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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来往往

一个故事，两种语言，三样腔

调，你能否想象出这是一台怎样

的演出？4 月 3 日，庆祝中韩建交

20 周年暨“中韩友好交流年”开幕

式演出《春香传》在韩国国立中央

博物馆龙剧场上演。中国文化部

副部长王文章、韩国文化体育观

光部第一次官郭濚镇等与近千名

中韩观众一同观看了这台精彩的

演出。

中韩非遗同台震撼全场

“木 槿 怒 放 扑 鼻 香 ，牡 丹 初

绽 吐 芬 芳 。 汉 江 和 长 江 ，山 水

遥 相 望 。 建 交 二十载，中韩情意

长……”韵味十足的三弦加上曼

妙悦耳的琵琶，上海评剧团苏州

评弹演员为演出揭幕，吴侬软语

间乐音婉转流过，浓浓的苏州味

儿令人瞬间感受到这个舞台的特

别。随后，几句唱词将李梦龙与

成春香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比

字幕介绍更显生动。

一群穿着韩服、腰系长鼓的

女孩让整个舞台生动起来。浙江

小百花越剧团演员对人物性格与

情感的把握和演绎，让这个有着

150 多年历史的古老戏曲跳出历

史，散发出一种能够让年轻人为

之沉醉的现代风韵。该团团长茅

威涛扮演李梦龙一角，唱腔优美、

动作到位、表演极具感染力。

后半段演出，韩国著名说唱

艺 术 板 索 理 登 场 。 空 旷 的 舞 台

上，一束白光洒下。板索理表演

艺术家朴爱理在鼓手的伴奏下，

接续越剧表演的剧情，为大家讲

述 梦 龙 惜 别、春 香 入 狱 的 故 事。

铿锵有力的声线回荡在剧场中，

互动环节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在板索理演出的同时，越剧演员

在舞台后场短暂的情节表演，填

补了板索理只唱念、无表演的舞

台空缺。演出以春香与梦龙团圆

为结尾，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

演出结束后，几乎每一位走

出剧场的观众的眼中都带着惊喜

和满足之情。一位韩国观众兴奋

地告诉记者：“我第一次看到这样

的演出，没想到中国的戏曲和韩

国的板索理可以同演一出剧目，

这真是一种享受。中国艺术家诠

释的《春香传》很新颖、很感人，从

乐曲到服装，从主角的动作到配

角的舞蹈，都能品出一些韩国的

味道。”

