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加演曲目施特劳斯《雷电

波尔卡》的旋律回荡在芬兰首都

赫尔辛基新落成的音乐中心、法

国指挥家贝特朗·德·比利的指挥

棒划下最后一道弧线时，全场响

起的如雷掌声和喝彩声，为亚太

联合交响乐团欧洲五国巡演画上

了圆满句号。10 天时间，5 座城

市，近 6000 名欧洲观众，此次巡演

在迅速扩大这个跨国乐团的国际

影响力的同时，也让人们对其未

来的常态化演出备感期待、充满

信心。

果敢进军交响乐腹地

集结了亚太地区多家交响乐

团的一流乐手的亚太联合交响乐

团，是一个有别于常规乐团的“国

际大团”。2010 年 11 月，乐团在联

合 国 总 部 联 大 会 议 厅 的 首 次 亮

相——为联合国“学术影响”项目

启动仪式举办的“天籁”音乐会就

获得了极佳反响。当时，联合国

副秘书长赤坂青隆盛赞这台歌颂

大自然的音乐会“非常有创意”。

此次巡演是乐团的第二次正

式演出。如果说在联合国的演出

主要关注环保主题，那么亚太联

合交响乐团酝酿了两年之久的这

次巡演，则把诉求更多地回归到

音 乐 本 身 。 谈 起 欧 洲 巡 演 的 初

衷，亚太地区交响乐团联盟主席、

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郭

珊对记者说，参加了许多国际交

响乐会议后，她发现人们对亚太

地 区 交 响 乐 的 发 展 现 状 并 不 了

解。事实上，近几年来，以中国、

以色列、日本、韩国等为代表的亚

太地区的交响乐发展很快，其国

际影响力却与实力不符。郭珊认

为：“要想展现和传播亚太地区交

响乐的实力，唯有靠一场真正的

音乐会说话。我们希望改变人们

对亚太交响乐的看法。”

