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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资讯

皮影《夜莺》“飞”进柏林中国文化中心

澳大利亚“熊猫竞赛”为何广受喜爱
本报驻澳大利亚特约记者 史 未

作为兼具民族性和国际性的

中国文化符号，熊猫一直在中国

文化的国际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就

有一个以熊猫命名的主题竞赛活

动——“熊猫竞赛”。该竞赛面向

堪培拉地区的学前幼儿及中小学

生公开征选艺术作品，自创办以

来，深受当地少年儿童的关注与

喜爱。日前，2010 年“熊猫竞赛”

的所有获奖作品在堪培拉城市图

书馆展出。一件件由澳大利亚孩

子 亲 手 创 作 的 作 品 虽 然 尚 显 稚

嫩，却不乏创意和亮点，给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

“熊猫竞赛”在澳广受欢迎

“熊猫竞赛”于 1995 年由澳中

友好协会首都地区分会创办，因首

届竞赛的主题为熊猫，故得名“熊

猫 竞 赛”。 此 后，该 竞 赛 每 年 举

办一次，参与学校和报名人数不

断增多，受欢迎程度不断提高，品

牌认知度和影响力也逐年提升。

2010 年“熊猫竞赛”在澳首都

地区十几所中小学校中征集了近

400 件参赛作品，参赛者年龄最小

的仅 3 岁，最大的不过 14 岁。竞

赛组织者将参赛作品按参赛者年

龄分组进行评选，每组分别设置

一、二、三等奖，还特设了创意奖

和综合奖。10 月 22 日，“熊猫竞

赛”颁奖仪式在堪培拉议会大楼

举行，澳首都地区多元文化部部

长 Joy Burch 女士为 50 多名小获

奖者颁发了奖状和奖品，中国驻

澳使馆文化处公参柯亚沙出席仪

式并讲话。颁奖现场的气氛极为

热烈，获奖的孩子脸上难掩喜悦，

陪同出席的老师和家长也高兴地

在一旁拍照、鼓掌。颁奖结束后，

一 些 孩 子 纷 纷 以“ 富 有 挑 战 性”

