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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扫描

荷兰作家摘得瑞典“童话外婆”奖

如何使优秀的中国传统戏曲

迈出国门并为外国观众所欣赏，

是一个需要仔细探讨的课题。中

国戏曲虽然与西方音乐剧产生发

展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之

下，但两者都是集剧情、音乐、演

唱、舞蹈等多元素于一体的综合

舞台表演艺术形式。在此，笔者

拟透过音乐剧的发展，为中国戏

曲的世界性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

途径。

改编：重视名著效应

改编自文学名著或广为人知

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音乐剧往往

更具感染力、更易取得成功。《音

乐之声》、《奥利弗》及《悲惨世界》

等剧目从伦敦、纽约到世界，从舞

台到银幕，魅力四射。如1960年根

据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改编的音

乐剧《奥利弗》在伦敦首演成功，

I963年进入百老汇舞台，获得两项

托 尼 奖；根 据 经 典 小 说《悲 惨 世

界》改编的同名音乐剧，在世界范

围内获得 50 多个重要国际奖项。

中国戏曲音乐与西方古典音

乐、歌剧及音乐剧存在着巨大差

异，要想让几百年来习惯于欣赏

欧洲歌剧及音乐剧的西方观众接

受并喜爱中国戏曲，实不是一朝

一夕之事。京剧、昆曲、粤剧等中

国戏曲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如

何加入流行元素使其更容易被大

众接受，值得专业人士进一步研

究。改编或重排名著能起到事半

功倍的作用。而且，传承与创新

也 是 古 老 艺 术 与 现 代 审 美 的 结

合。2004 年起，由白先勇等将明

代 戏 剧 家 汤 显 祖 的 昆 曲《牡 丹

亭》重排为青春版《牡丹亭》，在

中 国 内 地 及 港 澳 台 地 区、欧 亚、

美洲连演 160 多场，几乎场场爆

满 ，无 疑 是 昆 曲 史 上 的 一 次 奇

迹。如今白先勇重排昆曲《玉簪

记》，再次掀起昆曲传播热潮。由

此可见，名著效应不失为戏曲推

广的一条捷径。

语言：本土化、精加工

语言本土化，剧本精益求精，

是音乐剧全球推广的关键。音乐

剧《悲惨世界》最早为 1980 年巴黎

演出的法语版本。为将其搬上百

老汇舞台，著名制作人卡麦隆·麦

金托什请人将剧本翻译成英文后

又邀诗人对歌词加工润色，成为

经典英语版本。自 1985 年在伦敦

首演、1987 年登上百老汇舞台以

来，该剧已在 30 多个国家 200 多

个城市用 21 种语言演出过 54 种

版本。2002 年，该剧曾赴上海大

剧院演出 22 场。

《妈妈咪呀！》自 1999 年在伦

敦首演以来，全球已有超过 3000

万人观看过该剧，票房突破 20 亿

美元。根据市场需求，该剧共推

出 包 括 伦 敦 版、百 老 汇 版、德 国

版、日本版、北美版、中文版、国际

巡演版、美国巡演版、拉斯维加斯

版等 10 多个全球制作版本。这是

一个将优秀音乐创作、编剧和导

演 完 美 结 合 的 成 功 制 作 。 2007

年，该剧在上海大剧院成功演出

32 场。去年，《妈妈咪呀！》中文版

在北京、上海等地连演上百场，是

该剧又一次成功的本土化运营。

中国戏曲走出去，同样需要

克服语言障碍。2008 年，广东湛

江粤剧 团 在 美 国 旧 金 山 大 明 星

剧 院 演 出，获 得 粤 剧 迷 的 追 捧，

但难以吸引不懂广东话的观众，

