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苏富比以 2.3 亿元人

民币拍出的天价乾隆瓷器槌声

刚落，11 月 11 日，英国又爆出了

5.5 亿元人民币拍出乾隆瓷的

疯狂天价。自 2005 年乾隆瓷首

次过亿以来，此次可谓是创了

新的惊人天价。

天 价 ，天 价 ，又 是 一 个 天

价！纪录不断被打

破和刷新，而且这天

价神话的创造者，据

说都是中国人。有

人欢呼，有人惊愕，

有人沉思……这槌

声 的 背 后，究 竟 有

何玄机？

或 许 有 人 会

问 ，清 代 康 熙 、雍

正、乾 隆 三 朝 是 中

国瓷器史上的又一

个 高 潮 期，那 么 为

什么唯独乾隆朝官

窑瓷器在市场上被

炒 到 热 得 发 烫 呢？

究 其 原 因，恐 怕 与

国 人 心 中 的“ 帝 王

情结”不无关系。

辛亥革命仅革

掉了一个皇帝。在

如 何 梳 理 和 扬 弃

2000 多年的封建文

化 遗 产 上，由 于 一

个革命接着一个革

命，国 人 还 来 不 及

细 加 思 索，在 一 片

混茫中颠簸着走至

今天。在久历贫困

的 境 遇 中，一 旦 暴

富，以何种心态“载

物”，倒成了一个问

题。从上世纪 80 年

代“王霸”之风的刮

起，到 90 年代宫廷

轶事的戏说，“帝王

情 结”由 苏 醒 到 践

行，“ 过把皇帝瘾”

的 暗 恋 情 绪 渐 趋

明朗。

家中搜罗几件

宫廷流散和帝王们

曾用过的家具置放，上面最好

摆几件帝王把玩过的字画（最

好 是 皇 上 亲 制 字 画），或 者 是

象征帝王权力的玉玺，似成时

尚 。 当 然，宝 座、龙 袍 也 不 应

放弃。拥有这些物件，既可满

足某种心理需求，又是一项投

资 的 好 营 生 ，此 种 时 尚 缘 何

不追？

清朝去之不远，又在影视

剧中长相邂逅，揣摩的结果：乾

隆皇帝当为首选。“太平天子”