到交响乐的发源地欧洲举办

音乐会，曲目的选择至关重要，乐

团在这方面颇费了一番心思。主

打曲目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

和 柴 科 夫 斯 基《f 小 调 第 四 交 响

曲》，分别是德奥学派和俄罗斯学

派的经典作品，也是交响乐爱好

者非常熟悉的曲目，懂行的观众

能 够 立 刻 分 辨 出 演 奏 水 准 的 高

低 。 除 了 展 示 乐 团 的 演 奏 水 平

外，乐团还希望顺势推出亚太作

曲家的作品，令欧洲观众更直接

地感受亚太交响乐的特点。在这

样的考虑下，美籍华裔作曲家盛

宗 亮 创 作 于 1995 年 的 弦 乐 作 品

《小河淌水》入选演奏单。这首曲

目改编自中国云南民歌，优美的

旋律中透露着东方的典雅气息，

创作手法又非常现代，配乐复杂，

十分适合欧洲交响乐爱好者的欣

赏口味。

亚太顶尖乐手的默契

对于一场交响音乐会来说，

乐手的演奏功力和整体配合极其

重要。亚太联合交响乐团是一个

调配了 20 个国家、27 个乐团的 74

位乐手的乐团，留给乐手们的磨合

时间非常有限——从抵达巡演首

站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到

正式演出，只有不到 3 天时间。令

人惊喜的是，乐团的第一次排练就

十分顺利，彼此间仿佛已有默契。

这 种 默 契 来 自 于 音 乐 家 们

“高手过招”的从容，也得益于亚

太地区交响乐日益融合的国际化

发展趋势。为保证演出质量，郭

珊和她的团队为此次巡演挑选的

乐手均为各乐团的首席、副首席，

足以代表亚太地区交响乐的一流

水准。然而，不论在各自乐团的

地位如何，进入联合乐团后，每位

乐手都努力做回普通的一员，与

其他乐手通力配合，排练起来没

有 一 丝 懈 怠 …… 高 度 专 业 的 乐

手，热爱音乐，倾情投入，这样的

班底让联合乐团的“非常规”排演

有了持续下去的可能。

记者了解到，这些来自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乐手很多都是“旧

相识”。他们中既有在亚洲的交

响乐团工作的欧美乐手，也有在

欧美的交响乐团当首席的亚洲乐

手，大家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彼此熟悉。在联合乐团的

合作为他们提供了进一步交流沟

通的机会。乐团首席、澳大利亚

小提琴家约翰·哈丁曾在中国香

港和澳门的爱乐乐团工作，他对

记者说，乐团 1/4 的成员他都认

识，乐团首席中提琴、曾是他学生

的詹姆斯·瓦南这次还给他带来

了家乡澳大利亚的鸡肉，让他非

常开心。联合交响乐团首席大提

琴倪海叶，目前在美国费城管弦

乐团担任首席。来自上海的他，

趁着这次巡演的机会，与几位上

海交响乐团的老乡痛快叙旧。而

那些此前并不相识的来自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音乐家，在接连几天

的排练中也成了好朋友。正是这

样和谐、友好的氛围，令乐团在短

时间内完成了磨合，为高质量的

欧洲巡演打下了坚实基础。

打响知名度的坚实一步

8 月 19 日至 27 日，亚太联合

交响乐团欧洲巡演相继在斯洛伐

克、奥地利、捷克、爱沙尼亚以及

芬兰进行。凭借对曲目的出色理

解和完美诠释，演出获得了当地

观众的强烈认可。

许多欧洲观众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乐团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尤其是对柴科夫斯基《f 小调第四

交响曲》的演绎令人震撼。在爱沙

尼亚音乐厅，一位以色列老人自始

至终跟随乐团节奏敲打着拍子。

他告诉记者，柴科夫斯基是他最

喜爱的作曲家，这首曲子他听过

无数个版本，“亚太联合交响乐团

的演奏相当出色，现在我记住了

这个独特的团体。”在赫尔辛基音

乐中心，一对芬兰老夫妇在 演 出

结束后，激动地向记者打听乐团

的相关信息，询问其何时再到芬

兰 演 出 。 据 赫 尔 辛 基 音 乐 中 心

舞台经理介绍，中心建成一年半

来，这是首次有来自亚太地区的

交 响 乐 团 登 台，“ 我 们 很 少 看 到

这样激动人心的演出场面，亚洲

音乐家在这里的第一次亮相非常

完美。”

资深的古典音乐爱好者对乐

团演奏水准给予了肯定，年轻的

欧洲观众也对乐团演奏的亚太地

区音乐作品产生了浓厚兴趣，如

加演曲目朝鲜民歌《阿里郎》，清

新优美的旋律勾起了许多观众的

好奇心。此外，由于本次巡演正值

欧洲旅游旺季，不少观众是来自全

球各地的游客，听完音乐会后心满

意足的他们，将在无形中扩大乐团

的国际影响力。可以说，此次巡

演为亚太联合交响乐团打响国际

知名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短短 10 天时间，来自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乐手以音乐为纽带，

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也促进了

亚太地区 交 响 乐 和 欧 洲 古 典 乐

之 间 的 交 流 。 乐手们在巡演结

束后合影留念，十分不舍地询问

郭珊何时再相聚。郭珊表示，虽

然巡演面临诸多困难，但只要资

金允许，她就一定会努力将这项

事业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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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名剧名曲演唱会北京上演

中国消夏电影节亮相马耳他

澳门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研修班开班

本报讯 （驻马耳他特约记者罗小红）8 月 26 日晚，由马耳他

中国文化中心与马耳他桑塔露琪亚市政府联手打造的 2012 年中

国消夏电影节在桑市的中国静园内热闹开场。马耳他中国文化

中心主任顾洪兴、桑塔露琪亚市市长库塔亚等 60 余位中马各界人

士出席了电影节的首映日。

静园是由中国援建马耳他的苏州式园林，明媚的月光、静静的

湖水、丝丝的微风和曲径通幽的中国园林风光，为炎热的夏天带来

了清凉和惬意。马耳他观众在这里品味中国影片的同时，也能享受

到充满中国元素的美好氛围。消夏电影节连续举办 3 天，播放了

《海洋天堂》、《风云II》和《台北飘雪》3部故事片及3部专题片。

据顾洪兴介绍，一年一度的中国消夏电影节已走过了 5 个年

头，受到越来越多马耳他观众的关注和喜爱，并成为文化中心的

品牌活动之一。

本报讯 （记者陈璐）由文化部、澳门中联办和澳门文化局联

合主办，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承办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遗产