语 言 障 碍 应 是 重 要 原 因 。 要 使

丰富的中国戏曲走出国门，语言

理 解 是 基 础 。 我 国 的 传 统 戏 曲

不乏精美的词句，特别是昆曲、京

剧、粤剧的众多名剧都有着经典

唱词，不妨效仿音乐剧的制作方

式，邀翻译大家将中文翻译成外

语，再请该语种的著名诗人对唱

词进行修饰加工，将之提升到与

中文同样精美的程度，使外国观

众能像中国观众一样深切领悟剧

情及唱词的美韵，体会中国戏曲

的真正魅力。

运作：探索国际市场规律

在美国，音乐剧已成为一种

运行良好的产业模式。除了在剧

情、歌唱、舞蹈、表演等各方面大

胆革新和本土化，音乐剧的运作

方式也符合美国演出市场规律和

操作规范。中国戏曲走出去，必

须找到合适的市场营销方式和有

经验的演出代理，按照国外演出

市场运作方式进行科学推广。

借助当地华人艺术团体，并

通过给予适当经济赞助和专家辅

导等形式推广中国戏曲不失为一

个较有现实意义的途径。以美国

为例，活跃于旧金山湾区的华人

艺术社团为数不少，借助他们的

力量和渠道，在学校或社区举办

讲座、示范演出，同时派发关于戏

曲故事、音乐等印刷或数字材料，

能将中国戏曲传播到美国大众中

去，培养中国戏曲爱好者。

对于部分中国戏曲的内容、

表演及唱腔，即使中国观众也未

必能做到十分熟悉，现有演员和

观众的老龄化更是不容忽视的客

观现实。通过在大学、研究所举

办讲座和演出，利用互联网络的

快捷、便利和普及性培养观众也

是推广中国戏曲的重要途径。

3 月 24 日，在哥伦比亚、墨西

哥、西班牙、萨尔瓦多、厄瓜多尔、

智利 6 国倡议下，伊比利亚美洲

网络图书馆在哥伦比亚名城麦德

林宣告成立。该图书馆汇集了伊

比利亚美洲 22 个国

家 和 地 区 的 图 书 馆

及阅读中心资源，由

拉 丁 美 洲 和 加 勒 比

地 区 图 书 发 展 中 心

为 其 提 供 技 术 支

持 。 同 时 成 立 的 还

有 伊 比 利 亚 美 洲 网

络图书馆基金，该基

金 以 多 边 合 作 途 径

运作，按每个国家经

济 实 体 和 国 内 生 产

总值比例缴纳费用。

伊 比 利 亚 美 洲

大 会 秘 书 处 文 化 事

务 主 任 波 托 卡 雷 罗

称，在各成员国的支

持下，网络图书馆一

定会积极促进“各国

网络图书馆发展、在

线学术研究交流、完

善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相

关公共政策、延伸信

息技术使用范围”等

领域活动的开展。

第 一 届 伊 比 利

亚 美 洲 网 络 图 书 馆

馆 长 由 哥 伦 比 亚 国

家图书馆馆长安娜·
罗达担任，她表示将竭诚奉献哥

伦比亚的经验，为该地区文化和

教育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图书发展中心

主席洛佩兹盛赞麦德林会议是一

次历史丰碑，它为伊比利亚美洲

的战略发展提供了更加自由的平

台，使具有图书、阅读和知识传播

功能的图书馆更加开放。伊比利

亚美洲计划是该地区一体化精神

的体现，目前已建立了“伊比利亚

美 洲 网 上 舞 台”“ 伊

比 利 亚 美 洲 网 上 博

物 馆”“ 伊 比 利 亚 美

洲网上乐队”“伊比利

亚美洲数字电影”等

项目，伊比利亚美洲

网络图书馆的建立，

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发

展伊比利亚美洲文化

事业。

伊 比 利 亚 美 洲

是 使 用 西 班 牙 语 和

葡 萄 牙 语 的 所 有 美

洲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总

称，它们曾是西班牙

或葡萄牙的殖民地，

在 各 方 面 尤 其 是 在

文 化 方 面 深 受 原 宗

