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 30 年代，一个瘦小

单薄的中国留学生考入英国马

林诺斯基学院学习社会学。同

班同学中有一个来自非洲的黑

人小伙儿，比这名中国留学生

大几岁。那时西方社会到处充

满种族歧视的现象，而勇敢、健

硕的黑人小伙儿就成了这个中

国学生的保护神，经常为他仗

义执言、打抱不平。这个中国学

生就是我国大名鼎鼎的社会学

家、现已辞世的费孝通先生，而

那个黑人小伙子则是东非国家

肯尼亚的开国元勋——肯雅塔。

最近看到的这则故事给我

的触动和启发很大，我也不禁

想 起 了 自 己 初 到 非

洲 时 和 非 洲 人 交 往

的 故 事 。 第 一 次 到

非洲是 3 年前的事情

了，那时候我刚刚大

学毕业，什么经验也

没有，就这么冒冒失

失地到了尼日利亚。

我 最 初 的 工 作

是进仓，即监督工人

将 我 们 的 货 物 搬 进

仓 库 里 。 因 为 没 有

工作经验，我一开始

吃 尽 了 苦 头 。 这 些

非 洲 搬 运 工 有 的 时

候真是让人很无语：

只要你没有在监督，

他 们 就 把 货 物 随 便

一扔，根本不管有没

有 放 整 齐 、放 牢 固 ，

而 且 通 常 是 重 重 地

一扔，不管货物是否

可 能 被 摔 坏 。 而 当

你 指 出 他 们 的 错 误

时，他们常常会极力

辩解，或者装着听不

懂你的话。

转 机 来 自 一 件

很微小的事情，那是

在一次进仓的时候，

一个老搬运工过来问我借 200

奈 拉 。 我 当 时 正 忙 得 焦 头 烂

额，想都没有想就给他了。第

二天他又来问我要钱，我有点

恼火，说：“你昨天才问我借钱，

怎么今天又借？而且也不好好

工作。”他说他的车没有油了，

没钱加油就没有办法工作。我

只好又借了他 200 奈拉，并对他

说：“这个钱不用还了，但是你

要好好工作。”那个搬运工听了

之后很惊讶，说：“你真的不用

我还了吗？”我想反正也是一点

小钱，便说：“只要你们好好工

作，配合我就好了。我们是朋

友，一点小钱就算了。”

从那以后，这位老搬运工

变得非常配合我的工作。而且

他还主动找到我比较头疼的几

个“刺头儿”谈话，由于他比较

有威望，所有的搬运工都非常

配合和努力了。那个老搬运工

没有再向我借过钱，但是我知道

搬运工作非常辛苦，他们经常是

全身湿透，便经常买水给他们

喝。而他们无论是在工作时还

是在路上碰见我，都会兴高采烈

地和我打招呼、开玩笑。我常常

想：其实我也没有给予他们什

么，无非就从一个监工的角色变

成了他们的朋友而已。

后来，我转去做销售。销

售工作我也是第一次做，遇到

了 很 多 困 难 ，但 逐 渐 都 解 决

了。唯一一个难题就是有一个

代销店的店主，非常

不好相处。每次我和

他交流，他都是爱理

不理的。有时候你在

跟他说话，他却自顾

自做事情，好像我不

存在一样，让我很是

尴尬。

这个人是我们的

一个大客户。虽然他

的店铺并不是最大，

但生意却是那条街上

最好的。我想改善和

他的关系，可是无论

我怎么努力对他表示

尊敬，也没有效果。

正 在 无 奈 的 时

候，一次意外的机会

降临了。有一天，这

位店主付了一大笔钱

给我们，数完以后，我

们发现他多付了 2 万

奈拉。非洲人一般比

较粗枝大叶，只要我

们不说，他永远也不

会 发 现 。 但 下 班 以

后，我还是亲自赶到

他的店铺，告诉他多

付了 2 万，并说明天

如果他付钱，可以扣

掉 2 万。他当时还是对我不冷

不热的，说自己确实可能多付

了，明天会扣掉的。

后来，店主虽然还是“包公

脸”，可对我的态度好了很多。

我去他店铺的时候，他会和我

打招呼。甚至有的时候，他会来

我的办公室，主动问我要货——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段时间以

后，我们已经合作得很好了。

在非洲的经历让我感受到，

要和非洲人交朋友，只要付出自

己的真心和友善就行了。如果

我们真诚、平等地对待他们，他

们也会用赤诚之心对待我们。

我们付出的一滴甘露，会获得

他们整个绿洲的回报。

近日，一部以“典型中国，熊

猫故乡”为主题的成都城市形象

广 告 片 在 美 国 有 线 新 闻 网

（CNN）、英国广播公司（BBC）等

西方主流媒体播出。继 2009 年中

国商务部在 CNN 投放的“中国制

造 ”广 告 ，以 及 由 国 新 办 发 起 、

2010 年 7 月开始拍摄的中国首部

国家形象宣传片之后，这则中国

城市的形象广告片再次引起了人

们对中国形象广告的关注。

“熊猫让我想回家”

