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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资讯

“NICE CHOICE”展助推海派文创精品走向世界

E-mail：whbgjb@163.com 电话：010-64296360

两岸青年共创美好未来
——记“情系青春——两岸青年八闽行”

本报记者 程 佳 文/图

本报讯 （驻韩国特约记者高

宁）7月 26日，在中韩两国人文交流

共同委员会机制框架内，“东方文

化与老子哲学论坛”在韩国学中央

研究院举行，河南省文化厅副厅长

康洁率河南文化代表团与会，并与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院长李培镕分

别代表中韩主办方致辞。中国驻

韩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兼首尔中国

文化中心主任史瑞琳出席论坛。

康洁说，老子哲学是中华民族

奉献给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对现

代生活也具有指导意义。河南作

为老子的故乡和《道德经》、老子文

化的发源地，在弘扬老子文化方面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河

南围绕老子文化举办了一系列高

规格的国际学术研究活动，加强了

中外学者间的交流，培养了一大批

老子文化研究专家。

李培镕表示，理解中国时，不

能抛开老子思想。现代社会中，尊

重自然的顺理、追求调和的老子思

想得以体现是合乎时宜的。全球

化的终极目标是互相理解和尊重

彼 此 的 文 化 ，在 信 赖 之 中 营 造 和

平。中韩两国学者共聚一堂讨论

老 子 思 想 ，是 超 越 现 实 的 利 害 关

系、打开共生与共存时代真智慧的

体现。

来自中韩以及其他国家的 20

余名老子思想研究学者参加了论

坛 ，围 绕“ 老 子 哲 学 当 中的‘和解

与共生’”进行了专题研讨。

河南文化代表团还与韩国京

畿道举办了中韩文化旅游产业交

流活动，在济州岛举办了中韩创意

产业交流活动，并向首尔中国文化

中心以及济州岛老子书院捐赠了

图书。

刚刚落幕的第 13 届中国国际合唱

节上，来自非洲的两支合唱团——刚果

民主共和国沃克斯迪波萨合唱团与赞

比亚伊芙琳学院合唱团引起了不少关

注，他们热情奔放、自由洒脱，为中国观

众呈现了不一样的合唱艺术和来自非

洲的迷人风情。

7 月 30 日的海资曼合唱之夜专场音

乐会上，两支合唱团为北京民族剧院的

观众带来了 10 余首非洲歌曲，现场气氛

热烈，掌声与喝彩声不断。沃克斯迪波

萨合唱团随着激昂的鼓点压轴出场，演

员们身挂稻草，脸涂油彩，光着脚边唱

边跳地上了台，引起一阵欢呼。独特的

音乐风格、原汁原味的非洲文化与演员

极具张力的表现让现场掌声不断，观众

跟着演员一起打着拍子，整个剧院进入

狂欢状态。

音乐会结束后的合影环节，合唱团

成员对着相机大喊“茄子”后意犹未尽，

又一起演唱了中文的《茉莉花》和多首

非洲歌曲。许多起身离场的观众被吸

引到舞台前继续观看、和唱，直至舞台

灯光完全熄灭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据了解，刚果民主共和国沃克斯迪

波萨合唱团是一支受到国际合唱联盟

推荐的高水平合唱团，合唱团的每位成

员都有着演唱歌剧的专业能力。该团

的作品以展示斯瓦希里、刚果、班图和

恩加拉 4 种文化的传说、史诗、摇篮曲、

战斗圣歌等为主。赞比亚伊芙琳学院

合唱团则由年龄 19 岁至 35 岁的学生和

专业歌手组成，演唱风格多样，涉及传

统民谣与流行乐曲等。本届中国国际

合唱节期间，两支合唱团参与多项活

动，与中国同行、国外同行以及中国民

众充分交流。尤其是沃克斯迪波萨合

唱团，不仅在开幕式演出有上佳表现，

参加测评的时候，其演唱水平也得到国

内外专家的一致认可。

在近 200 支合唱团参加的“分组展

演及点评辅导”环节，沃克斯迪波萨合

唱团最终当选十佳合唱团，并在“十佳

合唱团”终极对决中，凭借一首《Insalata

Italiana》获得总冠军第三名。这是非洲

队伍在中国国际合唱节上获得的最高

荣誉。当结果宣布时，团员们在台下热

烈欢呼，挥舞着国旗走上舞台，载歌载

舞，表达内心的激动与兴奋。对此，中

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王旭东表示，沃克斯迪波萨合唱团在第

