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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来往往

环球周末

随着南非世界杯的开赛，一

种极具非洲特色的乐器——呜呜

祖啦开始广为人知。除了一次次

精彩的射门外，这个喇叭模样的器

具所发出的声音，也给全世界球迷

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乎所有国家

的媒体都对呜呜祖啦进行了报道，

很多人对它的声音表示厌恶，并用

“濒死大象的叫声”“一群嗡嗡作响

的大黄蜂”“擤鼻涕的声音”等词句

来形容它。然而，虽然“激怒了球

员和教练，惹恼了转播电台，得罪

了各国球迷，甚至让许多南非人都

无法忍受”，但是呜呜祖啦近日却

得到国际足联的力挺，得以继续安

心地留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噪音魔鬼”成为众矢之的

南非世界杯比赛上，呜呜祖啦

成为球迷助威品中的“明星产品”，

进场的球迷人手一支呜呜祖啦，赛

场内外“呜呜”声不绝于耳。据在

南非的记者反映，去赛场的路上随

处可见兜售呜呜祖啦的摊贩，这个

独特的小喇叭被涂上各国国旗的

颜色，等待着球迷的购买。有关人

士称，截至6月底，南非将会售出80

万个呜呜祖啦，而伴随着呜呜祖啦

世界影响力的提升，在欧洲也将会

有150万个呜呜祖啦被售出。

呜呜祖啦在自己的主场上雄

风大振，却让来自其他国家的球队

和球迷们伤透了脑筋。荷兰队主

帅范马尔韦克愤怒指责呜呜祖啦，

称其发出的声音令人烦躁不已。

德国队表示要戴耳塞踢球，其主帅

勒夫还打算用扩音喇叭向场上球

员传达战术。法国队队长埃夫拉

说：“我们在夜里无法入眠，呜呜祖

啦的声音一直在耳边响起。从早

上 6 点钟开始，就有球迷吹呜呜祖

啦。在赛场上，因为过大的噪音，

球员之间甚至没法沟通。”英格兰

队队长杰拉德无奈地说：“这样进

行比赛肯定会发疯。”意大利前锋

帕奇尼更是不满地表示：“球场上

应该给队员们下达命令、互相建议

留出一点空间，现在这一切都被呜

呜祖啦的声音毁了。我们需要更

多地集中精神，关注比赛。”

在德国，甚至出现了反对呜呜

祖啦的官方网站，目前已经有超过

21万人在这家网站上署名，表示对

呜呜祖啦的抗议和反对。医学界

人士指出：“南非工业噪音标准为

85分贝，而一个呜呜祖啦发出的声

音就可达到 113 到 130 分贝。当一

个有着2.5万人的体育场同时吹响

呜呜祖啦，那声音至少要在 144 分

贝左右，这样的高噪声环境对听觉

会造成很大损伤，还很有可能导致

人们永久性听觉丧失。”

来自各国电视台的抱怨声更

是不小于呜呜祖啦的声音，这些

花了高价钱购买转播权的电视台

给组委会施加了很大压力。组委

会主席乔丹前些时候在压力之下

曾表示计划取缔呜呜祖啦。而据报

道，英国BBC电视台已经在商讨运

用技术手段将除解说外的所有声音

去除，以减小噪声对转播效果的影

响，因为截止到当地时间 6 月 14

日，BBC 已经接到 545 起针对呜呜

祖啦影响收视效果的投诉了。

呜呜祖啦的文化底蕴遭质疑

虽然遭到抗议和抵制，但南非

人 对 呜 呜 祖 啦 的 热 爱 却 丝 毫 不

减。在他们看来，呜呜祖啦俨然

已经成为足球运动的一部分。南

非球迷表示：“我们这个国家过去

有很多不幸，喇叭可以让我们忘

记痛苦；喇叭是我们生命的一部

分，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

享受足球的快乐。”

南非当地组委会一位官员表

示：“呜呜祖啦是南非文化的一部

分，不可能禁止它出现在南非的

球场内。我不想太多考虑那些球

场之外的人是如何看待呜呜祖啦

的，我所考虑的是现场观众的感

受。如果你是在家里看球的话，

你肯定和身穿代表各个国家队的

服装、手持呜呜祖啦的现场观众

的感觉不一样。这是南非所举办

的世界性赛事，所以作为我们的

客人，请尽情拥抱我们的文化，拥

抱我们的庆祝方式吧。”国际足联

主席布拉特近日也重申，不会禁

止使用呜呜祖啦。他说：“我在其

他国家没看到他们本国的传统音

乐被禁止过，难道你愿意看到自

己国家的球迷传统被禁止吗？我

一直都在说非洲有不同的韵律、

不同的声音。”