历史文化街区宽窄巷子里老

成都的市井之态；喧嚣热闹的大

小茶馆里的成都式悠闲、繁华商

业区春熙路的熙来攘往……通过

成都在 CNN 投放的宣传片，西方

观众可以一睹他们之前或许并不

熟 悉 的 中 国 西 部 城 市 成 都 的 风

貌。让很多西方观众更感亲切的

是，广告片的主角是一只憨态可

掬的大熊猫。该片由屡获国际大

奖的中国广告导演唐高鹏执导，

片中的熊猫由日本道具师土井真

一设计。那么，作为一部试图从

外国人视角拍摄的城市形象广告

片，它的反响到底如何呢？

“对于伦敦人来说，中国还是

太远，四川就更远了，要说我来自

四川成都，周围的外国人知道的

不多，但一听我说来自熊猫的故

乡 ，老 外 们 顿 时 就 变 得 十 分 兴

奋。”生活在伦敦的成都人“嗨咪”

离开家乡已经 10 年，近日，在 BBC

网页上看到这则成都形象片视频

的 他 感 到 非 常 惊 喜 和 骄 傲。“ 嗨

咪”说他无数次观看这个视频，思

乡之情涨得“心尖发痛”，“熊猫让

我想回家”。除了勾起海外成都人

的思乡情，该片也赢得了外国观众

的好评。一些外国网友在观看了

“熊猫篇”后赞叹不已——他们原

来对中国的城市只知道北京、上

海，没想到中国还有成都这座非

常漂亮的城市，而且还是熊猫的

故 乡 。 坦 桑 尼 亚 人 皮 莉 告 诉 记

者，看过宣传片后，她发觉成都是

一个非常适合旅游的城市。

对外宣传要遵循规律

近年来，作为中国新的经济

增 长 极 和 西 部 大 开 发 的 引 擎 城

市 ，成 都 的 国 际 影 响 力 不 断 提

升。截至目前，已经有包括英特

尔、IBM、马士基等在内的 179 家

“世界 500 强”企业来成都投资发

展。不久前，《福布斯》杂志刊登

文章称成都是“未来 10 年世界上

发展最快的城市”。受到越来越

多关注的成都希望向世界传递更

加开放的信息。“我们从去年年底

就有了向海外营销成都城市形象

的念头，广告无疑是最直接抵达

受众的方式之一。”成都市市委外

宣办新闻联络处处长黄琳告诉记

者，城市形象广告片项目在 2010

年年初正式启动。

这部城市形象广告片从论证

立项、筹备、招标、制作到投放，前

前后后花了近 1 年时间。“国际视

野”是黄琳在参与整个项目运作

过程中体会最深的四个字。黄琳

向记者介绍说，其实此次成都同

时制作了两个版本的城市形象广

告片。一部是在中央电视台播放

的“国内篇”，另一部是面向西方

观众的“海外篇”。国内外两个版

本针对不同的受众人群，思路大

有不同。对外宣传不是一拍脑门

的事情，拍城市形象广告片也并

不是拿了钱就可以立项。在财力

物力有限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拍好

城市形象广告片？怎么才能让更

多的外国观众认识成都、喜爱成

都？国际传播有哪些规律性的东

西可循？这种种问题，一直萦绕

在城市形象广告片工作小组所有

人的心里。黄琳说，为了进一步

了解国外广告风格，工作小组开

了一次又一次的专题会，观摩了

上百部国外优秀形象广告片。

在一个几十秒的广告里，要

做到既不铺陈高楼大厦形象，又

不简单堆砌文化符号，还要达到

让外国观众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

的目的，就必须挑选一个成都辨

识度最高的核心元素。黄琳说形

象片大打熊猫牌有两个原因。其

一，一直以来，熊猫作为城市名片经

常出现在成都各类对外经济文化交

流活动中，在海外有很强的认同

感。“今年举办的成都全球招募熊猫

守护使活动引起的国际关注热度

未消，形象片推出熊猫是一种借

势营销。”其二，熊猫会使人们联

想起自然环保这一全球共同关心

的主题，熊猫元素所能起到的传播

效果自然不言而喻。“广告投放的时

间也是考量再三的，选择在了收视

率相对较高的圣诞节前后。由于

城 市 形 象 宣 传 是 一 个 持 续 性 工

作，2011 年有可能还会继续投放

该广告。”黄琳透露，成都市市委

外宣办还将配合整个城市的发展

规划在日、韩等地分步骤推出成

都形象宣传片，更好地营销成都。

用感性方式表现中国形象

近年来，中国在对外形象宣

传方面的一系列动作被认为是中