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上获得的荣誉，

是中刚文化交流的重大成果。

无论在剧院，还是在景区，甚至在

酒店，非洲团员们都尽情地展现着自己

的才华与情感，博得大家的喜爱。团员

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既激动又紧

张”，能够参加此次合唱节对他们来说

意义非凡，除了有机会接触、了解中国

文化外，也可以将更多非洲文化艺术传

递给中国观众。他们深知要努力唱好

每一首歌曲、演好每一场演出，才能不

辜负这个高水平的国际性舞台，不辜负

各方对他们的帮助。大家兴奋地细数

几天来到访的北京景点，不住感慨中国

文化的有趣和中国人的友好。

文化部外联局非洲处处长韩志红

说，中非文化交流一直秉承“交流互鉴”

原则，合唱节期间的这些活动正体现了

这一原则。“我们鼓励中国演员学习非

洲歌曲和舞蹈，也非常愿意看到非洲朋

友 唱 中 国 歌 、说 中 国 话 ，学 习 中 国 文

化。”韩志红说，赞比亚伊芙琳学院合

唱团演唱的《茉莉花》，就是在南京跟

当地人学来的。从南京回去后，这些赞

比亚团员又教会更多非洲人唱《茉莉

花》，让中国文化像种子一样撒播在非

洲大地。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

家人，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

7月 28日晚，“情系青春——两岸青年八

闽行”闭幕式暨网络摄影大赛颁奖晚会

在福建福州举行。两岸青年精心准备了

《两岸情》、《相亲相爱一家人》、《龙的传

人》等精彩节目，共叙友谊，携手未来。

302 位大陆和台湾学子、9 天的相伴

相助、时时刻刻的欢声笑语……由中华

文化联谊会、福建省政府主办的此次

“情系青春”活动上，两岸青年沿厦漳

泉、南平武夷山、宁德屏南、龙岩三明泉

州、泉州厦门线路分五组开展活动，探

寻两岸文化根源，感受传统技艺魅力，

考察两岸文创产业合作发展潜力，进一

步增进了了解与共识。

传承中华文化是共同责任

考察三坊七巷、南靖土楼、宁化客

家祖地等文化古迹，体验泉州地方戏、建

盏制作等活动，观摩霍童线狮、屏南传统

武术、平讲戏等表演，聆听茶文化、闽东

文化等讲座，活动期间，两岸青年共同感

悟八闽山水的独特魅力，感受传统技艺

的多彩多姿，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台湾中正大学的陈瑞禾是第一次

参观土楼，他表示，以前只在中学课本

上看到过土楼，这次通过近距离观察才

认识到土楼建筑的神奇。“土楼历史悠

久、风格独特、规模宏大、结构精巧，虽

然不用钢筋水泥，却牢固如石，还有防

火、防震、防兽等很多功能，它是东方文

明的一颗明珠。”陈瑞禾说。

欣赏完精彩的闽西汉剧，福建农林

大学的郭茜表示，相比流传更广的“南

昆、北弋、东柳、西梆”，龙岩地方戏别有

一番韵味。“闽西汉剧偏好热闹戏文，例

如《杨八姐游春·佘太君要彩礼》一折，

构思奇巧、想象丰富，如天马行空，令人

拍案叫绝。”

“观赏《印象大红袍》表演令我深有

感触。文化的传承是用心去做的，他们

以独特的视角、震撼的表演向观众展示

了不同的武夷‘山水茶’文化。我深刻认

识到，把中华文化传承下去是我们这代

人的责任。”致理科技大学的李婉君说。

探索创新创业之路

两岸青年还参访了泉州源和 1916

创意产业园、海峡两岸建筑设计文创

园、平潭台湾创业园、稻田创意小镇、黄

村大学生茶产业创业基地等文创园区，

了解两岸文创产业合作发展的潜力；并

参与“青春·梦想家”两岸青年分享交流

会、三坊七巷及文创园区就业体验活

动，携手探索创新、创业的发展之路。

在素有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之称

的平潭台湾创业园，青年朋友聆听了一

场精彩的创业分享会。云林科技大学的

陈钧暐说：“分享会上，5位创业者分享了

他们的创业故事和创业经验，独到的理

念、敏锐的思维带给我很多启发。我尤

其赞同他们的创业理念——站在消费者

立场上考虑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市

场，获得成功。”成功大学的李其晔在台

湾也和朋友们参与创业，他说：“我们在

打造一个全新的购物平台，为大家提供

更好的消费模式。这次看到很多台湾朋

友在平潭创业，了解到平潭是一个新兴

的对台合作示范基地，为想来大陆创业

的台湾青年人提供了很多机会，我非常

愿意来这里且有信心开展项目合作。”

