进中非文化

交流的有机组成部分。中方一直

努力扩大对非政府奖学金名额，

2009 年已达 4000 人次。同时中非

人才培训计划和中国援非农村学

校项目进展顺利，中国同 16 个非

洲国家合作开设了 23 所“孔子学

院”和“孔子课堂”。此外，中国与

非洲多个国家的新闻主管部门建

立了良好的联系沟通机制，新闻

媒体对彼此国家的报道，对增进

中非人民感情，推动交流与合作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非双

方互办“文化聚焦”活动，已经成

为 中 非 文 化 交 流 的 突 出 亮 点 。

2008 年和 2009 年，中国文化部与

有关方面合作举办了“非洲文化

聚焦”和“中国文化聚焦”活动，全

方位展示了双方文化和文化交流

成果，有力推动了中非文化交流

的发展和繁荣。去年 11 月，在中

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

通 过 的《沙 姆 沙 伊 赫 行 动 计 划

（2010 至 2012 年）》又明确提出：中

非要共同打造“文化聚焦”品牌。

为兑现有关承诺、落实行动计划，

中国文化部联合多家部委，将于

2010 年 5 月至 11 月在北京、甘肃、

青海、深圳等地举办“2010 非洲文

化聚焦”大型系列文化活动。此

次“文化聚焦”活动意义深远，必

将为推动中非文化交流、加深中

非友谊发挥重要作用。

中非互办“文化聚焦”活动，

有 助 于 我 们 从 人 文 视 角 理 解 对

方，也丰富我们各自的文化，更有

助于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长

达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使非洲

的文化传播和文化产业发展受到

制约。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西

方强势文化挟持着资金和技术优

势，打着贸易自由化的旗号在发

展中国家闯荡，其势汹汹，造成的

后果是这些国家的文化产品单一

化。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奋起捍卫

并发展自己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文化主权、文化安全就无从谈

起，可持续发展的源泉也有可能

丧失。站在这一角度观察，中非

双方互办“文化聚焦”活动无疑具

有高度的战略意义。

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中国

永 远 是 非 洲 的 好 朋 友、好 伙 伴、

好兄弟。”今天，朋友、伙伴、兄弟

这 3 个词汇已用中英文书写在中

非 文 化 交 流 的 标 识 上，朋 友、伙

伴、兄弟的情谊更流淌在中非人

民的血液中。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中非文化交流已从涓涓细流

汇成滔滔江河。在中非人民携手

迈向 21 世纪的征途中，蓬勃发展

的中非文化交流必将绽放出更加

绚丽的光彩。

（新华社内罗毕 5 月 16 日电）

本报讯 （记者杜洁芳）文化

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

心将于 6 月至 10 月联合文化共享

工程各省级分中心，面向全国青

少年开展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工程少年网页设计竞赛活动，参

赛获奖作品将集中展示在文化共

享工程网站“少年文化”板块。

活动期间，文化共享工程各省

级分中心及各市县支中心将举办免

费网页设计培训班，为广大青少年

讲解相关网页制作软件的使用。同

时各省级分中心将面向适龄青少年

征集参赛作品，并从中评选出 5 幅

至 10 幅推荐至文化信息资源建设

管理中心。管理中心将采取专家评

审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从

各地推选的参赛作品评奖。

本报讯 （记者刘茜）上海市

重点图书“中国本土宗教美术研

究”丛书近日由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全书 5 卷本，计 160 万字，

涉及汉代墓室绘画宗教思想、中

国墓室绘画、中国道教造像、中国

佛教美术本土化和中国宗教美术

史料等领域。据悉，此前，我国学

术界尚没有完整的本土宗教美术

研究专著和史料汇编。

该丛书一方面强调文本整理

的重要性和全面性，围绕遗存考

古成果的梳理展开研究；另一方面

突出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和探索性，

从墓葬美术、道教美术和本土化佛

教美术三大结构来认识宗教美术

各个时期的发展形态，强调其仪式

化、程式化、世俗化等艺术特征。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吴赛

锋 通讯员邱清卫）为进一步加强

非遗保护工作，近日，湖南省隆回

县将非遗保护中心从文化馆剥离，

成立独立建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该中心为全额拨款副

科级事业单位，这在湖南省县级非

遗保护中心中尚属首例。

隆回县高度重视非遗保护工

作，先后拨款 300 余万元用于非遗

保护。该县杰出传承人的补贴远

高于国家标准，其中国家级传承

人每年补贴 1.2 万元。目前该县

有 3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全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