国“国家公关”时代的到来。随着中

国综合实力的日益增强，以及融入

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深，中国确实

需要有意识地对外树立和推广国家

形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如何

去解读成都市政府在西方主流媒体

投放城市形象广告片之举呢？

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教

授刘笑盈表示，从 2008 年汶川地

震到北京奥运会，再到 2010 年上

海世博会，国外媒体报道中国的

镜头逐渐从原来的俯视、轻视变

成了平视和重视。而在成功应对

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争取到更

多的国际话语权。如今的中国，

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都出现了新

势头。“中国地方政府的外宣工作一

向非常活跃，但地方政府直接在西

方主流媒体投放城市形象广告片应

当算是一个先例。这说明，中国“走

出去”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

“中国塑造自身形象、与世界

良性沟通已经成为必要手段。但

是，这种沟通是有游戏规则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舆 论 研 究 所 所 长 喻 国 明 告 诉 记

者，地方政府在进行对外形象宣

传的过程中不能一拥而上，必须

讲究方式方法，尽可能好地达到

宣传目的。“在对外宣传中要注意

避免概念性的东西，要用动情、感

性的方式去表现中国形象。”与国

家出面进行形象宣传相比，喻国

明认为用民间方式操作的效果也

不错。他建议，可以考虑通过民

间团体来操作，并和国外的相关

机构建立合作，在更大程度上发

挥“公民外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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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杂技助力马耳他慈善活动成都城市形象广告片在CNN播出之后
本报记者 毛 莉

国粹清音奏响“天涯之国”

新闻观察

非洲故事

日前，在美国得州大学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为缓解患者压力

开设的“艺术课堂”上，中国艺术

受到了广大患者学员的追捧。

艺术学习在癌症治疗中所产

生的奇特疗效，现已引起了专业

医学人士的关注。据了解，M.D.

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艺术课堂”面

向在此接受治疗的患者们展开中

国水墨画、折纸、文学、摄影等课

程 的 培 训 。 自 启 动 以 来 ，已 有

1000 余名患者参与了该项目。

该课程以 6 周为一个学期，每

周学习两小时。课程原本设定了

每节课 10 人的人数上限，但实际

入 场 学 员 数 往 往 达 到 15 至 18

人。休斯敦华裔女画家董培红带

领患者学员认真学习中国水墨画

的基本技巧、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的魅力。董培红从基础入手，细

心地为每一位学员演示，帮助大

家循序渐进地学习和了解中国绘

画。在集中精力、平心静气的学

画过程中，患者学员们平日里紧

绷 的 神 经 得 到 了 放 松 。 学 员 玛

丽·维尔德在参加了中国艺术课

程的学习后说：“我在这里不仅学

到了自己喜欢的中国艺术，还交到

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另一位学

员乔治·斯珀尔丁则表示：“我要好

好 地 向 老 师 临 摹 几 张 中 国 水 墨

画，等到出院后展示给亲友们。”

位于休斯敦的得州大学 M.