苏州评弹、越剧、板索理是中

韩两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经过创意设计，磨合而成的这样

一台精彩演出，为今后两国的文

化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方

式和成功范本。

《春香传》的台前幕后

任何一场演出的成功都离不

开 主 创 人 员 的 辛 劳 付 出，《春 香

传》这台极具探索意义的演出更

是如此。

通过网络进行交流，仅仅经

过数月的编、创、排，演出前一天

才进行首次联合彩排……正式演

出 之 前，没 有 人 能 够 预 测《春 香

传》究竟会得到怎样的现场反响。

4 月 2 日下午，《春香传》中韩

演员第一次联合彩排。也是这一

天，中方总导演郭小男与连日来

互 通 邮 件 的 韩 方 导 演 见 了 第 一

面。“韩方剧场条件有限，我们的

准备工作变得更加繁重。”郭小男

说 。 由 于 剧 场 入 场 处 高 度 的 限

制，导演组不得不将一些舞台背

景材料锯成两半，运进剧场后再

拼接起来。熟悉剧场、调试灯光、

与韩方导演组对接……短短一天

时间，对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剧

目来说，实在显得过于紧迫。郭

小男在和时间赛跑的同时，不忽

视任何演出细节，一遍又一遍不

厌其烦地进行调整。

“时间紧迫”四个字自始至终

伴随着这部新戏的出炉，两国艺

术 家 用 惊 人 的 毅 力 完 成 了 一 项

“不可能的任务”。中国对外文化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孙晓红感叹地

说，这个任务比较急，但导演和艺

术家们都很干脆地接下任务，给

大家带来很大鼓舞。

《春香传》形体艺术指导、国家

一级导演许淑说，舞蹈演员都是从

越剧团里挑出来的，他们有自己的

固定角色，有演老生的，有演小生

的，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程式和气

质。“我同她们一起排练的时间只

有12天，要把她们身上原有的东西

尽量抹去。她们真的很努力，如此

短的时间之内，能够达到这样的水

平，真的很不容易。”如果不是听许

淑介绍，记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一个个柔媚的舞娘中竟然有扮演

老生、小生多年的越剧演员。

两国艺术家灵感互动

50 年前，王文娟等老一辈艺

术家演绎的越剧《春香传》轰动一

时。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赴韩演出

《春香传》也并非第一次，2000 年

参加第七届 BESETO 国际戏剧节

时，就曾与日本歌舞伎剧团、韩国

唱剧同台演出《春香传》，不过 3 个

艺 术 团 并 没 有 实 质 上 的 联 合 创

作，只是分别选取了其中一个章

节进行演出。

可以说，此版《春香传》是第

一次将评弹、越剧两个中国著名

戏 曲 形 式 和 韩 国 板 索 理 运 用 在

同一部戏中，在一个对中韩两国

都 非 常 重 要 的 里 程 碑 式 的 时 间

节点，讲述一段对于中韩两国民

众 都 不 陌 生 的 故 事 —— 这 次 全

新 的 尝试，激发出了两国艺术家

交流与合作的无限灵感。

“通过这次演出，我希望韩国

观众能够看到越剧的时代气息，

看 到 中 国 戏 曲 已 经 进 入 21 世

纪 。 同 时，通 过 运 用 长 鼓、舞 蹈

等韩国元素，我也希望能让韩国

观众觉得很地道。”在《春香传》

之前，郭小男曾携手浙江小百花

越剧团排演根据日本作家谷崎润

一 郎 中 篇 小 说《春 琴 抄》改 编 的

越 剧《春 琴 传》，引 起 了 广 泛 关

注。通过执导《春香传》，他再次

看到了多种艺术形式间合作的可

能。他希望日后能够将此次《春

香 传》里 越 剧 没 能 表 现 的 部 分，

即《别歌》和《狱歌》完成，让《春

香传》和《春琴传》成为小百花的

两个保留剧目。“在这次合作中，

文化部外联局亚洲处和中国驻韩

使馆文化处的倾情投入，给我们

的工作带来了很大帮助。”

上海评弹团团长秦建国对记

者说：“这是第一次将评弹融到越

剧中，从写词、改词到排练、磨合

只用了一个月时间，一开始真的

不知道行不行，屡次修改后初显

效果，才松了口气，感觉还不错。”

戏里借助评弹介绍了背景材料、

铺垫了故事情节，这也正好突出

了评弹的可塑性特点。秦建国认

为，这部戏让他们看到了评弹与

其他剧种合作的可能性。

《春香传》韩方导演宋胜恩对

记者说，虽然她也做过不少国际

交流活动的导演，但像这样联合

制作一部作品的机会并不多。“因

为是两国演员同台献艺，我们希

望参演 的 部 分 可 以 更 加 出 色 一

些，大 家 都 憋 着 一 股 劲 儿，给 我

提 了 这 样 那 样 的 意 见 。 这 个 工

作过程很有趣，让我们学会配合、

理解和协调。”她说：“此前，我并

没有看过越剧，因为这次合作看

了 很 多 相 关 资 料 ，现 场 看 到 以

后，更加觉得有趣、新颖，无论是

导演的编排还是场面的表现方式

都非常出色。”

对韩国板索理演员朴爱理而

言，以这样的方式与中国艺术家

同台演出也是第一次。她告诉记

者，板索理是“一个人的艺术”，而

越剧是一门集体艺术，她曾担心

这 样 两 种 艺 术 的 同 台 会 显 得 突

兀，没想到反而非常自然，春香的

故 事 用 越 剧 来 表 现 也 非 常 美 。

在朴爱理演唱的间隙，中国越剧

演员以默剧的形式上台，将她所

讲 、所 唱 的 情 节 展 现 给 现 场 观

众，这个场面给她留下了深刻的

印 象 。 她 说：“ 板 索 理 是 一 个 以

讲为主的艺术形式，通过越剧表

演 将 观 众 想 象 中 的 场 景 在 舞 台

上再现，我觉得很棒。希望今后

可 以 有 更 多 与 中 国 艺 术 家 合 作

的机会。”

