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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 马 耳 他 世 界 太 极

日”体育表演活动在马耳他首

都 瓦 莱 塔 圣 乔 治 广 场 拉 开 帷

幕 。 中 国 驻 马 耳 他 大 使 蔡 金

彪、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主任

顾洪兴、马耳他奥委会主席萨

科、瓦莱塔市长丁格力等出席

了活动。

太极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

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因具有健

身功效而深受世界各国朋友的

欢迎。蔡金彪表示，体育交流

是沟通心灵、增进了解和发展

友谊的桥梁，“马耳他世界太极

日”已经举办多年，对太极的认

知和推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他希望越来越多的马耳他

人通过太极日活动了解和喜爱

这项有益身心的运动，为中马

体育交流与合作做出贡献。

在和煦的春风和温暖的阳

光沐浴下，中马两国的太极爱

好者再次欢聚，共同庆祝一年

一度的太极日。中国驻马耳他

大使馆、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

地中海中医中心的 20多位太极

爱好者表演了二十四式简化太

极拳、武当三丰二十八式太极

拳和太极剑等节目。马耳他武

术协会和瓦莱塔太极俱乐部的

会员们表演了各式太极拳、太

极剑和太极刀。10 多个节目精

彩纷呈，博得了现场数百名观

众的阵阵掌声与喝彩。

2007 年，“马耳他世界太极

日”由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发

起，与马耳他柔道协会共同举

办，现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

交流活动。与往年的太极日活

动不同，今年，中马双方的参与

者更多，表演水平更高。观众

中除了有当地民众，俄罗斯、西

班牙等国驻马耳他大使夫妇及

驻马使团夫人俱乐部成员也怀

着极大的兴趣前来观看，与马

耳他观众和外国游客一起为表

演者呐喊助威。

“马耳他世界太极日”体育

表演活动得到了马耳他友人的

高度评价。萨科近几年多次参

与太极日活动，他表示，很高兴

看 到 太 极 在 马 耳 他 的 蓬 勃 发

展，练习太极的队伍也在不断

壮大，感谢中马双方在推动这

项运动中的不懈努力。丁格力

充分肯定了太极日活动在瓦莱

塔 2018年“欧洲文化之都”活动

中的重要意义，表示会继续支

持举办此类高水平的文化交流

活动。

马耳他欢度“世界太极日”
本报驻马耳他特约记者 贾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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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栩如生的剪纸、巧夺天工