主国的影响，官方语

言 为 西 班 牙 语 或 葡

萄牙语，主要宗教都

是 天 主 教 。 由 于 西

班 牙 和 葡 萄 牙 本 土

都 位 于 欧 洲 的 伊 比

利亚半岛，伊比利亚

美洲由此得名，包括

22 个国家和地区：阿

根 廷、玻 利 维 亚、智

利、哥 伦 比 亚、哥 斯

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赤道几内

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

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

波多黎各、乌拉圭、委内瑞拉、西

班牙、葡萄牙和安道尔。

3 月 31 日是越南的法定假

日，一年一度的雄王祭在这天

举行。当天，越南国会主席阮

生雄出席了在富寿省雄王庙举

办的大型祭典，多国驻越外交

官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越南

代表也出席了祭典，共有上百

万人参加了祭奠仪式。富寿省

表示，将继续完善雄王祭奠仪

式的申报材料，寻求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在今年的活动中，富寿省

成功举办了主题为“雄王祭是

民族心灵和民族大团结的生动

体现”的研讨会，来自美国、法

国、日本和中国的 400 多名专家

和 100 多名越南学者出席了会

议。据悉，当今的祭奠仪式源

于越南古代的家庭纪念仪式，

对现代越南人来说已是一项重

要的文化节庆。人们希望借助

这 个 节 庆 把 过 去 与 现 实 相 承

接，培育越南人对国家的认同

和对家庭的浓烈情感。仪式之

所以重要，是由于在越南人心

目中雄王是共同的父亲。它的

原始意义在于提醒越南人保持

团结、关爱和彼此相互保护。

在传说中，是雄王教导人们如

何耕地种稻、造房种树、饲养家

畜。如今，这个祭拜仪式宣示

的道德理念是饮水思源，同时

也怀念雄王对越南的恩典和建

国功勋。

关于雄王，由于公元 10 世

纪前无典籍可考，其传说来自

中国古籍《岭南摭怪》：“一日，

龙君曰，‘我是龙种，水族之长，

尔是仙种，世上之人，本不相

属，水火相克，难自久居，虽阴阳

之气合而生子，然方类不同，今

相分别，吾将五十男规水府，分

治各处，五十男从吾居土上，分

国而治，登山入水，有事相关，无

得相废。’每男各相受命欣然辞

去。妪姬于五十南居峰州，以

其雄长，尊立为主，号曰雄王，

国号文郎。”这就是雄王被越南

人民尊为祖先的文字记载。据

此文字，越南人也认为自己是

龙的传人，今日首都河内在 100

多年前一直叫做升龙。据越南

的考证，自从公元前 2897 年首

位雄王统治文郎国开始，先后

共有 18 代雄王。今年富寿省的

祭典地点就有 108 处，在越南全

国范围达到上千处。

尽管如此，据越南文化艺

术 研 究 院 的 资 料 显 示 ，已 有

20%的庙宇、公共祠堂和与纪念

神灵的建筑在战争和自然灾害

中被损毁。社会各界要求重建

这些与节庆和献祭仪式有关的

重要建筑。富寿省文化体育旅

游厅副厅长阮伯谦说，许多村庄

已为此捐献善款和提供劳力。

此外，一些村庄的老人自发收集

有关雄王的故事传奇，并把材料

提供给研究者和文物官员。文

化体育和旅游部已经建立了一

个雄王祭奠仪式数据库，用于研

究和重建几乎已经失传的风俗。

富寿省表示将继续完善雄

王祭奠仪式的申报材料，该省

还实施了一项行动计划，旨在

保护和发展雄王祭奠仪式。在

该计划中，富寿省完成了省内、

越南境内甚至国外的雄王祭地

点名录。该省还收集有关资料

以指导祭奠仪式和有关风俗的

研究，并支持把它们传给后人。

雄王庙遗址主任阮春阁说，

每年举办雄王忌日的纪念仪式