两 国 非 遗 一 台 戏
——记“中韩友好交流年”开幕式演出《春香传》

本报记者 宋佳烜 文/图

4 月 2 日至 4 日，参加由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驻华使节及夫人

中国才艺大赛”的来自 32 个国家的 60

余位驻华使节，来到四川省都江堰市踏

青寻访。其间，使节们体验了青城山太

极文化，与中国国宝大熊猫亲密接触，

参观了5·12汶川大地震震后重建示范

地，还见证了都江堰清明放水仪式。

大自然中感受道教文化

4 月 2 日，驻华使节开始了此次行

程的第一站：道教文化体验游。四月

的蜀地，树木苍翠。青城山自古有“洞

天福地”“人间仙境”的称号。使节们

走在古老的山路上，畅快地呼吸着大

自然的新鲜空气。波兰驻华大使塔德

乌什·霍米茨基感叹道：“山也绿，水也

绿，真是一片仙境啊！”他告诉记者，自

己非常喜欢登山，青城山风景宜人，让

人心旷神怡，这让他特别期待接下来

要去的乐山。

牙买加驻华大使考特尼·拉特雷

对记者说：“两年前我去过峨眉山，那

里和青城山的风景很像。刚才我还品

尝了山上的茶，非常清新，我太喜欢这

里了！”当记者问他是否知道道教文化

时，他滔滔不绝地说：“我知道道教是

一种中国传统宗教，与养生、长寿、算

命等有关。”

登山过后，驻华使节们驻足片刻，

稍作休息。记者注意到，一位身材魁

梧的先生似乎总是若有所思，上前采

访后得知，他是加拿大驻华使馆参赞

宋毅军。“我第一次来青城山，已经是

40 年前的事情了，这里变化太大了，一

切都变得更加方便和现代化。”他还表

示，自己对道教文化非常感兴趣，从小

就读老子的《道德经》，非常想了解道

教文化的精髓。

“我会爱上慢慢悠悠的太极”

结束了登山之旅，4 月 3 日，统一

着装的使节们来到青城山建福宫，在

青城派掌门、青城太极大师刘绥滨的

示范和指导下，练起了青城太极。

原来，许多驻华使节都是中国武

术的爱好者。考特尼·拉特雷兴奋地

对记者说：“我非常喜欢太极，因为牙

买加也有太极这项运动，打太极不仅

可 以 强 身 健 体，还 可 以 磨 练 自 己 的

意 志 。 现 在 生 活 各 方 面 压 力 都 很

大，打太极可以调节压力，让精神变

得放松。”

只见使节们穿着清一色的灰白

色唐装，站在青城武术小弟子中间，

非常认真地模仿每一个动作。经过

几遍练习之后，大家还展开了“驻华

使节及夫人中国才艺大赛——青城武

术”比赛。得到“真传”的使节们展开

了激烈的角逐，最终，塔德乌什·霍米

茨基获得了第一名。得知自己获胜

后，他难掩喜悦之情，高兴地和大家拥

抱在一起。

之前表示没有信心夺奖的孟加拉

国驻华大使孟什·法亚兹·艾哈麦德获

得了第二名。他告诉记者一个打好太

极的小秘诀，那就是集中精力，排除

一切干扰。格鲁吉亚驻华大使玛姆

卡·加 姆 克 列 利 泽 向 记 者 称 赞 起 他

的小老师：“我的小老师特别棒！虽

然 我 一 直 喜 欢 快 节 奏 的 运 动，但 是

练 完 太 极 后，我 一 定 会 爱 上 这 项 慢

慢悠悠的运动。”

马来西亚驻华公使巴拉·詹德兰·
塔尔曼害羞地说：“我打得不好，但我

夫人打得很好。”据他介绍，太极在马

来西亚也很流行。记者向其夫人古丽

求证是否经常练习太极时，她连连点

头说：“去年夏天，我们大概 30 位在京

的公使夫人还一起练习打太极，每次

练完，我都觉得身体得到了舒展，非常

舒服。”