的刺绣、自由翱翔的风筝、精美绝

伦的掐丝……随着近年来中国文

化走出去脚步的不断加快，中国

传 统 手 工 艺 在 海 外 赢 得 了 大 批

“粉丝”。

“粉丝”遍布官方民间

漆 艺 又 被 称 为“ 中 国 的 油

画 ”，与 西 方 油 画 有 着 微 妙 的 相

似 性 ，因 此 颇 受 外 国 朋 友 欢 迎 。

5 月 1 日 ，第 二 十 七 届 保 加 利 亚

国 际 手 工 艺 制 品 展 在 特 洛 阳 市

奥 莱 沙 克 展 览 中 心 开 幕 。 保 加

利 亚 国 际 手 工 艺 制 品 展 拥 有 40

多年的历史，是欧洲知名的国际

性手工艺展示活动之一。法国、

波兰、日本等国家的手工艺人和

600 多 件 手 工 艺 品 亮 相 ，中 国 驻

保加利亚大使馆选派“中国漆艺

展”参展。

比起漆艺，中国刺绣在海外

的名气更大——不但得到了普通

民众的喜爱，就连皇室政要也对

其青睐有加。2011 年，意大利中

国 文 化 年“ 茉 莉 飘 香·江 苏 文 化

周”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技艺展

在乌尔比诺市举行。中国“四大

名绣”之首的苏绣以精巧的艺术

形式和高超的创作手法，令许多

当 地 民 众 流 连 忘 返 、啧 啧 称 奇 。

2012 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

基 60 周年之际，白金汉宫正式收

藏著名苏绣艺术家姚建萍创作的

英国女王肖像作品。安德鲁王子

表 示 ，女 王 非 常 喜 欢 这 幅 作 品 。

“作品对女王面部表情的处理非

常细腻，甚至超过了我这个儿子

对母亲的了解。”此外，刺绣艺术

品还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

领导人。

除了漆艺和刺绣，剪纸的人

气也很高。作为今年巴黎中国文

化中心重磅推出的首场活动，蔚

县剪纸展一经亮相便受到法国民

众的热情追捧。展览开幕当天，

不少法国朋友冒雪前来观看。在

众多精美的剪纸作品中，《马上拿

破 仑》让 法 国 观 众 格 外 兴 奋 ，纷

纷 与 之 合 影 留 念 。 法 国 参 议 院

副议长拉法兰的夫人安娜·玛丽

对 剪 纸 作 品 赞 不 绝 口 。“ 寓 刚 于

柔、寓速于缓、寓动于静，蔚县剪

纸 艺 术 让 人 惊 叹 ！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艺 术 为 世 界 文 化 的 多 样 性 做

出了巨大贡献。”

艺术培训吸引外国友人

中国文化中心是传播中国文

化的海外阵地。种类繁多的手工

艺培训班面向驻在国普通民众，

在中心教师的悉心传授下，无论

有无基础的学员结业时都能有所

收获。“本土化”的教学理念更是

深受中国文化爱好者的欢迎，也

让看似复杂的中国手工艺变得更

加亲民。

2009年，中国剪纸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2010 年至 2012

年，毛里求斯中国文化中心连续 3

年开设剪纸培训课程。随着知名

度和参与人数的不断增加，中心

积极拓展授课内容，一方面让毛

里求斯民众了解、喜爱中国剪纸，

另一方面鼓励他们掌握这门技艺

后，创作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剪纸

作品。在第三期剪纸短训班结业

仪式上，学员们展示了《泰姬陵前

的舞者》、《嘟嘟鸟》、《圣诞节》等

作品。这些作品将剪纸技艺与当

地特色融合起来，是中国传统文

化艺术走向世界的体现。

蒙古国剪纸艺术家巴特其木

格在乌兰巴托中国文化中心听了

中国剪纸艺术培训讲座后觉得受

益匪浅。“我和丈夫都是剪纸艺术

家，作品行销蒙古国市场。中国

剪纸艺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形

式多样，希望两国同行多多交流，

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丰富两

国人民的文化生活。”