的两个县之一。

湖南首个县级非遗保护中心成立

本报讯 （记者马子雷）著名

作家莫言近日在首届亚洲文化艺

术界高层学术论坛发表主题演讲

时说，亚洲各国文学家应该携起

手来，努力创造“作为世界文学之

一环的亚洲文学”。

莫言认为，在经济一体化背景

下，文化趋同渐现端倪。亚洲文

学不可避免地经受着趋同化的侵

蚀，比如欧美市场上的畅销书，很

快就会冲击中国图书市场。“这样

快捷的推介速度，导致中国作家

对欧美畅销书作者的故事模式、

情感模式和价值模式产生模仿趋

向，从而使文学的原创性和作家的

个性淡化，乃至消解。”

“大江健三郎之所以能取得不

俗成就，是因为他的作品包含各国

人民所能接受、理解的普遍价值，其

塑造的人物，不仅能感动本国读者、

亚洲读者，也能感动全世界读者。”

莫言说，“亚洲文学应该具有这种普

遍的永恒价值。亚洲文学，其实就

是思考亚洲的文学。亚洲文化本身

是一个千姿百态的存在，它们渗透

在文化艺术深处，形成了鲜明的东

方情调。这种宝贵的东方情调，就

是亚洲文学的鲜明标记。”

本报讯 （驻江苏记者王炜）

江苏省文化民生文艺巡演暨 2010

“幸福广场”常州市广场文艺周周

演活动日前在常州启动。

文化民生文艺巡演由江苏省

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主办。据江

苏省文化厅党组成员王世华介

绍，今年初，江苏省文化厅提出

“文化民生”建设理念，并设计打

造了“文化民生文艺巡演”这一实

践载体，组织了一批富有时代特

色、题材新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的文化产品，将持续送到基层，服

务百姓。

本报讯 （记者肖维波）俄罗斯

当代著名油画家伊戈利·伊万诺维奇·
萨姆松诺夫个展近日在北京举办。

伊戈利的绘画除了拥有俄罗

斯油画现实主义绘画风格外，更

具鲜明的个人绘画语言。他以自

己独特的心灵体验和丰富的艺术

语言向世人展现了对自然、对生命

的理解和向往。从展出的 50 余幅

精品画作可以看出，伊戈利把现代

艺术元素与中世纪的绘画手法完

美地结合起来，并把广为流传的古

老神话和传说赋予了全新的思想，

其表现方法简洁、精致而独特。

江苏举办文化民生文艺巡演

俄罗斯油画家伊戈利个展举办

莫言：“东方情调”是亚洲文学的标记

厦门歌仔戏剧团带来的传统歌仔小戏《三家福》在深圳市罗湖区文化公园上演。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

本报讯 （记者屈菡）5月14日，

参加第九届中国艺术节的艺术家

们走进广东省深圳市的社区、公

园，为当地市民送去了一南一北

两台好戏。

上午 10 时，吉林省长春评剧

院在南山区文化馆的演出准时开

始。虽然舞台条件比较简陋，但

演员们依然倾力表演了评剧《报

喜来》、《糖葫芦儿》以及《宰相胡

同》片段。在电视剧《乡村爱情》中

扮演齐镇长的王小西唱罢一曲，又

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演唱了《乡村

爱情》的主题曲《咱们屯里的人》。

走下舞台时，他已经是满头大汗，

却开心地表示：“这是北方评剧和

南方观众一次很好的交流。”

下午，厦门歌仔戏剧团在罗

湖区文化公园上演了传统歌仔小

戏《三家福》。虽然台上只有 7 位

演员、4 件乐器，精彩的表演依然

吸引了众多观众。团长林德和告

诉记者，《三家福》是老百姓喜闻

乐见的传统歌仔戏剧目。这次下

基层演出，剧团 20 多位演员都想

来，考虑到场地限制，只好进行了

适当精简，但演出效果却很不错。

“九艺节”艺术家送戏到鹏城

丹麦“小美人鱼”雕像、卢森堡

“金色女子”像、捷克查理大桥“幸

运”浮雕、黎巴嫩阿希雷姆国王石

棺、埃及法老遗物、罗丹“青铜时代”

