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流感悟

4
2016年 11月 28日 星期一本版责编 陈 璐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 广告部（010）64293890 经营管理（010）64298584 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西工商广字第 8131号 订阅：各地邮局 零售每份 1．00元
■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办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13 传真：（010）64208704 电话：总编室（010）64275044 新闻热线（010）64274856 通联发行（010）64298092

E-mail：whbgjb@163.com 电话：010-64296360文化交流

贝宁观众在主题展上留言 法国观众在主题展上体验 VR 设备比利时观众尝试演出《牡丹亭》《牡丹亭》在德国演出

2015 年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访问英国期间，倡议中英两国

共同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这两位

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

加深相互理解。为落实习主席访英

成果和文化部统一部署要求，海外

中国文化中心作为主要平台，开展

“纪念文学巨匠汤显祖和

莎士比亚逝世 400 周年”

主题活动，重点介绍汤显

祖的人文思想、精神文脉

和中国戏剧的艺术成就，

扩 大 汤 显 祖 和 中 国 戏 剧

艺术的影响力。

经 过 近 一 年 的 紧 张

筹备，2016 年 9 月开始，从

西非的尼日利亚、贝宁到

南 太 平 洋 的 新 西 兰 、斐

济，从俄罗斯莫斯科、西

班 牙 马 德 里 到 地 中 海 中

的 马 耳 他 …… 身 处 不 同

地 域 的 海 外 中 国 文 化 中

心 先 后 举 办 同 一 主 题 纪

念活动，并根据自己的具

体条件，因地制宜，使活

动 各 具 特 色 。 跨 时 空 的

交流、全球的联动、良好

的用户体验，让汤显祖作

为 中 国 文 化 符 号 得 到 了

极大的传播，成为中国对

外 文 化 交 流 传 播 的 一 大

创新举措。

体 验 与 互 动 性 是 此

次 活 动 的 创 新 点 之 一 。

网 络 使 我 们 认 知 世 界 的

方式发生改变，丰富了我

们 推 动 中 华 文 化 走 出 去

的 模 式 。 网 络 在 信 息 传

播速度、规模、影响范围

和 表 现 形 式 上 具 有 无 与

伦比的优势，可以超链接

的 方 式 将 存 储 信 息 的 容 量 无 限 放

大，并在传播过程中把文字、声音、

图像等融为一体，最大限度地满足

受众需要。网络打破了时空限制，

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千

差万别的文化观念、风土人情、政治

信仰以及价值观、伦理观等发生空

前的碰撞和融合。在传播过程中，

传播者和受众还可互换角色。这就

对文化传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必须站在受众的角度，提供更为贴

心的体验与互动。

移动互联网时代，文化走出去

需要强化互联网思维，以受众为中

心，变受众为用户，变内容为产品，

从传播渠道转变为互动平台，强化

内容产品的服务功能、消费功能，提

高受众的媒体黏合度。

活 动 的 创 新 点 之 二

在 于 丰 富 的 配 套 体 验 活

动 。 除 了 重 视 展 览 部 分

的体验和参与外，各中国

文 化 中 心 利 用 各 种 资 源

举办配套体验活动，给受

众 留 下 更 深 刻 的 印 象 。

譬如举办学术讲座，可使

听 众 更 深 入 全 面 地 了 解

活动内容，是十分扎实有

效的做法，讲座后的互动

环 节 则 在 交 流 中 实 现 文

化 的 推 广 。 有 的 文 化 中

心还邀请到当地学者，让

活动更接地气。

相比莎士比亚在国际

上的知名度，中国的汤显

祖及其作品，在世界各国

民众中的认知程度还远远

