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挝首都万象当地时间4月

25 日晚上 6 点，距北京市文化

局组派的中国杂技团访问老挝

演 出 团 的 首 场 演 出 还 有 两 小

时，位于万象市中心的国家文

化宫门前，闻讯而来的观众早

已开始进场，热烈讨论着中国

杂技团将带来的惊喜。时值中

老两国建交 51 周年，应中国驻

老挝大使馆邀请，中国杂技团

此次访问和交流演出，为这一

重要的日子更增添了一份浓情

厚意。

“ 早 就 盼 望 着

见到祖国亲人了。”

在 老 挝 呆 了 20 多

年的曹俊芳难掩内

心的激动，兴奋地

说道。作为老挝中

国商会的会员，曹

俊 芳 已 多 年 未 回

国，她对祖国的了

解局限于报纸、电

台报道以及周围华

人的口述内容，这

次能够看到中国杂

技团的现场表演，

曹俊芳除了高兴，

更多的是自豪。

不 到 7 点 ，能

够 容 纳 1300 人 的

演出大厅已座无虚

席。当地从事导游

工作的阿明告诉记

者，本地居民晚间

更习惯待在家里看

电视或碟片，很少

愿意出来。不过，

来自中国的最顶尖

杂技团的演出，似

乎改变了他们的平

日习惯，不少市民

扶老携幼举家赶至

剧场，只为目睹来

自中国的精湛传统

技艺。

晚 8 点 ，伴 随

着 一 曲 壮 怀 激 扬

的 乐 曲 ，《汉 宫 飞

燕 —— 芭 蕾 对 手

顶》的绝活儿正式

拉开了演出大幕。女演员以足

尖站立在男演员肩、臂上翩翩

起舞，让古典芭蕾艺术多出几

分惊险，也让杂技“对手顶”技

巧平添了几分典雅。场内观众

的 掌 声 和 叫 好 声 一 浪 高 过 一

浪，一度湮没了节目配乐。随

之登场的《蝶恋花——集体转

碟》融入了“头上单手顶转碟”