中国风筝源于春秋时期，至

今已有 2000 余年历史。很多国家

的博物馆都展示中国风筝，更有

博物馆将其称为“中国的第五大

发明”。因此，如何制作风筝成为

不少外国友人感兴趣的话题。去

年 9 月，埃及开罗中国文化中心举

办了首期风筝培训班。授课教师

根据埃及的自然情况就地取材，用

椰枣树枝代替竹子制作风筝的骨

架。制作材料的替换不仅让学员

们感到十分神奇，还极大地激发了

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创作灵感。培

训结束后，全体师生前往爱资哈尔

公园，亲手放飞自己的作品。

促进当地手工业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手

工艺在海外的传播，还有效促进

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近年来，

青海省的掐丝专家多次前往贝宁

中国文化中心，对贝宁的手工艺

人和造型艺术家进行短期培训。

贝宁学员对中国掐丝工艺表现出

了浓厚的兴趣。造型艺术家高蒙

表示，他们会成立中国手工艺俱

乐部和交流作坊，使中国掐丝工

艺保持和发展下去，让掐丝装饰

画在贝宁落地生根。

贝宁的手工业在非洲国家中

非常有名。然而，据贝宁手工业联

合会介绍，由于生产方式比较落

后、产品质量及服务不达标、行业

发展缺少资金保障等原因，大多数

手工业者饱受贫困之苦。2011年，

青海省和贝宁手工业与旅游部签

署了手工业合作框架协议，合力开

发利用双方的民间文化资源，借鉴

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经验，促进贝

宁手工业向产业化转型。

漆艺、刺绣、剪纸、掐丝、风筝制作……

中国手工艺 海外“粉丝”多
任 立

范中汇 先 生 是 国 际 文 化 研

究领域成果丰硕的学者型官员，

代表作有《外国文化艺术经营管

理概述》、《西方艺术管理的基本

问题》、《外国文化管理纵览》、

《英国文化》、《英国文化管理》、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概览》、《将

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传》、《金

桥新篇：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 50

年纪事》等，共 400 多万字。前不

久 ，他 又 完 成 了《范 中 汇 文 集》

（三卷本，共 100 万字），由文化

艺术出版社出版。蒙范先生惠

赠，本人不胜荣幸，得以一睹大

著的精彩，谨以读后感求教于方

家与同好。

第一卷《国际文化散论》文

集收入 54 篇文章。作者对世界

各国文化政策、文化管理、文化

特点、文化交流、文化现状等进

行了集中梳理。全书构思精巧、

特色鲜明，各章均以文化视角切

入，对所评论之事条分缕析、旁

征博引，着力厘清各国文化交流

趋势和管理经验。作品表达了

作者对国际文化的深度思考和

人文关怀，熔史学、外交、政治、

文学、艺术于一炉，在记录每个

国家文化管理与交流的同时，对

其展开文化的挖掘与解读，知识

含量、文化含量、思想含量都很

高。该书既是一部难得的对外

交流史志性报告，又是一部百科

全书式引领之作、探索之作，无

疑会对当前的文化交流工作起

到借鉴和推动作用。

对外文化交流是我国文化建

设的一块前沿阵地。作者以亲

历、亲见、亲闻的研究对比，提出

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并进

行重点阐述。该书文笔平易近

人又富有文采，既有理论深度，

又不枯燥难懂。对于文化交流

工作，作者充满深情，离开领导

岗位后，依然无限真诚地关注着

对外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显示

出一位文化战线老战士火热高

洁的情怀。

第二卷《东西南北漫笔》文

集收入80篇散文力作。一个作者

能驾驭多种文学体裁且都有所建

树，很不容易。书中不少散文是

写当代艺术家的。可以看出，作

者深谙艺术规律，不但善于刻画

艺术家的音容笑貌，而且善于把

握他们的总体特征，从中挖掘出

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将军艺术

家·纪念“文革”后第一任文化部

长黄镇》系列散文内容丰富、情感

真挚，生动地记述了黄镇同志半

个多世纪的战斗生涯，热情讴歌