不够。在本次活动中，策

划者深谙国外民众对莎士

比亚的喜爱，于是借船出

海，把汤显祖这位“名气不

大、成就不小”的作家“打

包”推销，在高层次受众中

得 到 很 好 的 反 响 。 希 望

通 过 这 场 高 品 质 的 展 览

展示，以及对接当地的戏

剧 表 演 和 深 度 交 流 的 学

术研讨活动，能够帮助各

国 民 众 对 中 国 戏 剧 产 生

更全面的认识。此外，认

真 主 动 地 研 究 受 众 需 求

和他们的欣赏习惯，对他

们的多样化需求予以满足，也应成

为文化传播者今后的努力方向。

此外，为发挥活动效果的可持

续性，主办单位应该认真考虑观众

的反馈意见，如加大汤显祖作品英

文版翻译力度，更多考虑挖掘汤莎

在文化作品上的相同点，并用艺术

的形式展现出来，以情动人，以趣动

人 ，使 中 国 文 化 不 仅 走 出 去 ，更 能

“走进去”，使更多外国民众不仅了

解莎士比亚，也认同汤显祖。

11 月 21 日晚，第七届巴黎中国传

统戏曲节在法国巴黎的马拉可夫剧场

开幕。开幕式当晚，剧院内座无虚席，

500余位中法各界人士观看了演出。

来自义乌婺剧团的演员们带来传

统婺剧《吕布与貂蝉》。跌宕起伏的剧

情、鲜明的人物性格、演员们高超的演

技、独具特色的音乐伴奏引起了观众

的极大兴趣。演出结束后，掌声经久

不息。“通过演出我感受到中国传统戏

剧的艺术魅力。我非常喜欢中国戏曲

的音乐和唱腔，演员与乐队的配合也

是天衣无缝。剧情曲折、入情入理，让

我急切想知道下一步将发生什么。”法

国《回声报》记者福克意犹未尽地说。

第七届巴黎中国传统戏曲节于 11

月 21 日 至 27 日 在 马 拉 可 夫 剧 场 举

行。戏曲节期间共有 5 个中国传统戏

曲团演出 7 场中国传统戏剧的经典剧

目，分别为婺剧《吕布与貂蝉》《美猴

王》，扬剧《吴汉杀妻》，汉剧《状元媒》，

评剧《三看御妹》，京剧《锁麟囊》《野猪

林》。据了解，本次戏曲节继续秉承把

中国最传统的戏曲带给全世界的理

念，坚持最为原汁原味的化装、布景、

装饰以及表演手法，以便让法国观众

切身地感受到最纯正的中国传统戏

曲。戏曲节闭幕时，由法国汉学家和

戏曲专家组成的评委会评选出了最佳

演员及演出团体。

此外，戏曲节期间还举办了摄影

家吴钢的京剧剧照展览，放映戏曲节评

委季克梅拍摄的纪录片《梨园弟子》，由

法国戏剧专家举办中国昆曲讲座，并在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中法戏剧专家

研讨会以及昆曲教学汇报演出等。

本届戏曲节得到法国观众的热烈

欢迎，7 场演出门票早早售罄、一票难

求。不少观众还买了套票，一场不落

地观看全部演出。

巴黎中国传统戏曲节由巴黎中国

文化中心主办，每两年一届。从2003年

至今已举办 7届，邀请了国内 20多个剧

种、共30个剧团先后到巴黎演出。巴黎

中国传统戏曲节使越来越多中国传统戏

曲走出国门，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也让

更多法国观众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

力。马拉可夫剧院总经理鲁西雍、巴黎

城市剧院集团代表沙斯均表示，戏曲

节在巴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本报讯 11月 19日，贝宁中国文化中心举

办了一年一度的汉语班和武术班开学典礼，200

多名新老学员及各界中国文化爱好者出席。

丰富多彩、别开生面的文艺表演让人们度过了

一个难忘的夜晚。

中国驻贝宁大使馆文化参赞兼贝宁中国

文化中心主任魏军在致辞中说，随着中贝两国

关系的日益紧密，掌握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

人才将会大有所为。他表示，贝宁中国文化中

心将一如既往为中国文化爱好者服务，为进一

步发展中贝友好往来培养更多有用之才。

贝宁阿波美·卡拉维大学孔子学院学生、

中国文化中心儿童汉语班学生和中心武术队

队员轮番登台，先后表演了中国古典舞蹈《青

花瓷》、陕北民歌小合唱《太阳出来喜洋洋》、唐

诗朗诵《静夜思》，以及长拳、短拳、舞刀、剑术

等武术套路表演。中国武术教练房益发的二

胡独奏曲《万马奔腾》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河北乐亭皮影对外文化交流团的 7 位艺人带来