等多个高难度组合动作，“牌楼

转碟造型”营造出的如诗如画

意境让观众久久沉浸其中。为

活跃场内气氛，演出团还特意

穿插了一个滑稽节目，两位男

演员穿梭观众席间，用气球为

在场的小朋友编织出形态各异

的小动物，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顿时溢满现场。

当青年演员曹凯同时将 8

个小球舞动起来时，场内又一

次沸腾了。京剧中的俏花旦扮

相、荷塘月色般的灯效、熟悉的

民族器乐，让饱经沧桑、依旧思

念 祖 国 故 土 的 老 华 侨 数 次 落

泪。在老挝经营超市生意的黄

化生已经 5 年没有回国了，他说

演出让他感觉与祖国的亲人不

再遥远。

占塔拉是万象

市某中学的一位语

文 老 师 ，曾 到 中 国

专 门 学 习 过 中 文 。

据 他 介 绍 ，目 前 在

老挝从事小商品销

售生意的中国人有

6 万，仅万象就有超

过 3 万人，他们把中

国的很多优秀文化

带 到 了 老 挝 。 此

外 ，中 国 和 老 挝 在

文化上有不少相近

之处。比如以老挝

国花占芭花命名的

民 歌《占 芭 花》，就

与 中 国 的 民 歌《茉

莉 花》在 曲 韵 上 有

相 通 之 处 。 这 次

他 特 意 带 学 校 的

近 百 名 学 生 集 体

观 看 了 演 出 ，希 望

孩子能对中国文化

产 生 兴 趣 ，鼓 励 学

生有机会一定要到

中国亲身感受魅力

十足的传统文化和

现代文化。

据 悉 ，为 了 让

更 多 的 观 众 看 得

懂、看得过瘾，中国

杂技团在节目编排

上 下 了 不 少 功 夫 。

“ 既 要 能 体 现 中 国

文 化 的 特 色 ，还 要

保证吸引当地观众

并 产 生 共 鸣 。”中

国 杂 技 团 副 团 长

孙力力还介绍，演出前，他们

在 一 天 半 时 间 里 3 次 组 织 演

员 彩 排 ，给 观 众 配 发 的 节 目

单 用 老 挝 语 详 细 解 释 了 每 个

节 目 的 看 点 和 来 历 。 不 难 发

现 ，基 于 中 国 和 老 挝 在 文 化

上 的 深 厚 渊 源 ，演 出 让 万 象

民 众 深 入 领 略 了 中 国 文 化 的

魅力。“ 谢谢中国朋友的绝活

儿 ，希 望 你 们 能 常 来 。”一 个

半 小 时 的 演 出 结 束 后 ，万 象

市 民 占 塔 拉 连 连 赞 叹 中 国 演

员 的 高 超 技 艺 和 表 演 天 赋 ，

期 待 着 下 一 场 中 国 味 儿 十 足

的精彩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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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意 的 游 历
——读祝寿臣《五洲神韵》

王宏波

本报讯 （驻日本特约记

者 王晨）从 2005 年开始，日本

每日新闻社和东京广播电台每

年都会在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

日”这天主办一场规模庞大的

演唱会，呼吁全世界开展环境

保护活动，唤起人类爱护地球、

保护家园的意识，促进资源开

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今年世界地球日东京演唱

会的主题是缅怀已故非洲诺贝

尔 和 平 奖 女 性 得 主 —— 旺 加

里·玛 塔 伊（1940—2011）。 玛

塔伊从 1977 年起通过创建民间

组织“肯尼亚全国妇女委员会”

鼓励妇女种植树木。20 世纪 90

年代，她强烈反对土地开发商

强占土地，曾遭监禁、鞭打，但

从未屈服。2002 年，玛塔伊当

选国会议员，次年出任肯尼亚

环 境 与 自 然 资 源 部 副 部 长 。

她致力推动“绿化运动”，在非

洲 种 植 了 3000 万 棵 树 木 。

2004 年，因在“可持续发展、民

主与和平”方面所做的贡献，

她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

一位获得该奖项的非洲妇女。

演唱会上播放了 2011 年玛塔伊

接 受 东 京 广 播 电 台 专 访 的 录

像，在呼吁环保的同时，她还向

3·11 东日本大地震的灾民表示

了 深 切 的 问 候 。 同 年 9 月 26

日，这位顽强的女性被骨癌夺

去了生命。

今年的世界地球日演唱会

在东京国际论坛中心举办。恰

逢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和中

日国民交流友好年，主办方特

意再次邀请来自中国上海的歌

手巫慧敏参加今年的演唱会。

巫慧敏是第二次应邀参加世界

地球日的演出，2010 年她曾应

邀 与 日 本 少 年 合 唱 团 在 日 本

武道馆共同放歌，当时日本东

京 电 台 进 行 了 现 场 直 播 。 今

年 与 巫 慧 敏 共 同 登 台 的 还 有

日 本 超 人 气 歌 手 仓 木 麻 衣和

平原绫香。

中国驻日本使馆文化处为

该演出做了后援，使馆文化官

员等应邀与 5000 多名观众一起

观赏了演出。

本报讯 （记者陈璐）4 月

27 日至 5 月 6 日，由文化部所属

的中华文化联谊会与台湾省文

化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大彩无

色——2012 周锡玮画展”在中

国美术馆举办。国务院台湾事

务办公室副主任陈元丰，海峡

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王富卿，

中 华 文 化 联 谊 会 副 会 长 董 俊

新，全国台联副会长史茂林，中

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文化部

港澳台办公室主任助理、中华

文化联谊会副秘书长肖夏勇等

两岸嘉宾出席了开幕式。

本次展览共展出周锡玮精

选作品 23 幅，分为“白山黑水”

“点线面”“四季”三大系列，呈

现抽象与印象派的多元画风，

并“以童年梦中的美丽色彩和

成年沧桑的线条刻痕为笔墨”，

通过明丽斑斓的“色块”描绘了

画家内心深处对外在世界的印

象。据周锡玮介绍，画展之名

取意于老庄思想，“无色”即不

被一种色调、技法所限。“当创

作不被颜色、技巧所局限，画家

内心世界也不受外在局限的时

候，创作的空间就会变得无限

大。当文化艺术充满心灵时，

人生才是美好的。”