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品质和人格魅

力。作者曾长期担任黄镇秘书。

通过这层特殊关系，作者以大量

史实与真实细节，记录了黄镇以

艺术为武器、战斗不懈的传奇一

生。这组发自肺腑之文具有真实

性、权威性、可信性，使这卷文集

艺术魅力大增。

此外，作者还与画坛奇才陈

可之、班禅画师尼玛泽仁、画家刘

怡涛、朝鲜族画家朴春子等结下

了深厚的情谊。为以上艺术家

所撰写的文章将散文家自然优

美的笔调和文艺评论家的精深

分析相结合，有鉴赏、有分析，显

出独特的抒情韵味。这些艺术

评论及专访风格独特，捧读佳篇

如品佳茗，清新隽永，令人回味，

丰富了我们对艺术家及各界精英

人物的认识。

尤为值得提及的是，作者在

《赵丹未能饰演周总理的遗憾》一

文中，表现出直言不讳的巨大勇

气，对德高望重的电影表演艺术

家进行真实刻画。该文真实记录

了赵丹执着率真的品格和特立独

行的艺术家个性，文章结论很有

见地，有助于读者进行深层次思

考。但愿此前社会上那些误读，

会因此文而纠正。

范中汇虽然谦称自己是“业

余写作”，但他的行文很强调散文

的韵味，也很重视散文中对美的

追求。《因纽特民族风貌印象》、

《非洲蓄水树》、《在埃及感受古文

明之光》、《美丽的海岛毛里求斯》、

《神奇的石头城佩特拉》都是突出

代表，属于上乘之作。相比之下，

《访丘吉尔庄园》、《观<美女与野

兽>随感》、《艺术精品的生命——

观童话音乐剧<青鸟>》、《诗文构

筑 友 谊 桥》、《在 伦 敦 与 松 鼠 为

邻》、《鸽子广场风情》篇幅都不算

太长，但由于作者努力在有限空

间内注入思想的重量，收到以少

胜多的艺术效果。

读第三卷《四季如春放歌》文

集，无疑是艺术享受。该诗歌卷

是对前两本书内容的延伸与风格

的完善。卷中诗作新旧体掺杂，

共收入 226 首，形成了一个思想

与智慧的庞大方阵。不管咏赞的

具象是什么，有一种东西作者始终

在呼唤，那就是善与爱、真与美。

对世界景观的抒情，是本卷

诗集开篇之作。作者写海外的

代 表 作 应 首 推《谒 马 克 思 墓》。

这 是 一 首 政 治 色 彩 浓 厚 的 诗

作 ，强 烈 地 表 达 了 作 者 对 革 命

导 师 的 挚 爱 之 情 ，在 婉 约 中 有

豪 壮 之 气 ，在 豪 壮 中 又 有 清 丽

之美。此外，亲情是文学永恒的

主题，在作者创作总量中占了很

大的比例。

作者还写下《家乡情·念青

州》、《忆童年·故乡情》等眷恋故

土之作，把山水田园风光的动人

画卷逼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向

那片土地倾诉他无尽的深情和爱

恋。作者特别注意抒发真性情，

不掩饰自己真实的看法。在《触

景感怀示儿孙》一诗中，他语重心

长地教诲晚辈，句句箴言，字字珠

玑，该诗十分值得推崇。

范中汇的诗作表现出一种社

会内涵和人生感悟：“弹指一挥五

十年，神州巨变惊人寰。”（《建国

五十周年大庆感怀》）；“回归十年

光景好，一国两制谁还疑？”（《香

港回归十周年庆》）；“仙子奔月

千年梦，华夏寄托无限情。”（《贺

‘嫦娥一号’成功奔月》）。作者

还用饱蘸感情之笔，写下了《壮

哉，北京奥运》以及反映汶川大

地震的《那一刻，铭记永恒》等，诗

作正气充盈，引人向上，有很强的

思想性和感召力，读后令人久久

难以忘怀。

这正是：事美从来在久成，墨

香百万绽才英。对外文化织锦

绣，雄心赤胆才俊行。三卷华章

灯下读，文采诗情同辉映。古稀

已过人不老，壮志殷殷在笔耕。

近日，埃及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应邀参加了 Dar Tarbaya国际中学

举办的国际文化交流日活动。本次国际文化交流日活动为期一天，

分为展览和文艺演出两个部分，法国、西班牙、美国、牙买加、沙特阿

拉伯、印度等 10多个国家的文化机构应邀参加。

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将中国展台布置得亮丽多彩，剪纸、年画和各

种美丽的挂饰突出了中国文化特色。中心的老师和工作人员热情地

向来宾介绍每件展品的文化内涵，并现场展示了中国书法。不少师生

对汉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图为中国展台吸引多国来宾。 （刘 传）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
沙漠文化旅游考察团访问摩洛哥