“ 风 流 皇 帝 ”，谁 不 钦 羡 啊 ！

更 何 况 ，乾 隆 宫 廷 流 散 的 物

什 多 有 迹 可 寻 。 于 是 ，从 上

个 世 纪 90 年 代 的 后 期 开 始 ，

国 内 拍 卖 市 场 的 清 宫 器 物

一 路 走 俏 ，劲 挺

热 炒 ，一 发 而 不

可收。

境 外 某 些 拍

卖机构，似乎摸透

了 某 些 中 国 人 的

心 态 ：你 出 手 阔

绰 ，我 疯 狂 炒 作 ；

你 势 在 必 得 ，我

肥 饵 下 钩 …… 就

连 被 西 方 强 盗 抢

走 的 圆 明 园 中 的

建筑构件，也由数

千 美 元 炒 至 千 万

美元以上。最终，

还 要 由 中 国 人 花

重 金 埋 单 。 可 悲

的 是 ，国 人 在“ 爱

国 ”之 举 的 背 后 ，

却 被 外 国 人 恶 狠

狠地宰了一刀。

当然，公平合

法 地 从 国 际 市 场

购 回 中 国 流 散 文

物 无 可 指 摘 ，但

对 于 那 些 背 景 不

明 、物 非 所 值 的

东 西 ，就 值 得 推

敲 了 。 若 一 味 追

捧 宫 廷 器 物 ，不

考 量 其 真 正 的 文

物 价 值 ，或 不 顾

某 些 文 物 的 流 失

背 景 而 盲 目 回

购 ，难 免 会 落 入

境 外 不 法 之 徒 设

下 的 陷 阱 。 这不

仅 会 造 成 经 济 损

失，也会给依法追

讨 流 失 文 物 造 成

负面影响。

对 于 中 国 百

年文物流失的历史，国人不会

淡忘，其 流 失 的 原 因 更 是 铭

刻 在 心 。 而 今 ，国 际 上 追 讨

流 失 文 物 的 呼 声 迭 起 ，埃 及

等 一 些 国 家 审 时 度 势 ，不 断

成 功 追 讨 ，像 我 们 这 样 一 个

流 失 文 物 至 多 的 大 国 ，也 该

是 举 国 一 致 依 法 追 讨 的 时

候了。

10 月 30 日，由国家话剧院、京

演集团、北京西城区人民政府、北

青文化和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

有 限 公 司 联 合 出 品 的 大 型 话 剧

《四世同堂》在台北中山纪念馆隆

重首演，老舍先生的这部经典名

作终于在问世 60 多年后第一次以

话剧的形式搬上了舞台。本次演

出既是国家话剧院采取“大陆排

练、台湾首演”“新作品首先为台

湾同胞服务”剧目排演新模式的

首次尝试，也是大陆赴台演出团

体首次采用两岸紧密合作的商业

运作模式。《四世同堂》在台湾获

得了社会关注和市场效应的双丰

收，该剧首轮在台北共演出 3 场，

票房销售超过 90%，票房收入高达

700 万 元 新 台 币，观 众 人 数 超 过

6500 人次。

戏里戏外 同胞情深

祁老人、瑞宣、大赤包、冠晓

荷……这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

形象，至今耐人品读、历久弥新。

老舍先生在作品里诠释了中国人

家庭观念里的至高境界——四世

同堂，这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

珍藏的民族记忆。话剧《四世同

堂》历经 3 年多的酝酿、筹备和 3

个多月的精心排练，同样也凝聚

了国话人的诸多心血。老北京的

四合院、演员们地道的“京片子”、

风味浓郁的北平生活画卷，都让

台湾同胞领略到了老北京文化的

独特魅力。

一位年逾古稀的台北观众在

看完演出后激动地表示：“这部话

剧很生动，好像看到了活的历史，

能够感受到两岸同胞在抗日战争

年代同仇敌忾的情感，是一部伟

大的作品！”一名戏剧专业的台湾

研究生说：“整出戏很有历史的纵

深 感，演 员 的 表 演 也 功 力 十 足。

尽管台词都是不折不扣的‘京片

子’，但接受起来完全没有问题，

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也能

激发出强烈的共鸣。”

著名艺术家、《四世同堂》主

演雷恪生于首演当晚邀请了生活

在台北、已经 87 岁高龄的堂兄雷

怡生一家人来看戏，并激动地告

诉观众这是他们老哥俩分别 60 多

年后首次在台北见面。他在谢幕

时眼含热泪对哥哥说：“等我完成

了 演 出 任 务 ，一 定 到 你 家 去 看

你！”亲人重逢的感人场景深深地

打动了现场的观众。

好戏以后要常来演

话剧《四世同堂》的演出受到

了台湾各界的热烈欢迎。国民党

名誉主席连战及夫人、台湾海基

会董事长江炳坤及夫人、新党主

席郁慕明、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

夫人周美菁女士等多位台湾知名

人士慕名前来观剧，本次演出也

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大盛事。

演出结束后，连战来到后台，

看望了全体演员。“抗战的时候，

我在重庆念小学，也就是剧中演

的这段时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

最黯淡的一段时期。我们在尊重

历史的大前提下，能够把中华民

族 共 同 的 牺 牲、奋 斗 记 住，流 的

血、流的汗就没有白流。这是给

我们这一代人，也是给我们下一

代 人 的 一 个 最 好 的 教 育。”他 表

示，老舍先生是一位大家都很尊

敬的著名作家。当前，在两岸民

众共同努力，走和平发展道路的

时候，演这样一出戏有着非常深

刻的意义。“第一感谢大家，第二

祝福大家，第三希望好戏以后能

常来演，谢谢你们！”