作为台北县前县长，周锡

玮在任职期间，积极支持两岸

文化艺术交流，曾推动两岸城

市文化艺术节在台北县举办。

卸任后，他全身心投入教育与

绘画创作中，并继续从事两岸

文化交流事业。据悉，该画展

随后将在台北展出。

美丽是充满诗意的，而旅行

的历程就是一次次美丽的展现和

美丽的感受。旅游者在这种历程

中记叙客观事物和阐发主观情感

的文体——游记更是美丽的集萃，

那往往是诗意的，在读者面前洞开

一扇扇窗口，在绚烂的世界中享受

流动的美丽。祝寿臣同志的新作

《五洲神韵》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接到寿臣同志从北京寄来的

新作，我捧读这本图文并茂的文

集，心情无疑是喜悦的。寿臣同

志现任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有

十数年新华社驻外新闻记者的经

历，利用在国外采访和对外新闻

交流的机会，访问了世界上几十

个国家，目睹了人类共同创造的

各种文明，并通过自己的笔和镜

头，将丰富多彩、五颜六色的大千

世界做一真实、直观、生动、形象

的呈现。

寿臣游记的一个最为明显的

特点是历史之美。一篇游记如果

没有历史，整篇就会略显单薄，反

之就会丰腴厚重，这是被一些成

功的游记写作实践所证明的。寿

臣深得前辈的影响，在游记的写

作中精心地剪裁各国的历史，犹

如在浩翰的夜空中捡拾起一颗颗

晶莹的星星镶嵌在文中。在《顺化

文韵》中，他捡拾了“一折青山一扇

屏，一湾碧水一条琴”的越南顺化的

历史：“北区的皇城是阮氏王朝的皇

宫，建于1805年，建筑样式仿照北

京紫禁城，只是规模要小很多，深受

中国文化的影响。皇城两周有护城

河，正门为午门，过来午门就是皇帝

管理朝政的太和殿。殿内雕梁画

栋，气势恢宏。越南历史上曾长期

使用汉语和汉字。‘太和殿’三个中

文大字苍劲有力……”使读者在了

解越南历史的同时，更感受到中越

两国“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的

渊源。在《卢塞恩如画》这篇访问瑞

士小城卢塞的游记中，他以被美国

作家马克·吐温誉为“世界上最悲壮

和最感人的石雕”的雄狮之口，讲述

了这座小城成为瑞士第一大都市，

是以出卖雇佣军的血泪和生命作为

原始资本积累的历史，使读者在领

略号称“最美丽、最理想的旅游城

市”卢塞恩的同时也看到它发展的

过去，引发人们对城市发展特别是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如何更加尊重

人、尊重生命、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

的思考。这就使得游记不仅仅局限

于寄情于风光的小情怀，更能体现

游记的思想力度和深度。

游记写作是作者面对自然界

的神奇，以自身的独特感受或记

游踪、或描山水；或览名胜、或载

风俗。寿臣在游记写作中以诗人

的气质发现自然之美，并抽象为

文中的哲理之美。在《壮丽的伊

瓜苏瀑布》中，作者介绍了这个瀑

布的历史，又由远及近描绘这个

瀑布的壮丽和气势，但是没有仅

仅停留在这里，而是从大自然的

现象联想到人生问题，那就是人

生需要不间断地奋斗，只有不懈

地努力才能实现自身的人生价

值。他以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的激

情写道：“大瀑布不正是人生的写

照吗？人的一生有欢乐、有痛苦、有

顺利、有曲折，但只要具有大瀑布这

种气吞山河、一往无前的气势，就能

冲破艰难险阻，到达胜利的彼岸。”