雕像……世界各国“国宝”如今漂洋

过海，来到上海世博园，使参观者有

幸零距离感受人类文明奇葩。

文明的记录

说 起 人 类 文 明 就 离 不 开 古

埃及。上海世博会上，埃及馆 8

件 法 老 时 期 的 文 物 吸 引 了 大 量

参观者。

此次展出的 8 件文物中最古

老的是 18 王朝阿蒙霍特普一世的

一条金项链，距今已有 3500 多年

历史。项链由并排的 8 条串线构

成，每条串线上都串有若干形态

各异的金饰。

最精美的当属迟迟才亮相的

22 王朝舍松契二世金面具。面具

上法老的表情生动鲜活，集中体现

了2900年前古埃及的高超工艺。

体积最大的文物来自哈索尔

神庙的柱子，这个刻有法老阿普

里埃斯之名的爱神柱高 2.3 米，由

一整块玄武岩雕刻而成，距今约

2500 年。

在古代美洲，印第安人也创

造了辉煌的文明，今天墨西哥境

内的玛雅和阿兹特克王国遗迹就

是其中代表。在墨西哥馆内，代

表阿兹特克文化的砂岩雕刻“羽

蛇神艾卡特”石碑、“仙人掌”石碑

以及来自玛雅文明时代的石灰岩

雕刻“身披羽毛人物”版画让参观

者叹为观止。

据了解，上海世博会黎巴嫩馆

将在6月下旬展示一件国宝——古

腓尼 基 的 阿 希 雷 姆 国 王 石 棺 。

石 棺 上 镌 刻 着 珍 贵 的 人 类 历 史

记忆——腓尼基字母。在人类文

明史上，腓尼基字母与古埃及象

形文字、中国甲骨文并列为人类

最古老文字。

历史的见证

世博园中，许多文物记载着厚

重的历史。来到以“文明的果实”

为主题的捷克馆，在门口右手处就

能看到已经 650 多岁的查理大桥

“幸运”浮雕。查理大桥横跨捷克

母亲河伏尔塔瓦河，曾 4 次遭洪水

淹没，还多次被侵略者铁蹄践踏。

查理大桥上每个雕像都有一

段传说，其中最著名的是圣约翰

雕像，“幸运”浮雕便是这座雕像

基座上的铜板浮雕。传说一名牧

师因拒绝向国王泄露王后忏悔的

内容，被国王扔进伏尔塔瓦河，在

他被河水淹没的一刹那，天空奇

迹般地出现 5 颗灿烂的星星。于

是人们相信，只要摸一摸他雕像

下的浮雕就能获得好运。

站在捷克馆内的圣约翰雕像

前，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环绕在

圣约翰头上的 5 颗闪闪发光的金

星。雕像基座上的两块铜板浮雕

便是从布拉格运来的真品，分别

刻画了圣约翰被士兵扔下大桥，

以及王后向圣约翰忏悔的场景。

在卢森堡馆的门外，矗立着

“金色女子”像原件。“金色女子”

像原本是“自由女皇纪念碑”的组

成部分，用以纪念两次大战中阵

亡的卢森堡士兵。身着战袍的少

女微微欠身，手举橄榄枝圈，表达

人类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和平的向

往。据说，雕像在建立之初曾引

起过不少争议。由于少女的战袍

设计得有些“紧”“透”“露”，引起

了宗教界和保守派人士的强烈不

满。但当时的总理力挺，最终保

留了这一设计方案。二战中“自

由 女 皇 纪 念 碑”曾 被 纳 粹 推 倒。

幸运的是，一些卢森堡爱国人士

将“ 金 色 女 子”像 抢 回 并 藏 了 起

来。1985 年 6 月 23 日卢森堡国庆

节当天，“金色女子”像再次屹立

在“自由女皇纪念碑”上。

艺术的瑰宝

在世博园丹麦馆白色的螺旋

形建筑内，早已闻名遐迩的“小美

人鱼”雕像静立池中。丹麦馆还特

意将“小美人鱼”从 8271 公里外的

哥本哈根来到上海的全过程拍摄

下来，在馆内以纪录片形式播放。

“小美人鱼”塑像由丹麦雕刻家

艾里克森根据安徒生童话《海的女

儿》于1925年创作，此次参加上海世

博会是她近百年来首次离开家乡。

为了让家乡人能时刻看到她在上

海的情况，当地政府在哥本哈根港

口专门设立了一块多媒体大屏幕，

将“小美人鱼”塑像现场展示的动

态图像实时传输到大屏幕上。

这件丹麦国宝命运多舛，在

历史上屡遭破坏。曾经有人用油

彩涂抹过她的身体，用别国国旗

将她包裹，甚至有人锯掉过她的

头。尽管如此，她都得以“再生”，

成为丹麦的象征。

说起艺术，法国馆可谓其中

翘 楚 。 罗 丹 的 雕 塑“ 青 铜 时 代”