D.安 德 森 癌 症 中 心 是 一 家 集 治

疗、科研、教学为一体的癌症医疗

机 构 ，在 全 美 乃 至 世 界 都 很 有

名。M.D.安德森癌症中心在研究

过程中，发现很多癌症患者在与

病魔斗争的过程中十分需要精神

支持，于是便产生了为患者们开

设“艺术课堂”的想法。该项目负

责人珍妮弗·维勒说：“中国艺术

讲求对人类自身内在精神的探索

与提高，这对于患者的恢复很有

帮助。”在参与了一段时间的授课

后，董培红也认为，“艺术课堂”的

确可以帮助患者在发挥艺术创造

力的同时更好地缓解病痛。

熊猫作为中国文化的“形象代

言”，受到很多外国朋友的喜爱。

2010 年 12 月 28 日，“欢乐春

节 ”活 动 在 朝 鲜 平 壤 拉 开 了 序

幕。中国驻朝鲜大使刘洪才，朝

鲜内阁副总理康能洙、劳动新闻

社主编金基龙、对外文委委员长

金贞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权

赫峰、文化省副相韩铁等朝鲜文

化、新闻界人士应邀出席。这是

“欢乐春节”首次走进平壤，接下

来的时间里，还将举办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活动。

当日，高高挂起的红灯笼、喜

气洋洋的大福字、红红火火的中

国结将“欢乐春节”的现场装点得

喜庆而热烈，充满着浓郁的新春

气息。用“欢乐春节”的兔年标志

制作的大型易拉宝竖立在活动现

场的入口处，迎接着各方来宾。

活动现场搭建了中国文化长廊，

设立的“ 中朝友谊专题图片展”

“中国建设成就图片展”“中国图

书展”“中国民间工艺品展”展出

了上百张反映中朝两国领导人互

访、文化交流盛况、中国经济建设

成就的精美图片，以及数百册外

宣图书、影视资料，数十幅色彩鲜

明、题材多样的年画、剪纸和农民

画等。此外，长廊还专设了包饺

子、剪纸、捏面人等工艺的现场演

示区。别具特色的中国文化长廊

吸引了众多朝鲜来宾，剪纸和面

塑演示台前人头攒动。大家兴致

勃勃地欣赏着手工艺家现场制作

的精美作品，发出阵阵赞叹之声。

身着唐装的刘洪才大使在喜

庆祥和的气氛中发表了致辞。他

回顾了 2010 年中朝关系的蓬勃发

展，高度评价了两国高潮迭起、亮

点不断的文化交流，认为其有力

地推动了中朝友谊。同时，他指

出两国的新闻媒体搭建了两国人

民 间 相 互 了 解 和 增 进 感 情 的 桥

梁，为促进中朝友好合作关系的

全面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刘大

使表示，中方愿与朝文化界、新闻

界更加紧密合作，推动包括文化、

媒体在内的中朝各层次、各领域

的交流，共创中朝关系更加美好

的明天。

康能洙副总理表示，2010 年

对朝中友 好 合 作 关 系 来 说 是 颇

有意义的一年。两国文化艺术、

新 闻 等 部 门 之 间 的 交 流 与 合 作

不 仅 加 深 了 朝 中 两 国 的 相 互 理

解和友情，也为双边关系的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他表示，在新

年的一年里，朝方愿与中方同心

协力，将传统的朝中友谊推向更

高水平。

活动还特意安排了一个颁奖

环节。在该环节中，刘洪才大使

和中国驻朝鲜使馆文化参赞李学

惠分别向为增进中朝友好合作关

系做出突出贡献的朝鲜文化、新

闻领域有关部门颁发了奖杯、奖

状和奖品。其中，歌剧《红楼梦》

剧组获得了“中朝友好文化特别

贡献奖”；歌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剧组、电影《兄弟之情》剧组、中央

广播委员会获得了“中朝友好文

化贡献奖”；劳动新闻社、民主朝

鲜社、朝鲜中央通讯社、外文出版

社 获 得 了“ 中 朝 友 好 媒 体 贡 献

奖”；国家电影委员会、人民大学

习堂获得了“中朝友好交流组织

奖”。

来宾们对此次“欢乐春节”活

动反响热烈，纷纷表示活动十分

新颖、意义深远。通过参观与互

动，他们对中国人怎样“过大年”

