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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中国青年当代艺

术作品展开幕式在德国柏林中国

文化中心举行，展出了叶东胜、于

丽敏、全宝、宫喜、汤浴、刘思阳等

8 位 中 国 青 年 艺 术 家 的 艺 术 作

品。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主任贾建

新、副主任陈建阳以及近百名中

德观众出席了展览开幕式。

中国驻德国大使吴红波、德

国驻华大使施明贤以及科隆市市

长尤尔根·卢特斯为中国青年当

代艺术作品展题写了贺词。吴红

波在贺词中引用了德国文豪歌德

的名言“要与世界联系，没有一种

方法比艺术更好，艺术属于整个世

界，在它的面前，民族间的障碍都完

全消失了”，祝贺展览成功举办。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埃克

哈德·阿贝尔在开幕式上介绍了

展览的筹备过程。阿贝尔从 2003

年开始就参与中德合作的“当代

中国”项目，在德国各大城市以及

欧洲其他国家中推广中国的当代

艺术。他特别提到，这些青年艺

术家的作品拥有相当高的水准，

展出后反响非常热烈。目前，世

界各地不少收藏机构和收藏家都

收藏了他们的作品。

本次展览展出的 8 位青年艺

术家的作品风格多样、个性鲜明，

既有夸张的写生画、抽象的线条

画，也有写实的油画、创新的仿古

壁画、朦胧的水墨画和纤维编织

的软雕塑、现代剪纸等。青年艺

术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诠释着自己

心中的“当代中国”，生动地反映

出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具有的包容

性和开放性。他们的艺术展品给

现场观众带来了很大的视觉冲

击，很多德国观众表示，中国的水

墨画和文人画等传统绘画艺术令

他们着迷，而他们对中国当代艺

术的发展也非常感兴趣，此次能

够见到如此高水平的当代艺术作

品，更让他们感受到中国当代艺

术的深厚魅力。

山东艺术家宫喜创作的软雕

塑成为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德

国观众将她围住，请她解释每件

软雕塑作品的含义，与她进行面

对面的交流与探讨。宫喜极为耐

心地向观众进行了讲解，在《自然

之声》系列作品前，她告诉大家，

希望通过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提醒人类倾听大自然的声音，尊

重大自然、保护大自然。

此外，柏林中国文化中心还

特别邀请了一些德国艺术家出席

开幕式，这些艺术家对参展画作

的材质、绘画技法和艺术表现力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与中国青

年艺术家们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德国女画家舒珊对蒙古族青年艺

术家全宝说，她很喜欢全宝的作

品《北方—5》，能从作品的画面里

感受到大草原冬天的气息。

开幕式上，柏林中国文化中

心还配合展览，放映了德语配音

的电影短片《中国现代绘画》。据

悉，中国青年当代艺术作品展将

展出到 11 月 3 日。

上海位于亚太城市群的地理

中心，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

化名城，也是一个闻名全球的国

际化大都市。早在上世纪初，上

海便已成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

重镇和亚洲的金融贸易中心。如

今，提升文化软实力既是上海经

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选

择，也是建设上海“四个中心”、建

设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以及实现

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调

研对象认为，中国文化软实力与

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很不

相称。还有人对“西强我弱”的文

化发展格局表示担忧，对提升文

化软实力缺乏足够的信心。

发展文化生产力

随着文化与经济、科技等相

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经济的

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的经济

功能也越来越强，因此，文化生产

力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核心竞

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必须

着力于适合国际大都市特点的文

化市场体系构建、文化市场配置

文化资源的能力建设等文化市场

主体培育和重塑中的核心要素，

从体制、机制和法制入手，不断深

化文化体制改革，切实使一大批

有实力、有竞争力的文化市场主

体活跃、壮大和成熟起来。

发展文化生产力需要培育骨干

文化企业，即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

求，以资本为纽带，推动文化企业兼

并重组、资源整合。继续扶持发展

势头良好的骨干企业，制定文化企

业上市的特殊政策，利用创业板扶

持文化企业在境内、境外上市。探

索打造中外合资合作的文化产业

集团，引导合资企业参与国际并购。

增强文化凝聚力

要提升文化软实力，还应大

力弘扬主流文化，增强中华文化

的凝聚力。应深化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认识，做好通俗化、