保护和管理高级研修班于 8 月 29 日在京开班。开班仪式上，文化

部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谢金英、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段

周武和澳门特区全国人大代表刘艺良先后致辞。

谢金英表示，随着城市发展不断加快，如何在城市发展中保

存文化记忆成为各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关注的焦点。内地与澳

门特区应共同努力，创新机制，积极促进城市建设和文化保护相

结合，共同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新思路、新理念和新

办法。段周武说，长期以来，内地与澳门在文化遗产领域交流不

断，在弘扬传统文化、塑造城市文化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期待两地文化遗产事业的同仁能够借此次研修契机，充分交

流、教学相长，共同开创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新局面。

刘艺良代表全体学员对本次研修班的举办表示感谢，他说，

400 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为澳门留下了大量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对于把澳门打造成世界级

旅游休闲中心，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多元化发展十分必要。

本届研修班以“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为主题，包括理论

研修、参观考察、现场教学、交流讨论等形式，来自澳门政府部门、

文化遗产保护组织、建筑与房地产行业协会等机构的 20 名澳门学

员，在 4 天的时间里，可以听到政府部门主管、高校知名教授和业

界权威人士的专题演讲和阐述，亲赴故宫博物院、798 艺术区等地

参观考察，实地学习，并围绕“房地产开发与近现代建筑保护”进行

座谈。

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管理系列研修班自 2009 年首次举办以

来，已有近 60 人参加了研修，逐渐成为内地与澳门特区在文化管

理行业的品牌项目。

本报讯 （记者程佳）8 月 28 日，“我唱北京”中外名剧名曲演

唱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来自 7 个国家的数十位青年歌唱家

为观众献上了精彩的表演。

据悉，参演者多为国际声乐比赛获奖者或目前在西方歌剧界

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歌唱家。多位西方歌唱家演唱了歌剧《白毛

女》、《江姐》选曲，《黄河怨》、《我的祖国》等很多经典中文曲目，以

及包括意大利歌剧《艺术家生涯》、法国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等在

内的多首西方歌剧经典作品。刚刚在北京多明戈世界歌剧声乐

大赛同获第二名的中国青年歌唱家于冠群和王云鹏，为大家带来

了意大利歌剧《丑角》。

本场演唱会是第二届“我唱北京——国际青年声乐家汉语歌

唱计划”的学习成果展示。作为第一个让西方歌唱家在中国学习

中文演唱的声乐训练项目，由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主办

的该项活动旨在推动汉语声乐艺术在西方的发展，促进中外歌唱

艺术家的艺术交流。

8 月 22 日晚，中国驻贝宁使

馆举办招待会，为获得 2012—

2013 学年中国政府奖学金的贝

宁留学生送行。中国驻贝宁大

使陶卫光、文化参赞白光明，贝

宁高等教育和科研部部长代表

（办公厅主任）萨伊杜、高教部奖

学金司副司长阿杰西等中贝政

府官员，获得奖学金的新生及家

长80余人出席了活动。

陶卫光感谢贝宁高教部对

中国政府奖学金招生工作的大

力支持，勉励学生们不断为促进

贝宁的发展贡献聪明才智，做增

进中贝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