有了进一步认识，对中国传统文

化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值得一

提的是中国驻朝鲜使馆为来宾精

心准备的大礼包，在这个带有兔

年标志图案的特制环保袋里，装

有 介 绍 北 京 城 市 面 貌 的 精 美 图

册、介绍中国文化的音像资料、电

视剧《毛岸英》光盘，以及中国结、

文化衫、暖手宝等纪念品，浓郁的

中国文化气息让来宾爱不释手。

本报讯 2010 年 12 月 10

日至 23 日，由中国文化部派出

的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在智利的

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塔尔

卡、圣克莱门特、伦戈五城市进

行了 6 场巡回演出。此次京剧

巡演是中国驻智利使馆去年举

行的庆祝中智两国建交 40 周年

的主要活动之一，也是使馆与

智利外交部、文化部在文化交

流领域的一次重要合作。

12 月 20 日，“庆祝中智建

交 40 周年图片展暨天津青年京

剧团演出开幕”活动在圣地亚

哥的卡布列拉·米斯特拉尔文

化中心举办。智利 文 化 部 部

长卢西亚诺·克鲁兹·库克卢

西 亚 诺 在 开 幕 式 致 辞 中 感 谢

中 国 政 府 为 智 利 人 民 献 上 如

此珍贵的礼物，并对近年来两

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

广 泛 合 作 以 及 取 得 的 丰 硕 成

果给予高度评价，希望利用这

个 重要的历史契机，进一步加

深两国人民的互信和友谊，不

断拓展两国文化交流的平台与

渠道。中国驻智利使馆政务参

赞张润认为，图片展以及天津

市青年京剧团此次智利之行意

义重大，希望中智两国政府和人

民继往开来，开创两国全方位合

作伙伴关系发展的新篇章。

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此次智

利巡演汇集了国内知名京剧表

演艺术家 20 余名，精心选编了

《昭 君 出 塞》、《三 岔 口》、《秋

江》、《盗仙草》4 出京剧名段。

艺术家们精湛的演技获得了智

利观众的赞赏和好评，每次演

出结束后都是掌声如潮、欢呼

不断。演出期间，中国艺术家还

与当地的艺术家和民众展开互

动，举办“京剧知识讲座”等丰富

多彩的活动，普及了有关中国的

艺术文化知识，有力地配合了巡

演活动的进行。 （章 文）

12 月 29 日，我国第一本中英双语环保漫画书——《低碳漫画总动员》国际交流赠书仪式在北京芳草地国

际学校举行，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和肯尼亚北京小学接受赠书。北京学生与肯尼亚北京小学学生“手拉手”

互动读书及环保交流活动也同期启动。图为出席赠书仪式的小学生们展示自己模仿创作的漫画作品。

新华社记者 鲁 鹏 摄

本报讯 应马耳他总统府

的邀请，来自中国内蒙古的杂技

小组于2010年12月26日晚参加

了L-Istrina慈善筹款演出活动。

L-Istrina 是马耳他一年一

度的重要慈善活动，每年圣诞节

后的那天从中午开始连续进行

12个小时的文艺表演，为马耳他

社区慈善基金筹集善款。马耳

他总统夫妇出席活动，马几乎

所有当地电视台全 程直播，所

得 善 款 将 全 部 用 于 救 助 残 疾

人、儿童和生活贫困的人。今年

的慈善活动约有20万观众收看节

目，共筹集善款230多万欧元。

中国杂技小组一行 4 人受

马总统府的特别邀请，在中国

驻马耳他使馆和马耳他中国文

化中心的精心安排下参加了慈

善演出。中国艺术家富有激情

的 表 演 受 到 马 民 众 的 热 烈 欢

迎，展现了中国杂技艺术的独

特魅力，也使得慈善活动获得

很大成功，展示了中方支持马

慈善事业的积极姿态。马耳他

总统阿贝拉接见了杂技小组演

员，对他们参加此次演出表示

感谢。 （张 林）

本报讯 2010 年 12 月 22

日，以尼泊尔记协主席曼祖·拉特

纳·萨基亚为团长的尼泊尔新闻代

表团一行6人结束了对中国为期7天

的友好访问，离开云南昆明回国。

尼泊尔新闻代表团成员来

自 尼 泊 尔 记 协 和 尼 各 主 要 媒

体，此次访华的主题为“中国新

闻事业概况和云南省经济发展

情况”。围绕该主题，代表团在

北京、昆明、玉溪等地拜会了中

国记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

交部，走访了经济日报报业集

团、云南省记协、云南日报报业

集团、云南网、云南电视台、玉

溪记协、玉溪日报社等新闻单

位，以及云南第一村——大营

街、聂耳纪念馆等。

萨基亚表示，尼泊尔与中

国是友好邻邦，中国人民给予

尼泊尔人民很多支持。过去，

尼泊尔人民从中国人民那里学

到很多东西，今后还要继续向

中国人民学习。他说，代表团

此次访华收获颇丰。两国新闻

界的交流，有助于增进两国人

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推动两国

关系的顺利发展。 （瑞 文）

“欢乐春节”首次走进平壤
本报驻朝鲜特约记者 李少鹏

中国艺术帮了美国病人
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李乾清

“欢乐春节”活动上，中国面人吸引了朝鲜观众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