都江堰赛书法

当天下午的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使节们在都江堰景区游客中心进行了

书法临摹友谊赛，与都江堰当地书法

家及小学生共同临摹“中国都江堰·世

界人文水利奇观”的字幅。

用毛笔书写汉字，这可难坏了南

非驻华使馆参赞亚博，只见他一笔一

划，有模有样，可是过了将近 15 分钟

他才写成了一个字。这时，亚博的小

老师悄声对他说了句话，亚博立刻又

变得自信满满。记者仔细观察才发

现，原来他采取了先描框再填空的办

法，这样一来，不一会功夫作品就完成

了。同样是写字，古丽看上去轻松自

如得多。她说：“中文其实和英文一

样，一笔一划，有先后顺序，明白了这

个道理，自然就不难了。”

3 天的短暂行程很快结束。驻华

使节纷纷表示，这是一次充实而愉悦

的文化之旅，中国传统文化让他们深

深着迷。除了表达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之情，他们还表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

将中国文化带到自己的国家，让那里

的人们也了解并喜爱上中国文化。

本报讯 近日，德国柏林

中国文化中心举办“发现中国”

系列讲座，介绍了山东汉画像

石刻。讲座由山东省石刻艺术

博物馆副馆长杨爱国主讲。

杨爱国毕业于山东大学历

史系考古专业，研究汉代画像

石 和 相 关 社 会 文 化 史 已 有 多

年。据他介绍，山东是中国汉

代画像石遗存最多的地区，山

东汉画像石不仅具有珍贵的史

料价值，也具有超高的艺术价

值。此次精选的近 40 幅汉画像

石拓片，包括长清孝堂山石祠、

嘉祥武氏祠、沂南北寨村画像石

墓的画像石拓片精品，向人们展

示了中国汉代艺术的特点。

多位柏林大愚读书会的成员

前来聆听了讲座。他们认为，山

东省文化厅精选汉画像石拓片在

柏林展出，可以帮助德国民众进

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杨爱国

的讲解旁征博引，图文并茂，使他

们受益匪浅。 （简 涛）

“地上的天宫”在东京开展
本报讯 （驻日本特约记

者何静）3 月 28 日，“地上的天

宫——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在日

本东京富士美术馆开展。中国

驻日本大使程永华、东京富士美

术馆名誉馆长原田稔、北京故宫

博物院副院长陈丽华、朝日新闻

社董事木村伊量、创价大学校长

山本英夫、东京富士美术馆理事

田代正子等出席了开幕式。

程永华说，今年是中日邦

交正常化 40 周年，也是“中日国

民交流友好年”，希望展览进一

步加深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增

进 两 国 人 民 的 相 互 理 解 与 友

谊，为推动中日关系不断发展

发 挥 积 极 作 用 。 据 陈 丽 华 介

绍，为体现对日本民众灾后重

建的问候与祝福，本次展览展

出的 200 余件文物均精挑细选，

特别是《女孝经》图等国家一级

文物是首次走出国门。

据悉，“地上的天宫——北

京故宫博物院展”自 2011 年 7

月在北海道等 5 个道、县展出以

来，受到了广大日本民众的热

烈欢迎。截至目前，已有 70 余

万观众参观了展览。

安达组合亮相澳大利亚艺术节
本报讯 （驻澳大利亚特

约记者陈瑶）近日，第二十届

WOMADlaide 艺术节在澳大利

亚阿德莱德市植物园开幕。作为

澳大利亚中国文化年的项目之

一，蒙古族乐队安达组合为澳大

利亚观众奉献了一台精彩的节

目。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公使衔

文化参赞柯亚沙观看了演出。

简单的开场白之后，10 名

身着民族服装的乐队成员用马

头琴、潮尔等演奏了蒙古族传

统曲目。悠长的旋律和动人的

歌声回荡在舞台上方，数百名观

众沉浸在蒙古族音乐的独特韵

味之中。随后，乐队表演了“呼

麦”，还邀请观众上台学习，一时

间，台上台下欢声笑语不断。演

出在激越的《万马奔腾》中落下

帷幕，观众随着音乐忘情地舞