《四世同堂》来到台湾的消息

也受到了台湾岛内媒体的广泛关

注。从前期的宣传预热到演出时

的全面报道，大家普遍认为话剧

《四世同堂》创造了大陆话剧作品

在台湾首演的历史，在市民中形

成了轰动的话题效应，成为近年

来在台湾演出的票房最好的话剧

作品。“此次首度将《四世同堂》改

编为舞台剧，并选在台湾首演，创

下大陆剧团的纪录，对两岸文化

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有报道对演

出给予了这样的高度评价。

新城旧影展现老北京

为了有效地宣传此次《四世同

堂》赴台演出，拉近台湾同胞与老北

京历史的距离，进而全面地诠释原

著的内涵和提升演出的感染力，国

家话剧院联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

府，借助西城区区域内丰富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于演出同时在台

北中山纪念馆举办了“新城旧影中

的京都印象——老北京文化展”，展

览与剧目演出相得益彰，吸引了不

少人前来观看。

展览分为实物展区和多媒体

互动展区，参观者不仅可以观赏

展品，还可以与来自北京的内画

鼻烟壶、脸谱绘制、毛猴、七巧板、

剪纸、面塑、皮影 7 项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民间艺术家进行互动式的

交流。作为一项以市场方式运作

的 文 化 交 流 活 动，“ 老 北 京 文 化

展”第一次以“剧目演出+文化展

览”的形式，把原汁原味的老北京

风情展现在台湾同胞面前，受到

了台湾观众的热烈欢迎。

“此次国家话剧院大胆创新，

将首演安排在台北，体现了国家

院团为台湾同胞奉献文化精品的

责任与宗旨。”国家话剧院院长周

志强这样说道。他表示，“大陆排

练、台湾首演”的全新演出方式不

仅让两岸民众得以共享中华艺术

的瑰宝，也为两岸文化交流注入

了强大活力，将进一步激发两岸

艺术界加强合作的热情和潜力。

同时，《四世同堂》打破了以往赠

票的方式，所有门票一律通过商

业渠道出售，为两岸文化产业整

合营销创造了紧密合作的成功范

例。据悉，《四世同堂》在完成台

北首演后，将展开大规模的全国

巡演。明年 1 月 13 日至 28 日，该

剧将在北京展开首轮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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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民众喜迎“中国文化月”

中华文化系两岸 戏里戏外同胞情
——话剧《四世同堂》台北首演回眸

孙 路

▶

11 月 13 日，为期两天的中文教学论坛在旧金

山湾区开幕，来自全美各地的 300 多名中文教育工

作者参加。论坛期间还举办了中文教学资料展等

活动。

图为在美国旧金山湾区举办的中文教学论坛

上，一位美国汉学家在参观中文教学资料展。

（新华社发）

她 是《翠 岗 红 旗》里 的 向 五

儿，一 个 坚 强 的 红 军 家 属；她 是

《革命家庭》里的革命母亲周莲，

周 总 理 称 赞 她“ 演 了 一 个 好 妈

妈”；她是《烈火中永生》里的江

姐，温柔而坚强的形象被无数观

众奉为银幕经典；她积极参与筹

建 中 国 儿 童 电 影 制 片 厂 ，并 在

1981 年担任了第一任厂长和艺术

指导……她，就是于蓝。一个下

午，记者来到年近九旬的于蓝老

师家中，听她讲述所经历的新中

国早期文化交流往事。

从苏区文艺骨干到国
际电影节常客

上世纪30年代，怀着一腔报国

热情的于蓝千里迢迢奔赴延安，投

身革命事业。虽然条件艰苦，但延

安的文娱生活非常丰富。由于普通

话说得好，在抗大学习的于蓝经常

参加一些文化活动。1940年，她和

好友赵路被挑选进了鲁艺实验剧

团，“糊里糊涂地走向了艺术的大

门。”也因此“确定了自己一生的道

路”。在鲁艺，她接受了专业的表演

培训和文化知识的熏陶，也参演了

一些话剧，这些为她以后的演艺生

涯奠定了基础。

1950 年，于蓝到上海拍摄电

影《翠岗红旗》。这部影片的导演

张骏祥早年留学国外，曾长期在

国统区工作，在戏剧、电影方面都

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在他的指

导下，于蓝等人先在江西生活了

两个月之久，深入调研、体验时代

背景，收获良多。影片拍摄过程

中，于蓝在电影表演艺术方面学

到了很多东西，对视觉艺术的魅

力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翠岗红

旗》完成于 1951 年春节前夕，正赶

上 1950 年 24 部国产故事片的展

映活动，还获得了 1951 年第六届

卡 罗 维·发 利 电 影 节 的 摄 影 奖。

说起在国际上获得肯定的原因，

于蓝表示，除了苏区人民历尽艰

辛最终获得胜利的生活历程令人

感动，“在这部片子中，江家宅前

的老槐树和石板小路，以及我们

踩水车的场景都非常美，也非常

醒目地突出了中国地方特色。”