大众化工作，把抽象的概念转化

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鲜活话语和生

动故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内容和要求融入人们的日常生

活，渗透到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

中。抓住重点人群，发挥党员干

部、先进典型、公众人物的示范作

用，突出抓好青少年群体。

进一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

源，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挖掘

和保护力度，做好文化典籍整理

工作，注意民间艺术、民间手艺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特

别应在城市拆迁和改造中注重保

护文化遗址和民族特色。同时，

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教

育，让更多人了解、尊重、喜爱优秀

传统文化。继续加强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推动上海各类美术

馆、图书馆、文化馆和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严格落实免费开放制度。

扩大文化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之一

在于其是否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

力。长期以来，上海凭借特殊的

历史背景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

为外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

化的重要窗口。如今，在国际文

化交流中，上海应提供更多既容

易被世界理解，又充分体现中国

核心价值观和民族特性的文化产

品，让世界各国进一步了解中国

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审美情趣

和思想情感。同时，还要大力推

动民间文化团体的交流，在和谐

融洽的民间交往中树立亲和友善

的形象，通过建立中外城市之间

的友好关系，扩大城市之间的文

化交流与合作，继续办好上海国

际艺术节、电影节、电视节等重大

文化活动，提升品牌效应，扩大国

际影响力。

上海还应探索建立“市场运

作、企业营销、政府扶持”的海外

营销新机制，大力培育外向型文

化产业集团，精心打造文化产品

对外贸易的特色品牌和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世界级名牌，抓好国际

营销网络建设，重点扶持体现民

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

此外，鼓励文化企业采取独资、合

资、合作等形式走出去，分享产业

链的高端价值。培育大型文化中

介机构，形成一批经营文化产品

的跨国公司，借鉴和利用国际通

行的商业模式和渠道，从而有组

织、有系统、有计划地使中国文化

产品走出去。

加大文化传播力度是扩大文

化影响力的另一重要方面。上海

应把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作为提

高文化传播力的战略重点，形成

与 上 海 国 际 地 位 相 称 的 舆 论 力

量。同时，高度重视互联网在文

化传播方面的巨大影响和重大作

用，用现代文化传播手段推动更

富有时代气息、反映现代上海的

文化标志、文化符号和文化品牌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增强文化引领力

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得益于文

化软环境的建设。上海应继续积

极开展区域文化合作，通过政府、

企业、高校等机构以及城市居民

的共同努力，形成有利于文化发

展的土壤。其中包括：营造政府

支持的政策环境，制定《上海提升

城市文化软实力中长期战略》，要

涵盖更广泛的内容，并且制定文化

产业目录，方便国内外投资主体。

营造灵活宽松的人才发展环

境有利于文化引领能力的进一步

增强。上海应加快引进高端文化

人才，制定《上海高端文化人才引

进办法》，对国内高端文化人才和

海外归国人才视个体情况采取灵

活的办法，集聚一批在全国有影

响力的艺术家和掌握高科技、先

进管理理念和国际市场规则的文

化管理人才，建立宽松的创业平

台，完善符合国际惯例的人才流

动、引进、培养、使用、分配和服务

机制，为文化艺术人才提供良好

的发展机会。充分发挥上海高等

院校众多的资源优势和文化底蕴

深厚的环境优势，加快文化产业

人才培养，在高校设置相关课程，

培养适应上海文化产业发展需要

的创意创作人才、经营管理人才

和复合型人才。

此外，还要积极培育文化中

间组织，提高中间组织在社会中的

地位，筹建有全国影响的民间团体

和基金会，培养一批熟悉国际文化

市场运作规律的文化中介机构、文

化经纪人和文化经理人等。

提升文化统筹力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处理好一系列重要

关系。当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

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

因此，首先要处理好的就是一元

主导和百花齐放的关系，即提高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