动，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作为WOMAD艺术节系列

全球规模最大的一站，为期 4 天

的 WOMADlaide 艺 术 节 每 年

都会邀请多国艺术团体，吸引

众多当地观众前来观看。

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开讲中医
本报讯 （驻马耳他特约

记者张林）3 月 22 日，一场中医

养生讲座在马耳他中国文化中

心举办。讲座由地中海地区中

医中心主任马荣连主讲。马耳

他前大法官费莱迪、马中友协

主席卡莱亚、艺术制造和商业

协会主席米苏德等来宾聆听了

讲座。

地中海地区中医中心由中

马两国共同建立，多年来一直

为当地民众提供优质的医疗服

务。马荣连从事中医研究和临

床工作多年，在中国传统医学

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他以“望

舌保健”为题，深入浅出地介绍

了如何通过观察舌体了解和改

善自身健康状况，并以现场听众

为实例，结合人体经络图，讲述

各个穴位的作用及按摩手法，还

现场示范了一套日常保健操。

现场听众聚精会神地聆听

讲解，为中医养生的深邃奥妙

所折服，还有人提出了自己的

健康问题。马荣连对每个问题

都做了耐心的解答。

山东汉画像石刻吸引柏林人

3 月 28 日，埃及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在

开罗自由小学（法语学校）举办“中国走进

校园”活动，该校师生及家长近百人参加

了当天的活动。

上午 11 点，在校长阿米拉的带领下，

老师们身着中国少数民族的服饰，小朋友

们也穿上中国旗袍和埃及法老时期的服

装，大家手捧鲜花欢迎来自开罗中国文化

中心的工作人员。

按照学校的惯例，活动伊始，都会播

放一段《古兰经》，并教学生几句穆罕默德

先知的名言或阿拉伯成语。今天，开罗中

国文化中心主任助理阿巴斯则为学生带

来了中国俗语“活到老，学到老”。随后，

场内奏响了雄壮的中埃两国国歌。

阿巴斯 10 分钟的“埃及与中国”PPT

讲座短小精悍、浅显易懂、引人入胜。他

通过大量的图片及文化符号，形象生动地

把中国的长城与埃及的金字塔、中国乐器

二胡与埃及乐器拉巴巴、中国的皇帝和埃

及的法老以及中埃两国的货币、国旗、首

都、文字等一一进行对比，讲座赢得了大

家的阵阵掌声。

在“汉语兴趣小课堂”环节，开罗中国

文化中心汉语志愿者为在座师生每人发

了两页材料，在最短的时间内，教大家学

会了“你好”“谢谢”等日常用语和数字。

通过对汉字“人”“山”从甲骨文到简体字

的讲解，使大家很自然地联想到古埃及的

象形文字。由于内容生动有趣，大家学习

的热情格外高涨。

在有奖问答环节，“中国国旗有几颗

星星？”“中国最有名的教育家是谁？”“中

国最有名的体育明星是谁？”“中国最有名

的动物是什么？”这些问题引来师生们踊

跃抢答。中国小灯笼、中埃国旗等小礼品

颇受大家的青睐。

播放短片《神州中国》的时候，小朋友

们个个瞪着大眼睛，聚精会神地观看。《找

朋友》、《上学歌》、《好习惯》等汉语儿童歌

曲受到了欢迎，大家跟着音乐的节奏欢快

鼓掌。老师们的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秀引

得学生捧腹大笑。热心的学生家长还特

意从网上学习了中国菜肴的制作方法，在

学校的厨房烹制了辣椒鸡丝炒面、拔丝香

蕉等中国美食，拿给大家品尝，引来了阵

阵欢呼。

最后，学生们合唱《我的祖国》、《母

亲》等埃及歌曲，把当天的活动推向了高

潮。本次活动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埃及学

生在游戏中了解了中国文化。活动受到

了学校领导、师生和家长的连连称赞。

中国文化走进开罗校园
本报驻埃及特约记者 裴爱红 汪 碧

驻华使节学打太极

中埃服饰秀

茅威涛（右）演绎李梦龙朴爱理表演板索理 中国艺术家激情献艺

驻华驻华使节使节都江堰感受中国文化都江堰感受中国文化
本报实习记者 程 佳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