中，裸体士兵被赋予了人性，表现

出人的忧虑、羞怯和敬畏。该雕

塑代表罗丹真正走上艺术舞台。

在这个曾于 1889 年和 1900 年两

度参展巴黎世博会的国宝前，人

们纷纷驻足欣赏。

在 法 国 馆 的 落 地 玻 璃 橱 窗

里，记者还见到了奥塞博物馆提

供的 6 幅 19 世纪后半叶到 20 世纪

初的印象派杰作。它们摆脱传统

绘画模式，把对自然和人本身的

关注放到首位。

凡·高与高更合作完成的画

作《阿尔的舞厅》所表现的舞厅顶

端黄色灯光，给人一种炫目的错

觉，深色弧线勾勒出的色块体现

出厅内人群的拥挤，从而在整体

上将节庆的热闹场面和稍显压抑

的气氛形成对比。

高更的《餐点》（又名《香蕉》）

体 现 出 惊 人 的 二 元 构 造 ，以 及

19 世纪 60 年代巴黎画家从日本

版画中吸取的灵感。塞尚最具代

表性的作品之一《咖啡壶边的妇

女》昭示了立体主义画派的诞生，

毕加索、布拉克等画家都从这幅

画作中得到过启发。

马奈的《阳台》以自己的未来

嫂子和两位艺术家为模特，反映出

当 时 法 国 极 为 盛 行 的 西 班 牙 画

风。博纳尔的《包厢》（又名《化妆

间》）背离了当时上流社会的肖像

画传统，充分表现出人物形象的

优雅，同时带有些许神秘感。而

米勒的《晚钟》描绘了一对贫苦农

民夫妇听到教堂钟声后停下农活

低头祈祷的场景，向人们展示了

真实的法国农民形象，以及充满

深厚宗教传统的乡间风景。

（新华社上海 5 月 16 日电）

世博“国宝”背后的精彩故事
新华社记者 丁 宜 陈 勇 胡 瑶

新 华 社 深 圳 5 月 15 日 电

（记者黄浩苑）当点鼠标可以免费

观览电影和书籍，你是否还愿意

付费走进影院和购买图书？版权

贸易的难题困扰着正蓬勃发展的

中国文化产业。第六届深圳文博

会版权贸易发展高峰论坛 15 日于

深圳拉开帷幕，来自国内外知识

产权和版权贸易方面的有关人士

齐聚一堂，探讨建立规范的版权

贸易平台，推动文化产业的无形

资产转化为有形资本。

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版权贸易

密不可分，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和

新媒体的崛起为版权贸易提出了

许多新课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副总干事王彬颖认为，数字技术

的普及和应用对生活产生了全方

位的影响，但网络和无线技术的

发展和不断进步，为知识产权的

发展和保护带来了新问题，网络

技术的发展客观上使得盗版者侵

权行为成本减少、技术难度下降。

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理事长

朱永德介绍，《非诚勿扰》和《建国

大业》的影院票房为 3.2 亿元和

4.1 亿元，观众人次分别为 329 万

和 1305 万 。 另 一 方 面 ，据 不 完

全统计，上述两部影片在网络上

的 观 影 次 数 分 别 为 4417 万 和

1800 万，但权利人在网络发放许

可或转让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收入

仅一二百万元。

视频网站优酷网副总裁朱辉

龙认为，目前国内版权市场比较

分 散 ，版 权 交 易 仍 处 于 单 边 市

场。此外，相关的法规建设与解

读需要赶上新媒体的成长速度，

早日形成有效的规范。

如何维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是版权保护一直求解的难题。北京

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平认为，数字版权

保护面对的挑战与困境是目前世界

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传统版权

的逐一授受模式在互联网环境下

受到了挑战，可以尝试建立著作权

补偿金及版税制度解决私人大量

复制和经营者版权使用问题。

版权贸易难题困扰文化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