整合各种社会思潮的能力，不断

增 强 全 社 会 对 主 流 价 值 观 的 知

晓、理解和认同。

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是创

新，因此，需要处理好学习与创新

之间的关系。在充分感受和学习

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为

我所用”地增加新的积极健康的

文化因子和元素，进而增强社会

主义文化的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最后，要处理好文化软实力建设

的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的关系，

认真梳理和盘点上海文化软实力

的现状、资源及存在问题，提出文

化软实力发展战略，探索一条从

国情出发，向国外延伸，与国际接

轨，既不崇外又不排外，既“以我

为主”又不“唯我独尊”的上海文

化软实力发展之路。

提升上海文化软实力——

一座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命题
贝兆健

柏林展出中国青年当代艺术作品
本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何文波 文/图

本报讯 10 月 23 日，匈牙

利巴拉顿歌舞团与北京化工大学

艺术团在京联合演出。本次活动

由中国音乐家协会柯达伊学会和

北京化工大学共同主办。匈牙

利多瑙国际民间艺术节主席穆

池·亚诺史、秘书长维挚·安德

莉 亚 ，中 国 音 协 外 联 部 主 任

张 锡 海 、柯 达 伊 学 会 秘 书 长

周文千，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

院长甫玉龙等观看了演出。

当晚，巴拉顿歌舞团为观

众带来了精彩的表演。南斯拉

夫小调及塞尔维亚舞蹈展示了

匈牙利多民族的文化特色，让

中国大学生们欣赏到了充满异

国 风 情 的 精 彩 演 绎 。 由 匈 牙

利 华 人 编 排 的 中 国 东 北 民 间

舞蹈《大姑娘美》，让观众在赞

叹 匈 牙 利 艺 术 家 精 湛 舞 蹈 技

艺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中西合

璧 的 艺 术 之 美 。 北 京 化 工 大

学民乐团、舞蹈团、合唱团和

国标舞团等也登台献艺。

此次交流访演得到了匈牙

利驻华使馆和中国音乐家协会

的大力支持，对促进中匈两国

高校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与合

作 发 挥 了 积 极 的 推 动 作 用 。

演出前，北京化工大学党委副

书 记 兼 副 校 长 任 新 钢 与 匈 牙

利艺术团负责人，就该校与布

达佩斯技术经济大学的校际合

作及北京化工大学艺术团明年

赴匈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等事宜

进行了会谈。 （任 立）

来来往往

中欧青年未来营活动在北京举行
本报讯 10 月 24 日，由 中

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欧盟委员

会主办的中欧青年未来营活动

在北京举行了闭幕式。3 天的

活动中，中欧青年围绕“老龄化

社会中的青年”“世界多极化和

地区性组织的作用”“气候变化

和可持续发展”“青年创业与未

来商业领袖”等关系中欧青年

和中欧关系未来发展的热点议

题进行了讨论，并起草通过了

《中欧青年倡议》。

中 欧 青 年 未 来 营 是“2011

中欧青年交流年”的最后一项

旗舰活动。2009 年 11 月 30 日，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欧盟

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第十二次

中欧领导人会晤后，发表了《第

十二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联合声明》，提议启动“2011 中

欧青年交流年”。作为中欧最

大规模的一次人文交流活动，

“2011 中欧青年交流年”的目标

是增进中欧青年之间的理解和

友谊，鼓励青年关注和支持中

欧关系发展，进一步促进和深

化中欧伙伴关系。该活动自今

年 1 月 22 日 启 动 以 来，中 欧 各

方合作开展了包括旗舰活动、

重点活动、伙伴活动、媒体宣传

活动在内的百余项交流活动，

组织和动员了 1 万多名中欧青

少年直接参与活动、16 万名中

欧 青 少 年 通 过 新 媒 体 参 与 活

动，覆盖亿万中欧青少年群体，

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

受 全 国 青 联 邀 请 ，以 欧 洲

青年论坛主席彼特·马特加思

克为团长，由欧盟 27 个成员国

青年代表组成的欧洲青年代表

团 一 行 于 10 月 20 日 抵 京 进 行

友好访问，并参加了在华举办

的中欧青年交流年闭幕系列活

动。 （静 水）

法语版《交际汉语》走进贝宁

本报讯 近日，法 语 版《交

际汉语》节目带赠送暨庆祝中

国 中 央 电 视 台《交 际 汉 语》节

目在贝宁国家电视台开播仪式

在贝宁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中

国驻贝宁大使陶 卫 光、贝 宁 中

国文化中心主任白光明、贝宁

国 家 广 播 电 视 总 局 秘 书 长 阿

布 杜 等 近 百 名 中 贝 人 士 出 席

了活动。

仪式上，陶卫光将《交际汉

语》节 目 带 转 交 到 阿 布 杜 手

中 ，并宣布《交际汉语》节目在

贝宁国家电视台正式开播。据

了解，《交际汉语》节目计划每

周 播 出 两 次 ，每 次 一 期 ，每 期

15 分钟，第二天重播。出席活

动的嘉宾现场观看了《交际汉

语》节目的第一期课程。贝宁