国际足联的官方网站曾专门

登载一篇介绍呜呜祖啦的文章，

称 这 种 喇 叭 在 南 非 拥 有 悠 久 历

史，球迷将其带入赛场已成为南

非足球比赛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

景。目前关于呜呜祖啦的起源主

要有两种说法，一是说这种喇叭

是南非凯萨酋长俱乐部的著名球

迷 弗 雷 迪·马 克 的 发 明 。 他 在

1965 年将自己的铝制自行车喇叭

略加改装，做成了可以用嘴巴吹

的球迷喇叭。之后，因国际足联

认为这个铝制喇叭是一件“危险

的武器”，禁止将其带入场内，马

克 不 得 不 找 到 一 家 塑 料 制 品 公

司，制作了现代版的呜呜祖啦。另

外一种说法则称，最早的呜呜祖啦

是由非洲大羚羊的角制成的，人们

用它发出的呼呼声来驱赶狒狒。

不过，关于南非人口中的历史

文化遗产呜呜祖啦的文化底蕴，遭

到了不少国外媒体的质疑。德国

《世界报》网站日前发表文章称：

“尽管关于呜呜祖啦的争议一直因

为它所谓的‘文化遗产’的地位悬

而未决，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多

的文化价值。呜呜祖啦从去年开

始才成为时尚的助威工具，而且，

它的历史来源也一直是个谜。”

最近北欧国家瑞典喜事连

连，人们刚刚于 6 月 6 日欢度完

国庆日，又迎来了王室长公主

维多利亚与“ 平民驸马”丹尼

尔·韦斯特林的大婚——这是

瑞典自 1973 年以来举行的首个

王室婚礼，也是瑞典历史上首

个女性王位继承人的婚礼。

瑞典政府对此次皇家婚礼

颇为重视，先后为此发行了 3 枚

纪念邮票和 2 枚纪念银币。针

对婚礼的报道工作，外交部还

专 门 设 立 了 新 闻 中

心，准 备 了 200 多 部

电 话 和 电 脑 供 记 者

们 使 用 。 据 外 交 部

新 闻 司 相 关 负 责 人

克拉斯·严纳伊斯介

绍，申请报道的记者

现已超过 1500 人，其

中 瑞 典 国 内 的 记 者

有至少 1000 人，其余

的则来自德国、挪威

和英国等。

被迫“随份子”，
国民质疑君主制

然而，对于这件

“ 举 国 欢 庆 ”的 大 喜

事，瑞典国内出现了

不少不和谐音。根据

瑞典王室方面提供的

信息，维多利亚公主

大婚的预算是2000万

克 朗（约 合 300 万 美

元）。值此金融危机

横扫欧洲各国，普通

百姓缩衣节食、艰苦

度日之际，王室成员

居 然 还 对 婚 礼 大 操

大 办 。 更 加 要 命 的

是，国王古斯塔夫只

肯 支 付 全 部 费 用 的

一 半 给 女 儿 当“ 嫁

妆”，另外一半则需要

动用纳税人的钱为公

主“随份子”——这一

做 法 让 国 民 极 为 不

悦，抵制王室铺张浪

费的呼声不绝于耳，

甚至有人开始质疑君主制的存

在价值。

反对者认为，像瑞典这样

一个以“公平”和“高福利”著称

的国家，不应该再继续保留王

室 婚 礼 这 种“ 陈 旧 而 昂 贵 的

仪 式 ”。 网 友 们 在 社 交 网 站

facebook 上成立了“反对支付婚

礼费用”的群组，注册的会员人

数已经将近 6 万。而自维多利

亚公主与韦斯特林一年前宣布

订婚以来，瑞典共和协会的会员

人数增加了一倍还多，目前已达

到 6000 余人。协会主席阿尔辛

说：“民众已经觉醒并认识到，时

值 21 世纪，瑞典仍旧无法在平

等上更进一步。”