这种由自然之美向哲理之美的深化

是游记作品的思想精髓。

寿臣在游记写作中以炽热的

感 情 点 染 文 章 ，点 燃 读 者 的 心

灵。一是以深情叙述事物。《不朽

的甘地》中，作者描写甘地的墓地

“墓园开阔，四周建有宽阔的瞭望

台。园内绿草如茵，高大的树木

盛开着白色的和黄色的花朵。墓

体为黑色大理石。我们站在甘地

墓前肃立致敬。”在深情中勾勒出

一种静谧的画面；二是以深情剪

裁风光。风光是游记的主要因素

之 一 ，作 者 在 文 中 以 情 为 笔 写

景。在《好望角遐思》中，作者拾

起了两处风景：“我们伫立山巅，

极目远眺，蓝天白云，水天一色。

蔚蓝的大西洋和碧绿的印度洋在

我们眼前和谐地交汇在一起。大

西洋如雄狮般怒吼着，黑黝黝的

浪涛从天际滚滚而来，撞击到悬

崖峭壁之上，卷起冲天的浪花，发

出撼天动地的吼声；印度洋则像

少女般温柔恬静，浩瀚的海面宁

静得如同光亮的玻璃平面，近处

无数细碎的浪花轻吻着金黄色的

海滩。”“我们站在好望角下，但见

惊涛拍岸，发出阵阵巨响，掀起层

层浪花。天空瓦蓝瓦蓝的，像画

家泼上一层浓浓的蓝色油彩；海

水碧绿碧绿的，闪烁着宝石般纯

洁的光泽。海风吹动着浪花，把

我们带到遥远的过去。”三是以深

情直发议论。在《多面老人金字

塔》中，作者以批判的态度直抒胸

臆，在尼罗河西岸和大沙漠的东

缘写道：“金字塔像一位历史老

人，见证了埃及的兴衰，金字塔是

皇帝崇拜的产物。皇帝企图通过

建造如此豪华的陵墓，来颂扬他

们的伟大和万能，使人们无论在

他们生前或者死后都无限忠诚

他、崇拜他。但与他们的愿望相

反，大约公元前2100年，古埃及的

首都迁到了尼罗河中游峡谷中的

底比斯后，皇帝的地位逐渐衰落，

大型的金字塔也不再建造了。”这

是对帝王和个人崇拜的批判，但

也寄托了感情，只是那是愤怒的

感情罢了。四是以深情讴赞美

好。在《捷克双城记》中，作者在

1347年建设的圣维特教堂看到一

对新人举行婚礼，新娘的微笑、新

郎的热吻、亲人的掌声、欢快的音

乐，这些点燃了作者的情愫，使他

对世界的美好事物从内心发出赞

美：“当我们爬到山上的古堡时，

登高远望，全城美景尽收眼底，我

们不住地为她的美丽而欢呼。只

见蓝天白云下，哥特式、文艺复兴

式和巴洛克风格巧妙融合在一起

的大型建筑群错落有致，一座座

白墙红顶的建筑像一个个美少女

亭亭玉立，婀娜多姿，两座尖塔高

耸入云，像守卫这座小城的哨兵，

承载了几多美丽与哀愁的伏尔塔

瓦河，环绕小城，润泽着这片土

地，养育着这里的人们。这是一

幅美丽而古朴的风景画。”