“有趣”“超棒”等词汇，表达了他

们参加“熊猫竞赛”的感受。

澳大利亚孩子描绘中国印象

“熊猫竞赛”对创作形式没有

限制，但每届主题均紧扣中国文

化，例如 2008 年为北京奥运会，

2009 年是灯笼，今年的主题则是

虎年。在堪培拉城市图书馆，各

式各样的获奖作品折射出澳大利

亚 孩 子 心 中 的 中 国 和 他 们 对 中

国 文 化 的 独 特 理 解 。 一 些 绘 画

作品在画虎的同时，还选取了竹

林、汉 字 以 及 中 国 的 谚 语、成 语

等文化元素来突出中国特色；一

些漫画 作 品 则 讲 述 了 人 与 虎 互

帮 互 助 的 小 故 事，既 充 满 童 趣，

又 含 有 保 护 动 物 的 寓 意 ；手 工

作 品 中 ，除 了 造 型 生 动 的 纸 老

虎、泥 塑 老 虎，还 有 令 人 耳 目 一

新 的 虎 年 贺 卡 拼 接 作 品 、布 艺

剪 贴 作 品 、以 老 虎 图 案 为 装 饰

元 素 的 中 国 灯 笼 等 。 虽 然 绝 大

多 数 获 奖 的 孩 子 并 没 有 去 过 中

国，但他们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和

向往，通过书本、电视、广播、音

像制品、互联网等方式努力地认

识着中国。

今年的获奖者中，有相当一

部分孩子已经连续参加了好几届

竞赛，而不少学校也把参加“熊猫

竞赛”视为一项传统。Mawson 小

学开展汉语教学已有 10 余年的历

史，设有华人教师任教的中文强

化班，其连续多年积极参加此项

竞赛，参赛学生人数为所有学校

之最。11 月 5 日，该校专门组织了

一堂关于“熊猫竞赛”和中国文化

的讨论课，由校长亲自主持，特邀

驻澳使馆文化处的工作人员和澳

中 友 协 首 都 分 会 会 长 参 加 。 参

加讨论课的 20 余名小学生均来

自该校的中文强化班，且都参加

了 今 年 的 竞 赛 。 他 们 首 先 轮 流

用中文做了自我介绍，并合唱了

一 首 中 文 歌 。 在 接 下 来 的 讨 论

中，学生们你一言我一语地道出

了 他 们 的 中 国 印 象 。 这 些 孩 子

大 多 能 说 出 中 国 的 长 城 、天 安

门 、故 宫 、天 坛 、鸟 巢 等 著 名 景

点，几个去过中国的则知道得更

多，对 游 览 过 的 苏 州 园 林、杭 州

西湖、四川九寨沟、西安古城等风

景名胜地津津乐道。一些人还极

为踊跃地为“熊猫竞赛”支招，提出

了不少好点子。

“熊猫”何以人见人爱

“熊猫竞赛”之所以受到如此

欢迎，原因之一在于它的寓教于

乐。其 开 设 的 第 二 课 堂 通 过 布

置开放式的作业，激发孩子们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让他们在轻松

好玩的 DIY 过程中拓展眼界、丰

富 经 历 ，同 时 提 高 他 们 对 中 国

文化的兴趣，加深其对中国文化

的了解。

“ 熊 猫 竞 赛 ”的 成 功 举 办 也

与 澳 大 利 亚 多 元 文 化 的 教 育 环

境 密 不 可 分 。 澳 大 利 亚 是 一 个

移民大国，多元社会族群造就了

其丰富多元的文化，而多元文化

教育政策的积极推行，配合多元

文 化 的 活 动 在 学 校 和 社 区 的 频

繁 举 办，为 不 同 国 家、不 同 民 族

的文化在澳社会的推广创造了有

利条件。中国文化作为澳多元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澳举办的

各种文化活动中成为一道亮丽的

风景。近年来，“汉语热”的升温

令选择汉语教学的澳中小学校越

来越多，对中国文化课程的重视

程度也越来越高。随着中国文化

的 进 一 步 普 及 和 推 广，“ 熊 猫 竞

赛”必将吸引更多的当地中小学

生走进生动活泼的第二课堂，与

中国文化进行亲密接触。

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中

国驻澳 使 馆 文 化 处 对 该 竞 赛 给

予 了 大 力 支 持 。 由 文 化 处 提 供

的 奖 品 造 型 生 动、制 作 精 美、中

国特色鲜明，令获奖的孩子们爱

不 释 手 ，既 提 高 了 竞 赛 的 吸 引

力，也为竞赛赢得了更多口碑。

本报讯 （驻塞尔维亚特约

记者永宏）11 月 13 日，由塞中友协

主办的中国武术交流展示会在塞

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吸引

了来自塞国内 15 家武术俱乐部的

近 200 名武术爱好者参加。中国

驻塞使馆大使魏敬华、文化参赞刘

永宏以及塞中友协主席尼古拉·拉

多舍维奇等嘉宾出席了该活动。

魏敬华大使在开幕词中称，

此次活动既是一场“ 以武会友”