参访福州三坊七巷的闽台青年创

业基地后，大华科技大学的曾子修说：

“将创业基地放在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

三坊七巷，同时聚合了商业价值、人文价

值及政策资源，是一个有效的方式。而

且基地由台湾知名设计团队设计打造，

引入台湾管理团队，让台湾青年感觉很

亲切。大陆地广人多，在资源、资金、政

策方面都有优势，而台湾有自己独特的

传统手工艺和文创概念，两岸可以优势

互补、开展合作。”

福建省闽台文化交流中心、负责闽

台青年创业基地运营的福建维美客文

化创意有限公司还与两岸学生代表签

署了《两岸青年入驻三坊七巷闽台青年

创业基地合作备忘录》。据福建省闽台

文化交流中心干事高龙介绍，依据协

议，两岸青年创业者将获得协议方提供

的产品孵化、政策咨询、资金技术、租税

优惠等支持，还可免费一年使用三坊七

巷闽台青年创业基地中的工位。

同根同源 血脉相连

此次，两岸青年专门前往妈祖源流

博物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等文博机构

参观，并访问宁化客家祖地，参加妈祖

文化报告会，深刻感受海峡两岸的人缘

相亲、地缘相近、文缘相通和血脉相连。

台北健康护理大学的粘育馨表示，

妈祖源流博物馆运用高科技手段和多

种表现形式，极其形象地重现了妈祖文

化的神韵。在这里，她第一次全面了解

到妈祖文化。台湾戏曲学院的黄玟桦

告诉记者，很多台湾的妈祖信奉者，都

会选择来到妈祖诞生地湄洲岛，朝拜妈

祖，虔请香火，寻根谒祖。

“两岸文化同根同源，妈祖信仰同

宗同祖。台湾有 500 多座妈祖庙，我去

过很多座。这次来到湄洲岛，了解到湄

洲妈祖庙是建设年代最久远的妈祖庙，

在世界妈祖文化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

位和影响力。”台湾海洋大学的李凤君

感叹，“踏上湄洲岛的那一刹那，我仿佛

听到来自妈祖娘娘出生地的呼唤。找

回根源的感觉，真的很美好。”

参访宁化客家祖地对很多客家子

弟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台湾

中正大学的马明毅表示：“身为客家人，

当有客家魂。走进宁化客家祖地时，心

情突然沉重了起来，自己身为客家人，

除了简单的客家话外，对自己的祖籍都

不甚了解，真是很惭愧。此行让我感受

到，虽然客家人分布广泛，文化和语言

有一定的差异，但善良、朴实、热情、刻

苦的精神品质都是一样的——我们都

是一家人、都是客家人。”

两岸青年纷纷表示，此次“八闽行”

让他们切身感受到两岸历史文化的同

根同源，非常希望能成为服务两岸交流

的青年使者，促进两岸的进一步沟通与

合作。台北市立大学教授黄桐娟说，

“情系青春”活动为两岸青年交流创造

了更多机会，使两岸青年的情感联系更

加紧密了。

本报讯 （实习生马逸珂）7 月

29 日，由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和上海自贸区国际艺术品交易中

心共同主办的“NICE CHOICE”——

海派文创精品展在北京开幕。开幕

展上，张桂铭、顾小英、陈家泠等多

位知名海派艺术家的作品悉数亮

相。该展以上海都市白领服装设计

师的一天为线索，分设“莺啼晓色”

“甜恬茶歇”“微醺午后”“人约黄昏”

4个主题展区及10个专题区，彰显了

海派文创产品海纳百川的特点，展

现了海派文化兼具江南水乡的婉约

古韵与国际大都市的现代时尚的多

元魅力，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创产品

走向世界。

本次展览精选江浙沪地区优

秀文创产品近 600 件，集中展现海

派文化创意新工艺、新材料、新产

品 ，着 力 打 造 海 派 文 化 创 意 新 形

象、新亮点。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副

主 任 李 蕊 表 示 ，文 创 产 品 面 向 大

众，注重实用性，与艺术设计有机

结合，是艺术平民化的重要抓手。

此次展会汇集国内外优秀文化产

品，并为它们提供了展示平台和销

售渠道。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胡环中说，

上海自贸区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

依托政策优势，为全球优秀艺术品

进入中国市场提供良好的政策保

障 ，此 后 还 将 不 断 完 善 软 硬 件 设

施，提升竞争力。

据悉，本次展会由北京赛思博

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北京易加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承办，《中外文化