和雄王庙会的目的是建设和发

展培育现代越南文化和国家特

点。仪式的保护成果之一是国

家文化遗产部门、越南文化艺

术研究院以及教育培训部等部

门共同合作，在中学的教材中

增设了有关雄王祭的内容。

近年来，每逢雄王祭，越南

党 和 国 家 领 导 人 都 会 出 席 活

动，通过继承强化这一传统仪

式，凝聚了越南的民族意识和

国家认同感。

自 2008 年以来，法国的凡尔

赛宫专门开放了一些区域，邀请

全球知名的当代艺术家带着他们

的作品走进凡尔赛宫。这为他们

提供了与宫内那些巴洛克时代的

著名艺术作品“ 共同展览”的机

会。巴洛克艺术与当代艺术的碰

撞，把凡尔赛宫装点成了一个向

艺 术 创 造 敞 开 大 门 的 地 方 。 然

而，回顾过去 4 年参展的艺术家，

2008 年的杰夫·昆斯、2009 年的塞

维尔·威尔汉、2010 年的村上隆、

2011 年的贝尔纳·韦内，清一色全

是男士。今年，这个皇家城堡终

于 迎 来 了 第 一 位 女 性 当 代 艺 术

家：琼娜·巴斯孔塞罗斯。这位

1971 年出生于巴黎的葡萄牙艺术

家，将带着 17 件令人眼前一亮的

作品，包括 8 件专门为凡尔赛宫准

备的作品，于今年 6 月 19 日至 9 月

30 日在凡尔赛宫进行展览。

对巴洛克风格及其繁复装饰

的敏感认知，加上鲜明的幽默诙

谐和女性特有的细腻风格，琼娜

的作品此前 获 得 的 评 价 褒 贬 不

一，她本人则被认为是让人难以

归类的怪才。“ 我热爱重新思考

有关传统的一切，它赋予我很多

当代的价值，让我从少数人的角

度进行思考和创作，包括对于色

彩的应用。比如说，女人通过家

务 和 针 织 活 来 体 现 她 们 的 创 新

意识。”琼娜在谈到创作的时候

说道。

其实，琼娜对巴黎人而言并

不 陌 生 。 早 在 2008 年 ，她 就 在

娜 塔 莉·欧 巴 迪 亚 画 廊 办 过 展

览。其作品《维亚纳的心》一经

展出，就吸引了众多巴黎人的眼

球—— 该 作 品 是 由 5000 把 经 过

热 弯 曲 并 上 色 的 小 刀 构 成 的

“ 心”组成的“ 爱之箭”。作品的

原始版本足有 4 米高，共有 3 种

颜 色：象 征 财 富 的 黄 色、

象 征 热 情 的 红 色 和 象 征

死 亡 的 黑 色 。 那 次 展 览

所 展 出 的 只 是 红 色“ 心”

的缩小版（3.2 米高）。现

在，该作品中黄色的“心”

放在葡萄牙里斯本一个餐

馆的庭院里，红色的“心”

保存在卢森堡现代艺术博

物馆，黑色的“心”则被西

班牙卡斯蒂利亚·莱昂当

代 艺 术 博 物 馆 收 藏 。 据

悉，蓬皮杜中心曾试图买

下在巴黎展出的缩小版，

作为它的公共收藏品。除

这件作品外，琼娜的其他

展品也曾引起轰动。一个

法国私人基金会对她的雕

像作品《法蒂玛》表现出浓

厚的兴趣，葡萄牙波尔图

塞拉尔维斯博物馆则以 6

万欧元买下了她创作的巨

大的海心钩针垫子。

此次在凡尔赛宫的展览，是

琼娜第一次在皇室背景下展出她

的作品。由于场地限制和主办方

的要求，琼娜在很多地方做出了

让 步 。 比 如 曾 在 葡 萄 牙 忧 伤 民

歌、悠扬的华尔兹和令人炫目的

气氛衬托下缓缓旋转的作品《红

火》，展示时将不再有背景音乐。

不过，琼娜表示，她并没有为了这

次展览而过多地抹掉作品的亮点。

本报讯 （驻日本特约记者

哈斯巴根）首届全日本连环画

剧（纸芝居）作品比赛颁奖仪式

近日在东京荒川区举行。比赛

由日本动漫家学会和荒川区地

域振兴机构主办，千叶县佐贯

四季创作的《天狗的果 实》获

得大奖。

颁奖晚会上，有“连环画剧

大师”之称的须田藤也身着天

狗服饰亮相，声情并茂地用说

唱形式表演了获奖作品《天狗

的果实》。评委会主席山田表

示：“应征作品质量非常高，构

思、结 构 及 视 觉 感 极 具 特 色，

充分说明了这些作家的潜力。”