的盛会，又是增进中塞两国文化

交流的良好契机，相信随着中塞

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今后

两国包括武术在内的各种交流与

合作将会更加活跃。

展 示 会 上，各 俱 乐 部 的“ 教

头”率众弟子纷纷献出绝技，有刚

柔并济的太极拳，有严防快攻的

咏春拳，有实战性较强的散打和

自由搏击，也有“喉顶钢矛”等令

人惊叹的硬气功，精彩的表演赢

得观众阵阵掌声。为表彰三位长

期致力于传授中国武术的教练，

尼古拉·拉多舍维奇还特别为他

们颁发了奖杯。

本报讯 （驻德国特约记

者何文波） 11 月 12 日，柏林中

国文化中心与柏林玩偶剧院合

作，在文化中心多功能厅上演

了皮影戏《夜莺》。中国驻德国

使馆文化处公使衔参赞李新、

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主任贾建新

等出席并观看了演出。

虽然当天是周末，而且还

下起了雨，但这场活动仍然吸

引了诸多观众前来观看。来自

柏林玩偶剧院的表演者艾弗琳·
格雷女士在皮影戏的表演方面

有着很深的造诣，她娴熟的技巧

和夸张、生动的语言，一开场就

抓住了孩子们的注意力。大家

全神贯注地盯着由一张张皮影

所展现出来的神奇世界，虽然

全场的表演者只有一人，但是

丰富、动人的故事情节仍然深

深打动了现场观众，而这种来

自中国的独特表演方式也赢得

了连续不断的掌声和笑声。

《夜莺》是安徒生作品中唯

一以中国为背景的童话，它讲

述了一个发生在古老中国皇宫

里的离奇故事：夜莺用婉转美

妙的歌声打动了死神，挽救了

生命垂危的皇帝。此次皮影戏

《夜莺》的上演及大受欢迎，是

中国古老戏种皮影在欧洲推广

的一次成功尝试。柏林中国文

化中心表示，将继续促进中国

和欧洲的艺术团体合作，将更

多中国的艺术形式推向广阔的

国际舞台。

塞尔维亚“教头”率弟子秀中国武术

随 着 各 国 间 文 化 交 流 的 发

展，中国艺术团体出访国外已是

件很平常的事了。提起艺术家出

国演出，一般人心中可能首先会

想到掌声与鲜花，但作为一名从

上世纪 50 年代起就在中央歌舞

团服役的乐手、干部，我自建国

初期到上世纪 90 年代离休，随团

先后走访了欧、亚、南北美洲区

域的 30 余个国家，深知这其中的

酸 甜 苦 辣 。 那 些 所 经 历 的 非 同

寻常的事，尤其是 1960 年出访南

美的一场“历险”，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飞机迫降，夜宿里斯本

1960 年初，我以鼓手兼乐队

指挥的身份，随中国艺术团出访

美洲。当时，国际上掀起一股反

华逆流，美国政府与中国处于敌

对状态，周恩来总理亲令要组织

精 英 荟 萃 的 一 流 艺 术 团 在 美 国

“后院”开展人民外交。以陈忠经

（时任对外文委副主任）为团长的

百人中国艺术团就此组成，其中

包括以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领

衔的京剧艺术家，世界青年与学

生 和 平 友 谊 联 欢 节 金 质 奖 获 得

者、著名歌唱家郭淑珍，以及在国

际比赛上获奖的中央歌舞团青年

舞蹈家徐杰、资华筠等。

出访的第一站是委内瑞拉。

我随京剧团、歌舞团两团的乐队

一起，被分在第三批，乘荷兰 KLM

航空公司航班横渡大西洋。没想

到出师不利，飞机航行不足 1 小

时，突然左侧螺旋桨停转，不得不

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迫降。说是

“2 小时后即可起飞”，但是过了 10

多个小时仍得不到起飞信号，最

后得到通知夜宿里斯本。由于当

时我国与葡萄牙并未建交，葡当

局不准我们离开机场。经航空公

司几番交涉，才达成协议，需将护

照扣在海关，人方可入境，下榻酒

店后亦不得走动。于是，我们虽

住进了里斯本的饭店，却成了一

批身无护照的“危险”人士。

遭遇政变，被困库拉索

后来，辗转坐上飞机，经过十

几个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抵达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上空。可

不知为何，飞机一直在空中盘旋，

并不降落。这时，机长宣布委内

瑞拉发生军事政变，机场关闭，而

返回欧洲的话恐怕路程太远，油

料储备不足，只好就近迫降荷属

小岛——库拉索。祸不单行，我

们这些“难友”简直又受了当头一

棒。这次，除将护照扣在海关外，

当局更以“防止走私乐器”为由，

将我们随身携带的乐器也全部扣

在海关。争辩无用，为了安全，我

们也只好“服从安排”了。

库拉索岛是旅游胜地，但我

们这些“不速之客”却毫无赏景观

花的雅兴。与国内亲人及艺术团

的战友们全部失去了联系，在食

不香、睡不稳的状态下，3 天的时

间仿佛过去了 3 年！

先期到达委国的艺术团领导

及同志们只知因所在国政变机场

关闭，却不知我们身在何处。李

少春先生事后告诉我：“我们当时

处境也很危险，甚至都准备打道

回府了。”是啊，没有乐队，哪出

戏、哪个节目都演不成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3 天后，

委国政府平息了政变，机场再次

开放。在 KLM 航空公司的友好

协助下，我们延期 5 天安抵加拉加

斯，全团欢聚，格外感受到同志间

的温暖情谊。

无辜受害，遭催泪弹“洗礼”

时值 5 月，地处赤道附近的加

拉加斯市，气温高达摄氏 40 度以

上。全团百人各就各位，团结一

致积极为首场演出做准备。正在

热火朝天之时，忽然有人鼻子发

酸，随即大家均感不适。你看我，

我看你，似乎每个人都在流泪，还

夹杂着打喷嚏。此刻，大家才注

意到从门窗的缝隙中涌进股股烟

雾，并听到阵阵枪声。当地朋友立

刻前来告之：“政变虽已平息，但仍

有少数人在城内聚众闹事，治安部

队正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原来，

这是瓦斯气涌进了剧场，令我们也

无辜受害！大家流涕对视而笑，稍

事休整，继续排练。

经过积极准备，来自中国的

文化使者们在委内瑞拉的演出获

得了巨大成功。加拉加斯的观众

对我们的欢迎、赞颂达到了疯狂

程度，每场演出谢幕达数十次，观

众长久等候在剧场外，不舍得离

去。中委两国当时虽未建交，但

中国艺术团全体受到了委国总统

的 隆 重 接 见 。 出 访 拉 美 的 第 一

站，虽是一波三折，但最终取得了

成功。当时，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都回响着一句话：“祖国啊，我们

没有辜负您的重托！”