斯德哥尔摩的一个诗人协

会拒绝为王室大婚挥洒文采，诗

会成员提德荷尔摩表示：“王室

是‘阶级社会’的捍卫者，而光是

这一点就足以构成反对王室的

论据。”他深信公主大婚会导致

反效果，让更多的国民感到“受

够了王室”。

瑞典经济状况
或将借婚礼复苏

其 实 ，长 久 以

来，瑞典王室的表现

在所有欧洲王室中倒

也堪称楷模。有学者

专门就国王和民主的

关系进行过研讨，得出

的结论是瑞典王室还

是很令人满意的——

几乎没有任何丑闻，

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针对民众诸多的

反对言行，负责筹备

婚礼的霍堪·彼德松

解释道，王室婚礼向

来不是赔本的买卖，

前期投入的资金一般

到最后都能够顺利收

回。瑞典皇家法庭也

对这场奢华的婚礼表

示支持，理由是婚礼

将从游客的消费和纪

念品的销售中得到极

大的回馈。

斯 德 哥 尔 摩 商

业 区 首 席 执 行 官 载

特 贝 还 特 意 从 经 济

角 度 算 了 一 笔 精 明

账，他认为，首先，来

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对

此事的报道是对瑞典

和首都斯德哥尔摩的

免费宣传——这可是

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好机会；其

次，美食、服装、礼物等以婚礼

为 主 题 的 相 关 商 品 目 前 都 销

售得非常好；最后，从长远的

角度来看，婚礼将对瑞典的旅

游业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这

对 于 深 受 金 融 危 机 之 苦 的 瑞

典 人 来 说 ，无 异 于 一 场 及 时

雨。近日，某国际组织甚至宣

称，通过调查显示，瑞典的经济

状况将借此在今年年中开始复

苏。

2010 年 6 月 8 日是中国和缅

甸建交 60 周年的日子。日前，中

国文化部派出由云南艺术界人士

组成的中国艺术团访问缅甸，先

后在内比都、仰光、曼德勒进行巡

演。艺术团完美的编排组合、精

湛而富有激情的表演、浓郁的云

南 特 色 赢 得 缅 甸 观 众 的 广 泛 赞

誉，为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

谊做出了贡献。

艺术无国界

6 月 3 日 ，中 缅 两 国 艺 术 家

庆祝中缅建交 60 周年的联袂演

出 在 缅 甸 首 都 内比都的泽雅蒂

利宫正式拉开帷幕。双方精选 4

个节目，中场是中方为缅甸培训

的 3 位小杂技学员的汇报演出，

结尾则是由中方导演编排、中缅

演员共同演出、表现中缅人民友

好 相 处 的 歌 舞 节 目 。 剧 场 内 气

氛 热 烈，喝 彩 声 和 掌 声 不 断，中

缅 之 间 的 友 好 情 谊 让 现 场 观 众

深深感动。

演出结束后，缅甸总理吴登盛

陪同来访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登上舞台，与两国演员合影，祝贺

演出成功。近距离见到温家宝总

理的演员们兴奋不已，纷纷表示，

能得到总理的赞扬和肯定，能为

中缅文化交流做出贡献，他们深

感荣幸。中方陪同团成员、参加

中缅合作项目签字仪式的中国官

员，以 及 缅 甸 外 交 部 长、宣 传 部

长、文化部长等 10 多名缅甸高官

也出席观看了当天的演出。

6 月 5 日在仰光国家大剧院的

专场演出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

缅甸人民的友好情谊，也取得了很

大的成功。演出结束后，全场观众

起 立，长 时 间 鼓 掌，久 久 不 愿 离

去。看得出来，缅甸观众受到了震

撼，他们在感动、在思考。这也说

明，好的文化交流项目传递的情

感、产生的效果是多么的突出啊！

缅甸文化部部长吴钦昂敏对

中 国 艺 术 团 的 精 彩 表 现 赞 叹 不

已，感谢中方派出如此优秀的艺

术团和表演节目访问缅甸。缅甸

文化部还表示，希望把专场演出

的录像资料作为展示中缅友谊的

艺术珍品永久珍藏。

磨砺出精品

缅甸是我国的重要邻邦，几十