游记不仅要写景，还要写人，

并在历史、现实、风光，甚至在复

杂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这是

寿臣游记写作中的一个特点。他

在游历这些国家时注重考察各个

历史时期出现的民族文化的代表

人物，以白描的手法塑造了莎士

比亚、歌德、塞万提斯、毕加索、普

希金、安徒生、肖邦、裴多菲等人

物。作者在《肖邦的心》中向世人

推介了这位钢琴诗人的家事和个

人的奋斗，如何从一名普通的波

兰 流 亡 者 转变为一个爱国主义

者。“1830年11月2 日，肖邦带着

亲友们赠送的一个装满祖国泥土的

银杯，离开了华沙。那个盛满泥土

的银杯一直陪伴他终生。肖邦就这

样离开了祖国，以后再也没能回

来。肖邦在国外创作了很多爱国主

义思想的钢琴作品，以此抒发自己

的思乡情、亡国恨。1837年，他严

词拒绝了沙俄授予他的‘俄国皇帝

陛下首席钢琴家’的职位。”一位爱

国主义艺术家的形象就这样栩栩如

生地矗立在我们的眼前。

另外，这部游记的另一大特

色就是书中的照片。这些照片摄

下大千世界的一个个美丽瞬间，

为读者捧上了直观的美丽。我们

要感谢寿臣同志这部游历的诗意

和诗意的游历。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高级编辑，黑龙江林业报社社长、

总编辑，本文有删节）

5 月 2 日，由文化部外联局和

2012 艺术北京博览会主办，中外

文化交流中心、北京画廊协会承

办的“2012 中国文化产品国际营

销年会——画廊的国际化运营研

讨会”在北京召开。文化部外联

局贸易处处长郑文，中央美术学

院教授、“艺术北京”艺术总监赵

力，英国国际艺术品市场专家、欧

洲多所知名大学艺术市场课程的

教授詹姆斯·古德温，美国当代艺

术家画廊主席、美国艺术经纪人

协会资深会员杰弗瑞·布鲁斯·伯

根以及多家画廊、拍卖公司的从

业人员等出席。作为文化部外联

局推动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走

出去”的重要平台之一，在“艺术

北京”博览会期间举办的这次研

讨会，旨在协助中国画廊业提高

运营水平，加深对国际艺术品行

业和运作模式的了解，提升国内

艺术品经营机构走向国际市场的

能力。会上，与会者就推动世界

艺术品市场发展和画廊的国际化

运营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透明度提高可带动收入

曾出版过《国际艺术品市场——

收藏家与投资者手册》一书的詹姆

斯·古德温，向大家详细阐述了过

去和现在的全球艺术品市场发展

状况，并通过历史带来的启示，分

析影响艺术品贸易的主要因素，

预测未来趋势。据介绍，影响艺

术品市场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经

济因素、政治因素、技术因素、人

口统计学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

素、产业因素。

詹姆斯说，随着艺术品市场

的扩大，不同国家艺术法的构成

和解释也不尽相同，因而肯定会

导致更多的争议。例如，一些国

家对艺术品进行审查或对艺术品

出口进行选择性禁止，有些国家

则完全禁止艺术品出口。“国内与

国际艺术品市场的贸易活动与各

国的税收状况相关，税收越轻，艺

术品贸易额越大。目前，一些地

区参照或执行的是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指定的广为认同的国际公约

和条约。未来可能需要更多的艺

术市场法规和艺术市场的统一立

法，以避免不必要的成本和贸易

壁垒。”此外，他指出，2020 年以

后，人口因素将会明显影响经济

和艺术市场的国家和地区将会是：

俄罗斯、欧洲（特别是德国和意大

利）、中国、南非和韩国；受影响最

小的国家和地区将会是土耳其、非

洲、中东（特别是伊朗）、巴西、阿根

廷、印度和马来西亚。“仅根据人口

统计学分析预测，今后西方国家的

艺术品价格将有所回落，这是因为

更多的人将会退休，市场需求将

会减少，而数量相对较少的适龄

从业人员的税负又相对较高。”

在总结如何使艺术品市场更

加繁荣和有效运转时，詹姆斯表

示，提高透明度可以给艺术品交

易带来更多收入。“互联网正在改

变原来缓慢的市场运行机制，它

扩大了国际市场的范围，消除了

价格不对等的情况，并通过加强竞

争降低了交易成本……希望更多

的价格信息能有助于增加拍卖行

的私人销售量。”此外，詹姆斯认为

应加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艺

术企业之间的进一步交流，以促进

和规范艺术品交易。“中国拍卖行

业协会宣称，2010 年秋季拍卖会

上，有 40%的交易在 6 个月内未能

付款，这引起了西方部分艺术媒体

的关注。”他表示，虽然艺术有其不

同于其他行业的特性，但贸易的规

则仍适用于进行艺术品买卖的交

易双方，甚或艺术作品本身。尽管

近期的世界经济遭受重大挫折，但

贸易让艺术品市场成为可能。“在贸

易理论中，国家、企业以及艺术家应

专注于各自相对比较擅长的领域，以

应对未来的竞争和挑战。这是提高

创造力、走向繁荣的关键。”