1962 年，于蓝又因为在《革命

家庭》中成功饰演周莲一角，获得

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

演员奖并亲赴莫斯科领奖。

跟随苏联专家再当小学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电影界一批

同志要赴苏联学习，组织上征求于

蓝的意见，但于蓝没有去，她觉得自

己要塑造的主要是中国妇女的形

象，耗费好几年时间去国外学习

似乎不太值得。1953 年，著名话

剧导演孙维世让于蓝出演舞台剧

《万尼亚舅舅》，扮演重要角色之

一叶琳娜。正好苏联专家列斯里

在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导演课，孙维

世便把他请到青年艺术剧院帮助排

练。列斯里看完排练后，马上把于

蓝和另一位男演员撤了下来。

于蓝心里当然不好受，但她是

个要强的人，通过认真观察全剧重

排，她找到了自己失败的原因——

对角色的理解错误，即单一地为演

悲剧人物而演，没有挖掘出剧本赋

予人物的丰富内涵，而且对帝俄时

代和契科夫作品也缺乏了解。她深

感演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知识和精湛

演技的职业，想要进一步学习和深

造的念头也越来越强。

1954 年初，中央戏剧学院首

次创建了由苏联专家库里涅夫执

教的表演干部训练班。于蓝精心

准 备 了 考 试，最 终 被 顺 利 录 取。

当时，班里大部分学员工作繁忙、

家务繁重，光一个“注意力集中”

的 基 础 训 练 就 让 许 多 人 出 了 洋

相，更别说拖着僵硬的腿“哆里哆

嗦”地跳小天鹅了。为了鼓励于

蓝，她的爱人、著名演员田方特地

送她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面写

着“做一个好学生”。

在训练班里，库里涅夫不断

告诉大家要留意生活。于蓝记得，

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的艺术是

为了谁”。于蓝像小学生那样认认

真真地学习，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各

种知识和技能。毕业仪式上，库里

涅夫看着她说：“于蓝，你很漂亮，但

是太瘦了！”回忆起这段经历，于蓝

说，我很高兴苏联专家和我们的艺

术观点是一致的，他教我们艺术永

远是为人民服务的，他还教我们用

艺术改变生活，并帮我们走向富有

朝气的艺术天地。

抗美援朝的难忘经历

1950 年冬，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北京电影

制片厂派了摄影队去朝鲜，演员

科的同志们也坐不住了，纷纷要

求赴朝慰问。最后，厂长汪洋确

定了一支由 14 名同志组成的队

伍，于蓝和李百万（电影《白毛女》

中大春的饰演者）分别担任队长

和副队长。于蓝至今还记得当时

的场景：朝鲜老百姓打开房门，说着

他们听不懂的话，大意是邀请他们

进去。于蓝说，朝鲜的老大爷、老大

娘十分爱护他们，一早就端来热水

给大家洗脸，还在树林里拴上草绳，

让他们把头天夜里淋湿的衣服晾晒

上。虽然语言上无法沟通，但大

家却是心心相通的。

于蓝所在的小组以深入生活

为 主 ，放 电 影 及 演 出 小 节 目 为

辅。他们采访、听报告、参加各种

座谈和交流，看到志愿军战士们

在艰苦条件下表现出的高尚思想

和顽强意志，于蓝和她的同事们也

受到了教育和锻炼。于蓝记得，当

时在露天广场上放电影，来观看的

除了志愿军还有附近的朝鲜老百

姓。敌人的飞机一次次出现在广

场 上 空 ，但 大 家 没 有 因 此 而 退

却。看完电影，大家在深沉的夜

色中走回去，朝鲜女孩子三五成

群地唱着民歌。

在平壤，于蓝他们还参观了电

影厂，厂长等人热情地欢迎来自中

国的同行。见面之初，由于没有翻

译，大家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只是笑

着，紧紧握着手。电影厂的同志带

于蓝参观了编辑室、录音室和洗印

车间——只要是未被炸毁的房间，

就有人在里面工作。参观完电影

厂，中朝演员围坐在美丽的小山坡

上，唱着自己国家的歌谣和苏联歌

曲，还跳起各自的民族舞，欢庆这战

火中的相聚。虽然在平壤只停留了

3天，但这里的一切都给于蓝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与朝鲜人民的友谊也

得到了升华。

本报讯 11 月 4 日，由中

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与委内瑞

拉高教部、文化部联合举办的“中

国文化月”活动在委中央美院开

幕。中国驻委使馆临时代办陈

平、委高教部部长爱德加多·拉

米雷斯应邀出席了开幕式。据

了解，此次活动由摄影展、电影

月、杂技演出等内容组成。

浑 厚 的 锣 鼓 和 精 美 的 舞

狮 表 演 拉 开 了“ 中 国 文 化 月”