年来，中缅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变

幻的考验。在中缅建交 60 周年这

一重要时刻，由中国云南省组派的

中国艺术团访缅，意义非同寻常。

当时，接到文化部的出访任

务之后，云南省文化厅立刻行动

起来，组成了约 40 人的艺术团。

艺术团团长由文化厅厅长黄峻担

任，主持人来自电视台，歌唱演员

是上海音乐学院教师。为确保演

出水准、丰富节目内容，艺术团还

在各地、州艺术院团及云南省歌

舞剧院、云南省杂技团精心挑选

了演员和编导。

编导们精心设计节目，为求完

美数易其稿，随后又征求使馆意

见，报请文化部审定。经过反复推

敲、不断磨砺，一台为庆祝中缅建

交 60 周年的专题演出终于出炉。

专题演出名为《同饮一江水》，以连

接中缅的伊洛瓦底江为主线，充分

展现并讴歌了中缅胞波（缅甸语

“兄弟”之意）的深情厚谊。

这 台 演 出 融 歌 舞 、器 乐 、杂

技、魔术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

充满了浓郁的云南特色，却也不

乏 现 代 气 息 。 为 了 保 证 现 场 效

果，艺术团携带近 4 吨的演出道具

赴缅，包括幕布、背景、音响等。

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激情奔放

的歌舞、扣人心弦的杂技、伊江两

岸泼水节之歌……张弛有序、高

潮频现的节目征服了缅甸观众，

也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

合作显真情

整个巡演过程中，中国艺术

团无论走到哪里都得到很高的礼

遇，缅甸文化部组成了接待中国

艺术团工作组，机场、饭店、演出

场所都有详细的迎送安排。为熟

悉剧场，加紧合作排练，艺术团在

到达仰光的当天就提出赶往 398

公里之外的内比都。这让接待组

一度感到十分为难，因为缅甸文

化部部长吴钦昂敏在审查接待方

案时，曾明确指示要确保艺术团

的安全和演员们的休息，要让演

员们到达仰光后先休息一夜，第

二天再赶往内比都。

缅甸对入境物品的管理十分

严格，申报批准的时间很长，按照

常规，演出结束后道具也难以从

机场取出来。为解决道具入境问

题，接待组可谓想尽了办法。他们

利用各种人脉关系，冒着很大的风

险，硬是在艺术团到达当天将道具

从海关取出并运往内比都。

在合作演出中，中缅双方也

竭力配合，显示出两国间深厚的

感情。在内比都表演时，缅方希

望用自己的翻译主持。然而，缅

方 的 这 位 翻 译 虽 说 平 时 中 文 流

利，听力也不错，但真的当上主持

人后，音调不准、吐字不清等问题

就暴露了出来。本着既要相互尊

重，又要保证效果的原则，中缅双

方 商 定，把 主 持 词 浓 缩 到 最 少。

后来，翻译按照中方的修改稿，反

复朗诵，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主持

词背到滚瓜烂熟。在仰光的专场

演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虽然中

国艺术团既有主持人也有缅文翻

译，且缅文翻译之前已排练多次，

但缅方认为节目主持中运用了很

多文学语言，如“中缅友谊水长流、

树常绿、情更长”等，翻成缅文后怕

观众不易听懂。于是，双方当即决

定改由缅甸主持人与中方主持人

共同主持。中方翻译逐字逐句地

与缅方主持人沟通、解说，缅方主

持人理解后，再用当地语言重新组

织、表达。他们不顾疲劳，排练了

一遍又一遍。功夫不负有心人，最

终的演出不但让缅甸观众“看懂

了”“领会了”，更深深感受到了来

自中国艺术团的真情。

呜呜祖啦：引发争议的世界杯“乐器”
本报实习记者 宋佳烜

同饮一江水 胞波情谊深
——中国艺术团访缅侧记

本报驻缅甸特约记者 高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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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世界杯的“乐器”呜呜祖啦