萨伊杜表示，逐年扩大的奖学金

名额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

民诚心诚意帮助贝宁发展的意

愿，他希望远赴中国的学生入乡

随俗，努力学习，尽可能多地掌

握科学文化知识，学成回国后积

极参与国家建设。获得奖学金

的新生拿着录取通知书和机票，

开心的笑容在脸上绽放。两名

新生代表分别用法语和汉语代

表全体留学生发言，感谢中国政

府为他们提供继续深造的资金，

承诺将珍惜赴华学习机会，刻苦

学习，不辜负国家的期望，为促

进中贝友谊贡献自己的力量。

记 者 了 解 到 ，2012—2013

学年共有 24 名贝宁新生获得中

国政府奖学金，于 8 月 28 日启

程的他们，会在中国多所知名

大学的土木工程、农学、医学、

汉语言、国际关系等领域进行 2

至 5 年的学习。

为解决留学生们在华学习

生活存在的问题，贝宁中国文

化中心还特意于 8 月 17 日在中

心图书馆为学生们举办了座谈

会，邀请贝宁赴华留学生联合

会主席咖博济济和多位曾赴华

留学的学长们来交流经验。

座谈会上，咖博济济主席的

发言非常激励人心。作为一位

数十年前赴华留学的老前辈，

他语重心长地说，赴华留学是

自己人生最正确的选择，在中

国所学的知识比起西方来更加

实用，正是发展中的贝宁最需

要的。“而中国人民的友好和热

情，将使每个人的留学生涯更

加丰富、美好。”同时，他提醒学

生要时刻记住自己是贝宁人的

在华代表，一言一行都要以身

作则。曾多年从事留学生工作

的文化中心的雷同玲老师，则

从工作经验出发，提出了很多

有关学习、生活的具体建议。

“留学生们一边投入学业，一边

又 要 适 应 完 全 不 同 的 生 活 环

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压

力或问题，这时更要加强沟通、

互相帮助，共同渡过难关。”其

他留华学生也以亲身经历发表

了演讲，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具

体建议。值得一提的是，组织

者还对留学生及奖学金规定进

行了详细解释，让学生对赴华

之后要办理的各项手续有了一

个大致的了解，对每年度的奖

学金评审制度做好心理准备，

并对学生们所提出的包括行政

手续、学业、生活、校园情况、假

期安排、城市交通等在内的各

种问题给予解答。

林书豪、黄西是近年来尝试

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典型华人人

物，他们的优秀表现和励志人生，

提 升 了 在 美 华 裔 的 地 位 和 影 响

力。当然，对很多在美华人来说，

转型的道路还很长。

林书豪有多“疯狂”

2012年初，NBA纽约尼克斯队

的华裔球员林书豪从板凳队员突然

变成场上救星，这位24岁的哈佛高

材生在篮球场上以奇迹般的表现完

成了从草根到英雄的华丽蜕变。

林书豪有多“疯狂”，看看他

不断刷新的纪录便可知晓：球场

上，在职业生涯前 5 场作为首发参

加的比赛中，林书豪总共得到 136

分，创下最近 30 年来 NBA 新秀得

分最高纪录。就连美国总统奥巴

马也在一次讲话中称林书豪的崛

起是一个伟大的故事。

据“尼尔森体育”日前公布的

调查数据显示，林书豪的市场价值

已超越科比和詹姆斯等超一流球

星。作为一个拥有哈佛大学经济

学、社会学双学位的第二代华人，

林书豪在 NBA 的成功也冲击了美

国人对华人的印象，同时给一贯只

重视子女学习成绩而忽视其兴趣

爱好的不少华人父母提供了启发。

其实，早在林书豪之前，美国

已经涌现出张德培、关颖珊等优

秀华人运动员，2012 年伦敦奥运

会美国乒乓球队的 4 名队员全部

是华人，但美国社会早已对华人

运动员在技巧类项目上的出色发

挥见怪不怪。林书豪成名后曾表

示：“亚洲篮球运动员在美国打球

的最大优势就是没人对你存在很

高的期待，没人认为你能够有所

成就。每个人都小瞧你，但当你

走上球场之后，你可以用自己的

出 色 表 现 一 步 步 赢 得 尊 重。”因

此，在以黑人球员为主导的 NBA，

当林书豪以华人运动员特有的智

慧、技术和信心站稳脚跟时，这对

篮球场上的亚裔歧视状态有所矫

正，也在无意间影响到美国篮球

文化。毫不夸张地说，林书豪的

出现是美国华人运动员由量变发

展到质变的具体体现，他的影响

力也超出体育范畴，成为“努力”