中国或将是最大市场

得益于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

当前艺术品市场发展十分迅猛。

过去 20 年间，国际艺术品贸易增长

了 3 倍多，已超过400亿美元。其中，

约有 2/3 的艺术品交易发生在美国

和英国，韩国、中国、印度和新加坡等

新兴发达国家也在国际艺术品交易

市场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

詹姆斯表示，根据网站调查，

2011 年世界总拍卖收入为 115 亿美

元，亚洲占全球拍卖份额的 43%，

其中中国占世界份额的 38%，另外

两个崛起的市场是印度尼西亚和

新加坡。“最近一次艺术市场的衰

退始于 1990 年，持续了 5 年多，在

将近 9 年的时间里，市场增长微

弱 。 但 由 于 国 际 贸 易 的 不 断 扩

大，尤其是中国的贡献，艺术品市

场显得更具恢复能力。据观察，

如果没有中国，艺术品市场会比

2007 年峰值时降低 25%——尽管

根据 2011 年末香港的拍卖情况，

中国艺术品市场显示出了减缓的

迹象。西方惊讶于中国艺术家的

发展，亚洲市场的崛起初见端倪，

西方人对中国的艺术作品可能会

越来越感兴趣。”

詹姆斯预测，未来 10 至 15 年

间，中国艺术品市场将会是最大

的市场。但同时，他也表示，国际

贸易和世界艺术品市场很复杂。

从目前的政策环境来看，中国香

港比内地更有竞争力。他认为，

除了加强法规建设外，教育将起

到很大作用。“我了解到，很多国

家都编制了自己的艺术史教材，

但迄今为止尚未脱离西方艺术史

传统，中国大学的艺术史系阐释

方式也仍然是非常西化的，这种

现状在将来应有所改观。如果东

西方两种文化间的交流能够进一步

发展的话，对于艺术品贸易而言，效

果会更好。”杰弗瑞则认为，中国内

地在艺术品交易法制体系上还不够

完善，如很多价值连城的作品因为

保险问题不能流通，解决这个问题

很重要。对此，郑文表示，中国最近

出台了一些税收扶植政策，支持推

动艺术品市场的规范与繁荣。赵

力也表示，不少保险公司现已进

入中国，“十二五”规划中也对艺

术保险有很多推动的举措，6 家保

险公司目前正在做此项目。

画廊“长寿”的诀窍

美国当代艺术家画廊主席、

美国艺术经纪人协会资深会员杰

弗瑞·布鲁斯·伯根成长于一个世

代经营艺术品的家庭中，作为其

家族事业的第三代继承人，他同

与会者分享了不少让画廊“长寿”

的诀窍。

“我小时候常常和父亲一起

去画廊，接受关于艺术的启蒙学

习；我曾经在艺术博物馆工作，学

习过基础的绘画、化学和修复。”

杰弗瑞认为，首先，想象力和经营

者的素质非常重要。“艺术品经营

者是愿景与梦想的传播者，一个

画廊所有者的身份，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他的艺术家以及艺术家所

代表的阶层。”其次，和艺术家及

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是必要的基

础，要用开放的思想、尊敬的态度

对待每一个人。“您的协议书或合

同如何详尽或完备真的不重要。

假如艺术家或客户们不高兴，多

少页纸都不能令他们满意。持续

的关怀和沟通能帮助维持这些至

关重要的战略关系。”再次，要融

入所在社区。“自画廊建立初期，

我们就对所在的社区给予了特别

关注。1934 年，美国全国性的经

济大萧条令艺术家们几乎无法维

持生计，我们积极协助组织了美

国艺术家协会最早的一些会议。”

国际艺术品市场繁荣的关键：

增加贸易透明度，中国市场崛起
本报记者 陈 璐

中国歌手助演“世界地球日”东京演唱会

台湾画家周锡玮在京办展

4 月 28 日上午，一年一度的“马耳他世界太极日”活动在马耳他

总统府前的圣乔治广场举行。此次活动由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马

耳他柔道协会和瓦莱塔市政府共同举办，得到中国驻马耳他使馆和

马耳他奥委会大力支持。图为活动中的太极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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