朋 友 对 开 播《交 际 汉 语》节 目

表示热烈欢迎。

《交际汉语》节目是由贝宁

中国文化中心策划组织，与中

央电视台合作推出的。中央电

视台将陆续为贝方提供为期一

年半的节目带。 （雷同玲）

马耳他访华学员分享“奖学之旅”心得

本报讯 （驻马耳他特约

记者张林） 近日，2011 年度优

秀学员奖学之旅报告会在马耳

他中国文化中心举行。马耳他

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顾洪兴和多

位中心学员及当地民众出席了

报告会。顾洪兴表扬了中心高

级班学员维克多和高雅琪在汉

语学习中取得的成绩，并且介绍

了“奖学之旅”“中心伙伴之旅”

和“来华创作”的情况，鼓励汉语

班学员们努力学习，为中马两

国文化交流多做贡献。

报告会上，维克多和高 雅

琪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北京

和内蒙古的地理环境、自然风

光、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经济

发 展 等 进 行 了 全 面 系 统 的 介

绍 。90 多 分 钟 的 报 告 会 不 时

爆发阵阵喝彩和掌声，大家听

得聚精会神，还不断向主讲人

提 出 他 们 关 心 的 问 题 。 不 少

人 表 示，听 过 讲 座 后，他 们 对

中 国 日 新 月 异 的 发 展 变 化 由

衷钦佩，对内蒙古辽阔的草原

和富足的生活产生了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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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国民间工艺
本报讯 （驻法国特约记者朱

明） 10 月 18 日，法国巴黎中国文

化中心举办了一场中国民间艺术

讲座。讲座开始之 前，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哈 氏 风 筝”第四

代 传 人 哈 亦 琦、“ 北 京 民 间 工 艺

美术大师”内画鼻烟壶艺术家高

东 升 和 面 塑 艺 术 家 张 宝 琳 在 中

国 文 化 中 心 新 楼 大 厅 进 行 了 现

场表演。

3 位艺术 家 致 力 于 传 承 、钻

研、传播、弘扬中国民间艺术，并

且多次参加国内和国际的艺术大

赛，所获奖项不计其数。他们的

讲座吸引了不少冒雨前来的喜爱

中国文化的法国观众，大家对中

国南北民间艺术的区别和历史，

以及民间艺术的传承和推广提出

了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并对民

间艺术与现代商品的结合提出了

很好的建议。

不少法国友人表示，中国文化

中心举办的讲座——从严肃庄重

的“中国百年近当代画展”到轻松

愉 快 的“ 中 国 饮 食 文 化 器 具 筷

子”，从贴近现实生活的“中国改

革开放三十年”到具有学术气息

的“敦煌壁画”，涉及面广、内容丰

富，让人受益匪浅，“中国民间艺

术讲座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

到中国民俗文化与社会大众的密

切关系。”

匈牙利艺术家与中国大学生在京交流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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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巴拉顿歌舞团演员在北京化工大学表演。

部分调研数据

你认为影响上海文化软实力

提升的瓶颈问题有哪些？（多选）

文化资源挖掘、整合、集聚

和利用不够 41.9%

适合大众口味的文化产品

有效供给不足 53.2%

文化总体开放不足 41.9%

文化投入与城市功能定位

不相适应 48.4%

缺乏高端文化人才 29%

体制机制与提升文化软实

力要求不相适应 53.2%

对提升文化软实力缺乏战

略思考和整体谋划35.5%

你认为提升上海文化软实

力面临哪些新挑战？（多选）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升上海文

化软实力面临现实紧迫性 56.5%

上海向全球城市迈进中文

化软实力提升面临迫切性 53.2%

国际、国内文化竞争态势迫切

要求提升上海文化软实力 66.1%

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

要求加快提升文化软实力 64.5%

满足人民群众多元文化需求

要求必须提升文化软实力 74.2%

你认为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提升上海文化软实力？（多选）

在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文

化权益中开发文化服务力 64.5%

在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支柱

产业中壮大文化硬实力 66.1%

在丰富和繁荣文化市场中

增加文化吸引力 69.4%

在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中扩大文化传播力 41.9%

在传承城市文化记忆中扩

展文化影响力 50%

在创新营造浓烈艺术氛围

中增强文化感染力 43.5%

在实现走出去战略中提升

文化竞争力 43.5%

在整体打造文化人才高地

中提升文化引领力 50%

◀ 巴黎观众欣赏中国民间工艺展示。 吴 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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