交流》杂志社、中国文化网协办，将

持续举办至 8月 29日。

首届中加国际电影节搭建交流合作平台

本报讯 7 月 26 日，中加国际

电影节组委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阿纳海姆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了

首届中加国际电影节的情况。

据 了 解 ，首 届 中 加 国 际 电 影

节将于今年 9 月在加拿大蒙特利

尔 市 举 办 ，以“ 融 汇 中 加 电 影 资

源 与 技 术 ，搭 建 展 示 交 流 合 作 平

台 ，共 创 中 加 电 影 新 未 来 ”为 主

题 ，秉 承 专 业 、国 际 、前 沿 和 市 场

化的办节宗旨。

据中加国际电影节执行主席宋

淼介绍，中加国际电影节将举行开

幕典礼、国际电影展映及评选、中加

合作项目创投、娱乐科技高峰论坛、

电影科技展会、女性电影题材研讨

峰会、闭幕典礼 7 项主体活动，以及

其他相关项目。

首届中加国际电影节由加拿大

中 加 艺 术 科 技 联 盟 主 办 ，被 列 入

2015—2016 中 加 文 化 交 流 年 官 方

系列活动。 （焦 波）

东京举办“中日电影合作探索”讲演

本报讯 （驻日本特约记者刘

晟）7月 27日，应东京中国文化中心

邀请，日中电影节执行委员会理事

长耿忠女士在中心举办了题为《中

日电影合作探索》的讲演。

东京中国文化中心主任石永

菁简要介绍了中心播放中国电影和

参与主办东京电影节中国电影周的

情况。耿忠就中国电影现状和中日

电影交流情况向日本观众做了生

动、详实的讲演，并重点介绍了今年

在北京、上海两地举办日本电影周

的盛况，以及今年 10 月将在东京举

办的中国电影周。讲演后还放映了

中国电影《何以笙箫默》。值得一提

的是，该电影主演之一黄子韬在日

本拥有影迷会，当天，该会 90多名影

迷来到中国文化中心聆听讲座和观

看电影。

从 2006 年到 2015 年 ，日 中 电

影节执行委员会在日本举办“东京

电影节中国电影周”，在上海国际

电 影 节 举 办 日 本 电 影 周 ，今 年 开

始，又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举办日本

电影周。东京中国文化中心从去

年开始和日中电影节执行委员会

联合，共同参与电影周活动的主办

工作。

15名斯里兰卡学生获“中国政府奖学金”

本 报 讯 7 月 27 日 ，2016—

2017 年度“中国政府奖学金”录取

通知书颁发仪式在中国驻斯里兰

卡大使馆举行。中国驻斯里兰卡

大使易先良、斯高等教育及高速公

路部常秘迪萨纳亚克、获奖学生及

其家属等 70余人出席了仪式。

易先良向获奖学生表示祝贺，

希 望 他 们 成 为 中 斯 友 好 的 使 者 。

他表示，中国不仅将继续协助斯里

兰卡发展基础设施，也将在教育和

人力资源等方面继续为斯提供支

持。未来 3 年内，中国还将在斯设

立职业技术学院，为斯提供技术培

训，培养更多专业人才。

迪萨纳亚克感谢中国政府对

斯里兰卡的全方位支持。他表示

斯里兰卡学生非常期待去中国留

学，申请政府奖学金者的数量每年

都在增加，希望双方未来在教育领

域开展更多合作。

2016—2017 年度，斯里兰卡共

有 15 名学生获 得“中 国 政 府 奖 学

金”，包括 10 名本科生和 5 名研究

生，专业涉及医学、农业、历史、数

学 、海 洋 、科 工 、金 融 、艺 术 等 领

域。他们将于今年 9 月前往北京

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中国知名大学深造。

颁奖仪式上，易先良还向斯里

兰卡高教部捐赠了 200 万卢比（约

合人民币 9 万多元）用于“中国大使

奖学金”的设立，以资助本年度斯

高校 50名优秀本科生。 （联 文）

中韩探讨东方文化与老子哲学

中国国际合唱节上的非洲好声音中国国际合唱节上的非洲好声音
实习生实习生 王亦琳王亦琳

两岸青年参观闽台青年创业基地 两岸青年在福建省非遗博览苑尝试打木桩

刚果民主共和国沃克斯迪波萨合唱团在闭幕式音乐会上演出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