的序幕。传统的中国结、中国

龙 、大 红 灯 笼 将 展 厅 布 置 得

喜 气 洋 洋 ，一 件 件 展 品 向 观

众 展 现 了 中 国 5000 年 的 古 老

文 明 ，一 幅 幅 图 片 让 观 众 欣

赏 到 刚 刚 落 幕 的 世 博 盛 宴 和

改 革 开 放 后 中 国 人 民 的 生 活

图景。“中国文化月”在委当地

引起了巨大反响，反映了近年

来 委 内 瑞 拉 民 众 对 中 国 文 化

的浓厚兴趣。 （朱晓燕）

斯里兰卡国家电影公司将办中国电影展

本报讯 11 月 9 日，斯里

兰卡国家电影公司在公司电影

厅 举 行 中 国 电 影 展 新 闻 发 布

会。此次电影展由中国驻斯里

兰卡大使馆与斯里兰卡国家电

影公司联合举办，中国驻斯使

馆政务参赞韩涛、斯国家电影

公司主席阿贝辛赫等出席了发

布会。

韩涛简要回顾了中国改革

开放 30 多年来电影市场的发展

情况，表示此次中国电影展将

增进斯观众对中国历史、文化、

民俗，特别是中国人民当代生

活的了解，进而加深两国人民

友谊。阿贝 辛 赫 介 绍 了 此 次

中国电影展基本情况，盛赞近

年 来 中 国 电 影 事 业 迅 速 发 展

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希望两国

在电影领域进一步加强交流与

合作。

据悉，此次中国电影展将

于 11 月 26 日在斯国家电影公

司举办，历时 5 天，届时将展映

7 部故事片和 4 部纪录片。

（刘 传）

中外联手打造国际合唱品牌

从 好 学 生 到 好 演 员
——于蓝记忆中的新中国早期文化交流往事

本报记者 陈 璐

于蓝简历：

辽宁岫岩人，生于1921年。

1950年转入北京电影制片厂，

先后在《翠岗红旗》和《龙须沟》

中扮演主要角色。上世纪60年

代，主演了《革命家庭》和《烈火

中永生》。1981年，积极参与

筹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并

担任了第一任厂长、艺术指

导。1989 年被授予新中国成

立 40 周年最佳影星。2009年

获第 27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

身成就奖。曾担任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

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中

国儿童少年影视中心主席等。

文化部外联局与本报合办
邮 箱：whbgjb@163.com
电 话：010—59881914 64296360

新中国文化交流早期记忆

岁月岁月岁月如歌如歌如歌

1961年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中国代表团与朝鲜朋友合影（右四为于蓝）

本报讯 （记者宋佳烜）11月

15 日，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

中国合唱协会与国际合唱联盟

合作协议签 约 仪 式 在 北 京 举

行 。 中 国 对 外 文 化 集 团 公 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宇、中国合

唱协会理事长田玉斌、国际合

唱 联 盟 主 席 迈 克·杰·安德森

共同签署了协议。根据这一协

议，上述单位将建立长期、稳定

和可持续的伙伴与合作关系，

并将于 2012 年 7 月在北京合作

举办“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合唱

节暨国际合唱联盟世界合唱峰

会”。

据悉，中国国际合唱节自

1992 年创办以来，已经连续举

办了 10 届，为中国乃至世界合

唱 艺 术 的 发 展 做 出 了 积 极 的

贡献。张宇表示，期待通过与

国际合唱联盟的合作，进一步

把 中 国 国 际 合 唱 节 打 造 成 高

水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

国 际 合 唱 品 牌 和 重 要 文 化 交

流品牌。安德森认为，作为世

界 上 最 具 专 业 性 和 权 威 性 的

合唱组织，国际合唱联盟拥有

丰 富 的 合 唱 艺 术 资 源 和 广 泛

的合作伙伴，与中国对外文化

集 团 公 司 和 中 国 合 唱 协 会 联

合举办“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合

唱 节 暨 国 际 合 唱 联 盟 世 界合

唱峰会”，对 提 升 中 国 国 际 合

唱节的品牌地位、扩大中国合

唱 艺 术 的 世 界 影 响 力 和 增 进

世 界 对 中 国 合 唱 艺 术 的 了 解

和各国合唱交流，都将产生积

极的推动作用。

文化部相关直属单位负责

人和北京部分合唱团体负责人

及合唱爱好者近百人参加了签

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