有惊无险，差点被栽赃

委内瑞拉演出初战告捷，我

们又充满信心地奔向下一个国家

哥伦比亚。虽然对拉美人粗犷豪

放的民族性格和表达感情的方式

已有所了解，但万万没有想到，哥

伦 比 亚 朋 友 竟 会 以 举 家 接 迎 、

“抢”客人的方式，把全团化整为

零地“ 塞”进了私家汽车离开机

场！我也无例外地被人拥抱、献

花、架走——几乎在瞬间，全团上

下就失去了联系。这特殊的欢迎

方式使我这个临时被任命为“全

团行动总干事”的人，出了一身冷

汗。所幸所有车全部按时到达我

们下榻的酒店，真是又一次有惊

无险！

初到波哥大，下榻的酒店一

时安排不下全团上百人，只好分

出 30 人到离此不远的另一家酒店

住宿。这家酒店不大，从老板到

服务人员都非常友好，尤其是饭

菜很精美，使我们有宾至如归的

感觉。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赶去剧

场排练。忙了一上午回到酒店，

见老板及服务员分别在大厅及我

们所住各个房间门口站立，面带

愠色，神情紧张。经老板讲述，我

们才获知了刚刚发生的触目惊心

之事：“ 在诸位离开酒店之后不

久，来了 18 名大汉，称自己是调查

局人士，欲进入你们所住的各个

房间，被我拒绝后，又进行利诱并

道出来意。原来，他们是要以查

看行李为名，放入些枪支武器，然

后等你们回来后突击检查，最后

以‘私藏武器罪’栽赃，将你们驱

逐出境，达到破坏艺术团哥伦比

亚首访演出的目的。”老板义正辞

严地拒绝了这些恶棍的要求。他

对我们说：“诸位入住我的酒店是

我们的荣幸，但出于安全考虑，建

议立即迁出。”

我们感谢了老板，立即汇报

团部，采取紧急措施，以最快速度

迁出酒店。第二天，翻译告诉我

们，酒店老板在报上登了严正声

明，揭露了这一卑劣的“ 调查事

件”，客观上保护了我们并使中国

艺术团得以顺利演出。

中国艺术团南美“历险记”
王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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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文化交新中国文化交流早期记忆流早期记忆

岁月如歌

11 月 16 日，中央歌剧院院

长俞峰邀请部分在京媒体来到

剧院，听取了主创人员对该院正

在排演的歌剧《货郎与小姐》的

相关情况介绍。在俞峰的亲自

主持下，该院曾最早成功扮演货

郎角色并因此一举成名、现年 81

岁的老艺术家李光羲老师及歌

剧院其他领导柏玉华、黄小曼、

高艾等人，与记者们聊起了这一

即将再度上演的阿塞拜疆经典

剧目。

面容很显年轻、声音更显年

轻的李光羲热情地回忆起《货郎

与小姐》“想当年”的辉煌，他自

1959 年 6 月在北京天桥剧场开

始演出该剧，先后演出了几十

场，而这台歌剧迄今已经在中国

演出了差不多 300 场，在过去的

年代几乎是家喻户晓、耳熟能

详。不但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

领导人看过，华罗庚、梁思成等

著名学者还经常将其推荐给自

己的朋友。在 1958 年“大跃进”