上世纪 60 年代，日本连环

画 剧 进 入 全 盛 时 期 ，特 别 是

以 东 京 荒 川 区 为 中 心 的 地 区

非 常 流 行 街 头 表 演 ，很 多 著

名 的 连 环 画 剧 作 家 选 择 在 该

区 居 住 ，其 创 作 的 作 品 被 输

送至日本各地的连环画剧团，

因 此 荒 川 区 又 被 称 为 日 本 连

环画剧发祥地。据悉，本次大

赛 是 日 本 半 个 世 纪 以 来 举 办

的 第 一 届 全 国 性 连 环 画 剧 作

品比赛。

中国戏曲走出去不妨借鉴音乐剧
陈淑杰

本报讯 日前，国际儿童

文 学 大 奖 —— 瑞 典 阿 斯 特 丽

德·林德格伦文学纪念奖在瑞

典已故女作家林德格伦的故乡

维默比揭晓，荷兰作家许斯·库

耶尔荣获该奖，并得到瑞典文

化大臣利耶路特的热烈祝贺。

库耶尔生于 1942 年，1975

年发表其儿童文学处女作，迄

今已出版 30 多部作品，代表作

包括《关于一切》、《弗洛里安·
克诺尔》和以女孩珀莱克为主

人公的系列丛书。库耶尔的作

品《永远在一起》于 2006 年被翻

译成中文。纪念奖评委会主席

拉里·伦珀特在新闻发布会上

称赞他的作品描绘了当代社会

的种种问题以及关于人生的宏

大命题，把严肃、尖锐的现实同

温暖、精巧的幽默和梦幻般的

想象相结合，其简洁、清晰、精

准的文风蕴含着深刻的哲学眼

光与优美的诗意表达。库耶尔

对评委会的认可表示感谢，他

称赞这是“加强荷兰及全世界

儿童文学地位”的希望。

林德格伦是瑞典当代最著

名的儿童文学作家，1907 年生

于瑞典东南部维默比地区的一

个农民家庭，2002 年 去 世 ，一

生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共发

表了 87 部作品，并被译成包括

中文在内的 80 余种语言在全

世界发行，不少作品还被改编

成电影、电视剧和音乐剧，是深

受瑞典乃至世界各地儿童喜爱

的“童话外婆”。林德格伦一生

除了为儿童创作，也非常关注儿

童的权益，她把儿童看做是 世

界未来的希望，赢得了世人的

尊重。

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女性作

家，同时为提高世界范围内儿

童和青少年对文学的兴趣，提

升全球对儿童权利的关注，在

林德格伦逝世后不久，瑞典政

府于 2002 年 3 月 7 日宣布设立

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阿斯特丽

德·林德格伦文学纪念奖”，奖

金总额为 500 万瑞典克朗，是世

界上迄今为止奖额最高的儿童

文学大奖。 （浦正东 孙 洁）

泰国邀外国使团考察大城

本报讯 3 月 23 日 至 24

日，泰国文化部邀请驻泰使节

及泰国外交部、自然与文化环

境保护部官员等赴大城考察。

泰国文化部部长素古蒙、大城

府副府尹等专程前往陪同参观

并设宴招待宾客。

考虑到受国际社会瞩目并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泰国文

化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性，泰国文化部每年都会组

织“外交使团世界文化遗址之

旅”。本次活动中，泰国文化部

精心筹划安排，为来宾讲解大城

历史及文化、考古及相关知识。

在参观大城国家博物馆时，还邀

请了曼谷国家博物馆专家用英

文为参访外交使团讲解。外交

使团参观了大城世界文化遗址、

博物馆等地，并对 2011 年洪灾

中受损遗址进行了现场考察。

外交官对遗址灾后的修复和维

护十分关切，并表示将以不同方

式向泰方提供援助和支持。

自 2008 年起，该活动已成

功组织了 5 次。今年，共有来

自 24 个国家的大使和高级外交

官应邀参访。 （陈淑杰）

日本举办首届连环画剧比赛

3 月 27 日，埃及金字塔地区教育局组织金字塔外贸学校、酒店管理学校、旅游酒店学校、印刷学校、艾哈

迈德·巴加特学校和金字塔学校等 6 所学校的优秀学生一行 35 人，参观了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在中心主任助

理阿巴斯的带领下，师生们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电影短片《神州中国》，参观了“中国小屋”展览，学习了简单的

中文问候语并进行了中国知识有奖问答。 本报驻埃及特约记者 裴爱红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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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宫首次为当代女艺术家办展
樊 炜

琼娜和她的作品《维亚纳的心》

在美国齐淑芳京剧团主办的美国第 11 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美国

京剧女演员阿普里尔·奥伯特（右）在英文版《拾玉镯》中扮演刘媒婆。

齐淑芳在美国致力传播和发扬京剧国粹已近 20 年，将《杨门女将》成功

打入纽约百老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