本报讯 （驻摩洛哥特约

记者李克明）应摩洛哥王国旅

游部邀请，4 月 27 日至 29 日，由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董事长兼总

经理刘承萱率领的沙漠文化旅

游考察团对摩洛哥旅游设施进

行实地考察，并与摩洛哥旅游

部、摩洛哥旅游工程公司进行

了务实、高效的会谈。

摩洛哥旅游部、摩洛哥旅

游工程公司向考察团介绍了摩

洛哥旅游业的历史和现状，沙

漠文化旅游的成功经验，旅游

管理、发展趋势及战略规划等。

刘承萱表示，中摩两国都

有 着 悠 久 的 历 史 、灿 烂 的 文

化、广袤的沙漠和丰富的沙漠

文 化 旅 游 资 源 。 摩 洛 哥 在 沙

漠 旅 游 方 面 的 管 理 经 验 值 得

学习和借鉴。“丝绸之路”起于

长安（今西安），经甘肃、新疆，

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

各国。此沿线新疆段建了 3 个

文化旅游小镇，他建议将双方

的传统文化元素，如中国茶和

摩洛哥手工艺品等，纳入各自

景区合作范畴。此外，中国文

化 传 媒 集 团 下 属 的 中 传 财 富

（青海）投资有限公司还拥有

先进的治沙技术，成功地将荒

漠变成了绿洲，种植药材和蔬

菜，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

境和条件。

摩洛哥官员表示，希望与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在沙漠文化

旅游、沙漠治理等领域开展合

作，并将于近期派团赴中国考

察，作为合作的第一步。

留学生摄影展记录中贝友谊
本报讯 （驻贝宁特约记

者牛鸿飞）5 月 4 日，由贝宁中

国文化中心和贝宁赴华留学生

协会合办的“中贝友谊万古长

青”摄影展举行。中贝嘉宾共

百余人出席了开幕式。

贝宁赴华留学生协会主席

博科齐齐于上世纪 70 年 代 末

赴华深造，现在贝宁医科大学

任要职。他感谢中国政府 40

多 年 来 给 予 贝 宁 学 生 赴 华 留

学的机会，摄影展唤起了许多

美好的回忆，体现了两国源远

流 长 的 真 挚 友 谊 。 据 贝 宁 中

国文化中心主任白光明介绍，

截至目前，已有近 600名贝宁学

生获得奖学金赴华留学，自费

留学的更是不计其数，希望这

些留学生在各自的行业不断取

得新的成绩。

本次展出的摄影作品记录

了赴华留学生们当年生活和学

习的真实场景，每一张照片都

有其背后的故事，每一个故事

都是中贝友谊的缩影。考虑到

非洲国家的经济状况，摄影展

使用了过往展览的画框，在其

中裱上新打印的照片，大大缩

减了成本，实现了资源的循环

利用。

东京中国文化中心展映“光影中国”
本报讯 （驻日本特约记

者解超）为了向日本民众传播

中国文化、介绍中国电影艺术，

东京中国文化中心近日举办了

“光影中国”——中国电影主题

展映活动。

4 月，东京中国文化中心首

先以“戏梦清影”作为“光影中

国”的第一篇章，放映了《飞来

的青衣》、《西洋镜》、《霸王别

姬》3 部有关中国戏曲的影片。

其中，《飞来的青衣》深受日本

友人的喜爱。电影取材自意大

利小女孩刘佳达学习京剧的真

实故事，拍摄风格细腻、感人。

在观影过程中，日本友人随着

剧 情 的 跌 宕 起 伏 时 而 开 怀 大

笑，时而流下感动的泪水。

5 月，“光影中国”开启为期

两个月的“功夫之旅”。几乎每

一 位 中 国 导 演 都 有 一 个 武 侠

梦，在大银幕上，英雄、侠客纵

横四海、快意恩仇，令日本观众

神往不已。据介绍，《十面埋

伏》、《英雄》、《狄仁杰之通天帝

国》、《大兵小将》等 7 部优秀的

中国影片将陆续在中心上映。

“光影中国”——中国电影

主题展映活动对中心现有的优

秀国产电影进行整理，在向日本

观众推介中国电影的同时，加强

对影片中中国文化的介绍。除

了组织电影放映，中心工作人

员 还 讲 述 电 影 幕 后 的 创 作 故

事，全方位展现中国电影的艺

术魅力和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多彩的画卷，别样的记忆
———读—读《《范中汇文集范中汇文集》》有感有感

王胜利

精彩视窗

马耳他太极爱好者表演推手 朱 兵 摄

毛里求斯人爱上中国剪纸埃及学员学做中国风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