后生活困难的年代，人们踊跃走

进天桥剧场观看《货郎与小姐》，

大家从剧目的开头一直笑到结

尾。那一场又一场欢乐的笑声，

直 到 今 天 还 让 李 光 羲 回 味 无

穷。他说，这部歌剧好听、好看，

有唱有跳，很有观众缘。此次准

备于 11 月 26 日和 27 日在天桥

剧场饰演货郎的青年演员张英

席说，当他在家里练习演唱货郎

的唱段时，他的妈妈非常惊愕他

怎么会唱这么老的歌，原来，妈妈

也会唱《货郎与小姐》里的歌曲。

据介绍，阿塞拜疆经典歌剧

《货郎与小姐》是新中国在首都

上演的第一部外国喜歌剧，而且

从一开始就是中文版歌剧，为观

众所喜闻乐见、久演不衰。上世

纪 70 年代，中央歌剧院曾用其

所演出的《货郎与小姐》剧照编

成小人书出版发行。因故事中

充满了喜剧色彩，该书成为老少

皆宜的休闲读物。中央歌剧院在

阿驻华使馆文化官员的建议下，

决定在今年11月中下旬的国际歌

剧季以及明年的中国阿塞拜疆文

化年上，重新上演此剧。

歌剧《货郎与小姐》的作者

乌 杰 尔·加 吉 别 科 夫（1885—

1948）是阿塞拜疆著名作曲家和

音乐学家，也是阿塞拜疆苏维埃

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歌的作

者。早在十月革命前，他就开始

了戏剧音乐的创作活动，一生中

写下 7 部歌剧和 3 部音乐喜剧。

这部于 1913 年首次在阿塞拜疆

首府巴库上演的《货郎与小姐》，

已被译成 30 多种文字，在世界

许多国家的舞台上成功进行了

演出。这部喜歌剧之所以久演

不衰，在于它具有深刻的人民性

和现实性，以及独特的民族风味

和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

为把这个 2010 年中央歌剧

院国际歌剧季中的国际合作项

目做得更好，中央歌剧院还邀请

了阿塞拜疆国家歌剧院的著名

导演古利耶夫· 哈菲兹·马哈拉

姆·奥古勒和著名舞美设计塔希

洛夫·塔希尔·拉希德·奥古勒来

华指导排练。他们将携带阿塞

拜疆地道的表现技法，与中央歌

剧院合作创造出风格纯正的阿塞

拜疆喜歌剧。为使今天的年轻演

员在舞台上有更成熟完美的艺术

表现，中央歌剧院特地请出了上

世纪 50 年代扮演该剧男主角阿

斯克尔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李光

羲担任本剧的艺术指导。经李光

羲老师抠过的戏，味道浓郁了许

多，戏也精彩了许多，据说有的

“戏眼”处年轻演员的表演怎么

也让人笑不出来，经李老师指点

迷津，果然让人立马爆笑起来。

该剧的两组演员都选拔了

当今歌剧舞台上的佼佼者。富

有的年轻商人阿斯克尔由男高

音歌唱家张英席和金郑建饰演；

苏尔坦别克的女儿古丽乔赫拉

由女高音歌唱家尤泓斐和高蕾

饰演；破产的老贵族苏尔坦别克

由男低音陈佩鑫和田浩饰演。

中央歌剧院此次还大胆起用了

活跃在当今歌剧舞台上的青年

指挥家朱曼担纲指挥。

俞峰特别介绍说，该剧的演

出还得到了阿塞拜疆驻华大使

亚沙尔·托菲吉·阿利耶夫，以及

阿驻华使馆文化处官员法尔哈

德·阿尼萨·巴巴耶夫的鼎力相

助，演出将谱写新时期中阿两国

人民友谊与文化合作的新篇章。

北京天桥剧场将再闻《货郎与小姐》欢笑
本报记者 张小兰

尤泓斐（左）11月16日在中央歌剧院为到访者示范《货郎与小姐》

片段，其身后为俞峰院长（右一）和李光羲老师（右二）。 张小兰 摄

2010 年“熊猫竞赛”部分获奖作品

本报讯 （驻日本特约记

者冯树龙）11月13日，由中国美

术家协会、日中友好会馆、福冈

亚洲美术馆共同主办的《现代中

国美术》展在日本西部城市福冈

开幕。中国驻福冈领馆总领事

武树民、福冈市副市长高田举

征、日中友好会馆理事长村上

立躬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以

中 国 美 术 馆 副 馆 长 梁 江 为 团

长、包括著名画家董小明、苗在

新、白展望、陈琪、李晓林、赵丹

琪等在内的中国美术家代表团

一行 9 人，应邀前来参加活动。

开幕式隆重热烈，吸引了众多

日本艺术界人士和民众参加。

这次在福冈亚洲美术馆巡

展的 86 件（组）作品几乎囊括油

画、中国画、版画、漆画、年画、

雕塑、动漫等各个门类，为十多

家日本美术机构与中国同行反

复遴选而得。正如该馆研究员

山木裕子在画册论文中归纳的

那 样，这 次 展 览 分“ 历 史 的 记

录”、“支撑着国家的人们”、“年轻

人”、“都市情境”、“地方生活”五

个部分，吻合了“第 11 届全国美

展”的主要内容，反映了中国美

术创作的近期变化及特征。

《现代中国美术》福冈展是

继今年5月奈良展之后的第2站，

将展至 2011 年 1 月 10 日。

中国当代美术精品在福冈大受欢迎

塞尔维亚武术爱好者大秀中国功夫。 永 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