“勤奋”“信念”等词汇的代言人。

黄西的华人脱口秀

早 在 林 书 豪 在 NBA 成 名 之

前，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

代移民已在不被人看好的领域里

取得了成功，他就是华人脱口秀

演员黄西。作为上世纪 90 年代从

中国大陆赴美的留学生，黄西的

人生轨迹几乎已被注定：一个来

自农村的孩子经过苦读，在美国

取得博士学位，进入高科技公司

工作，再与同样来自中国的高学历

妻子一起定居美国，培养下一代。

黄西没有按常规出牌。他在平

静得有点乏味的日常生活中，迷上

了脱口秀。作为第一代移民，由于

语言及文化上的障碍，表演脱口秀

难度可想而知。但黄西是个不服输

的人，他利用业余时间一边用带有

浓重中国口音的英语进行表演，一

边进行有关移民故事的脱口秀创

作，慢慢地开始在波士顿有了名气。

黄西的笑话大多取材于教育、

医疗等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后来，

他开始尝试引入移民话题。在星

探的挖掘下，黄西受邀参加了2009

年 4 月 17 日的《大卫·莱特曼秀》，

成为登上这一美国夜间名牌栏目

的首位亚洲脱口秀演员，短短 6 分

钟的表演让他赢得20次笑声；2010

年，黄西应邀在美国记者年会上表

演，妙语迭出的双关和富有文化内

涵的段子让听众捧腹大笑；2010年

6 月 19 日，黄西又获得第三届全美

脱口秀比赛的冠军，这是华人首次

获得该奖项。

黄西以特有的方式，改变了

众多美国人对中国人能干、聪明

却没有幽默感的刻板印象，而他

更加改变了华人对自己的认知。

黄西敢于打破传统，他的笑话很

多都是在以自嘲口吻讲述新移民

的故事。其实，黄西的身份也让

他成为调侃华人移民故事的最合

适人选。“每个国家的幽默都会有

自嘲，而且自嘲应该是一个人人

格的一部分。人无完人，你得正

视自己的缺点。”黄西说。

转型之路依然漫长

当然，林书豪和黄西只是近几

年美国华人开始转型，尝试融入主

流社会的典型人物。对于广大华

人来说，完成转型的道路还很长。

在美国移民历史上，移民往

往被视为弱者，他们一般先聚集在

市中心的贫民窟内，必须从社会的

底层开始努力，经过多年甚至几代

人的奋斗最终打入主流社会。对

广大华人来说，这条路走得更为艰

难。160多年前，兴起于加州的“淘

金热”首先吸引中国人漂洋赴美，

后来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又使大量

中国劳动力进入美国。而当铁路

修建完毕，华人不但没有受到表彰

与肯定，反而因为肯吃苦、工资低

而被认为抢了美国人饭碗，又恰逢

19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经济危机，

从而备受歧视。在这一背景下，美

国国会于 1882 年通过排华法案。

自此之后，美国国会又通过一系

列修正案，进一步扩大、强化对华

人的不公平待遇，这种情况直到

二战开始后才得到改善。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的高速发

展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前

往“追梦”，经营餐馆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成为华人在美国的常见谋

生手段。

今天的华人移民和当年做着

“淘金梦”的移民相比，已是彻底

的两回事。不过，华人特别是新

移 民 在 美 国 人 眼 里 大 都 是 计 算

机、金融、石油、医学等高科技行

业的从业人员。华人之所以被认

为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专长，一个

很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是文化隔阂

让他们专长受限，只能从事技术

性工作，而非策略性工作。林书豪

和黄西的成功是华人转型成功的典

范，但也恰恰从一个侧面突出反映

了华人在美国主流社会所遭遇的障

碍与困境——无论是今天的林书

豪、黄西，还是今后涌现出的成功华

人，在美国主流社会，他们都必须且

只能是美国价值的典范。

林书豪、黄西：给力美国华人形象
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李乾清

▶ 8 月 28 日,一批德国记者组成的记者团应邀参观柏林中国文化

中心，记者们对中心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十分感兴趣，不少人表示今后

要经常来这里借阅图书和参加活动。 吕 果 摄

亚太联合交响乐团在布拉格音乐厅演出。 杨 磊 摄

林书豪 黄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