演出现场

本报讯 （驻朝鲜特约记

者李少鹏）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

军入朝参战 60 周年，中朝两国

的 电 影 工 作 者 将 合 拍 一 部 电

影。6 月 4 日至 10 日，应朝国家

电影委员会邀请，由中国电影制

片人协会副理事长、北京九州同

映国产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水合等组成的中方合

拍工作组一行4人访问朝鲜。

工作组受到了朝方的热情

接待。朝鲜国家电影委员会制作

局局长李海成于6月5日会见工

作组并设宴表示欢迎。在朝鲜国

际电影合作社的安排下，工作组

考察了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

4.25电影制片厂、露天摄影基地，

并与朝鲜国家电影委员会官员，

4.25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导演等

举行了多次会谈。双方对电影剧

本、合作方式等具体问题进行了

充分协商，基本达成了一致意

见。双方均表示将共同努力，克

服一切困难，于年内拍摄完成一

部高水平、有特色的影片。

此次合拍电影的计划始于

2009 年，作为中朝间首次合拍

的一部电影，其合拍工作得到

了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的高度重

视和大力支持。

中朝首次合拍电影 中方工作组访朝

“笑语欢歌”逗乐东京观众
本报讯 （驻日本特约记

者蓝燕）6 月 10 日晚，由中国曲

艺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相声演

员姜昆带团，众多明星参演的

第五届“笑语欢歌”曲艺晚会在

日 本 东 京 的 文 京 公 民 剧 场 举

办。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为

演出题写了贺词，中国驻日使

馆公使衔文化参赞张爱平及使

馆 文 化 官 员 出 席 ，与 现 场 近

2000 名观众一同观看了演出。

此 次 访 日 团 演 员 阵 容 强

大，著名相声演员姜昆、戴志

诚、李金斗等的相声，著名小品

演员巩汉林及其夫人金珠的小

品逗得台下观众捧腹大笑；著

名军旅歌唱演员郁钧剑、著名

美声歌唱演员殷秀梅的嘹亮歌

声让台下观众意犹未尽；目前

在国内很受欢迎的男旦歌唱演

员李玉刚，更凭着其优雅的扮

相、精彩的表演博得了观众雷

鸣般的掌声与喝彩声；石磊和

焦建东的手影戏是首次在日本

的舞台上展现，他们表演的动

物造型及惟妙惟肖的口技，让

观众大饱眼福和耳福。

艺术家们的倾力演出以及

观众的热烈反应使得当晚原定

两个小时结束的演出延长至 3

个小时。中国驻日使馆文化处

为该演出的后援单位。

乌拉圭观众热捧马友友大提琴演出
本报讯 （驻乌拉圭特约

记者寇泽刚）6 月 13 日，著名大

提琴演奏家、美籍华人马友友

亮相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国

家 音 乐 厅 ，举 办 了 专 场 音 乐

会。中国驻乌拉圭大使李仲良

夫妇及乌拉圭国家副总统、文

化教育部部长、驻乌外国使节

等出席观看了演出。

马友友的到来在当地掀起

了追捧古典音乐的热潮，演出

一票难求，成为这个南美洲小

国“ 历 史 性 的 文 化 盛 事”。 当

晚，演出大厅里座无虚席，每一

曲悠扬流畅的演奏之后都是一

波兴奋热烈的掌声。人们用掌

声表达着对马友友的赞赏，也

以掌声宣示着对精湛艺术的理

解和热爱。

乌拉圭是一个具有欧洲文

化传统的国度，民众喜爱古典

艺术、追捧艺术大师。很多人

在翘首期盼亲眼目睹马友友风

采的同时，也把马友友与中国

联系起来，表现出对中国文化

的兴趣。当地媒体对马友友的

艺术历程进行了广泛宣传，并

盛赞他做了“把古典大提琴艺

术与现代音乐结合起来的勇敢

尝试”。

欧盟国家文化机构合作组织埃塞小组成立
本报讯 近日，埃塞俄比亚—

法国联盟、英国文化委员会埃塞

办公室、歌德学院、意大利驻埃

塞使馆文化处等驻埃塞欧洲国

家文化机构于埃塞俄比亚首都

亚的斯亚贝巴共同签署协议，

成立了欧盟国家文化机构合作

组 织（EUNIC）埃 塞 俄 比 亚 小

组。

该 小 组 的 成 立 将 为 欧 洲

和埃塞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

并 促 进 双 方 进 一 步 改 善 文 化

多样性、增进相互理解。在签

署仪式上，欧盟驻埃塞大使表

示，欧盟国家文化机构合作组

织 旨 在 在 欧 盟 文 化 机 构 间 建

立 有 效 的 合 作 伙 伴 关 系 和 网

络，提高和改善欧洲社会的文

化多样性，并加深欧盟文化机

构间的相互理解，加强其与欧

洲 以 外 国 家 的 国 际 对 话 和 文

化合作。

目前，欧盟国家文化机构合

作组织已在全球设立了 48 个小

组，埃塞俄比亚小组是撒哈拉以南

非洲成立的第二个小组。（欧 文）

有人把呜呜祖啦的声音形容

为“大黄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