了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乐亭皮影

演出，引来观众阵阵欢呼。 （王红川）

2016 年是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两位

文学巨匠逝世 400 周年。9 月至 12 月，

中国文化部外联局、文化部中外文化

交流中心携手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在

全球 20 多个国家协同举办“跨越时空

的对话——纪念文学巨匠汤显祖和莎

士比亚”主题活动。

国 内 制 作 的 题 为“ 跨 越 时 空 的 对

话 ——纪念文学巨匠汤显祖和莎士比

亚逝世 400 周年”的高质量展览在多个

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举办，通过“时代与

传奇”“梦与真”“我@汤显祖”三大板块，

借助生动的图片、服装展示及 VR 虚拟

影像等手段，介绍了两位大师所处的时

代、经历、文学成就和他们对世界戏剧

史的巨大影响。同时，各海外中国文化

中心还根据驻在国情况策划举办了艺

术表演、影视放映、学术讲座、研讨会、

朗诵会等丰富多样的活动。这些活动

打破了时空与地域的限制，融合科技手

段，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

化交流互鉴。

11 月 14 日，“汤莎小剧本”教学培训

班 结 业 演 出 在 开 罗 中 国 文 化 中 心 举

办。学员们吐字清晰，情感表达准确，

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赢得了台下观众的

阵阵喝彩。

作为继纪念汤莎逝世 400 周年主题

展览后的又一活动，由文化中心举办的

“汤莎小剧本”教学培训班于 10 月 25 日

开班，23 人参加了培训。学员大多来自

中心汉语班，也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本次排演的小剧本以《牡丹亭》和《罗密

欧与朱丽叶》为基础，将两剧做了对比

式选材、编写与展示，让学员们在排演

中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物命运的共

性与差异，体验东西方不同的戏剧表现

形式。

11月15日晚，由法国巴黎第三大学、

巴黎大学高等翻译研究院教授韦遨宇主

讲的“汤显祖——中国明代剧作家”讲座

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阐述了汤显

祖的生平、社会背景、《牡丹亭》的创作

以及其作品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

互动环节，韦遨宇回答了听众关于中国

戏剧中的词牌、诗词写作等问题。

此外，9月 13日至 23日，纪念汤莎逝

世 400 周年主题展览在巴黎中国文化中

心举办，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开幕式

上播放了由法国著名导演阿兰·马扎尔

于 1989 年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牡丹

亭》。当天，马扎尔亲自到场，向嘉宾介

绍了影片的拍摄过程和自己对昆曲艺术

的热爱。

10 月 6 日 至 23 日 ，纪 念 汤 莎 逝 世

400 周年主题展览在莫斯科中国文化中

心展出，随后还在俄罗斯莫斯科市及其

他地区展出。

文化中心举办的展览开幕式暨《游

园·寻梦》昆曲民乐演出上，中国驻俄罗

斯大使馆公使张霄、俄中友好协会第一

副主席库利科娃到场致辞。俄罗斯国

家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谢洛娃向

来宾介绍了汤显祖作品在俄罗斯的研

究现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英男

也介绍了由她翻译并在俄刚刚出版的

全球首部俄文全译本、汉俄对照的《牡

丹亭》。多位中国知名艺术家组成的

“艺苑国风”组合，带来了精彩的《游园·
寻梦》昆曲民乐演出。

10 月 3 日晚，由上海昆剧团国家一

级演员黎安、上海白玉兰奖获得者罗晨

雪担纲主演的汤显祖经典作品《牡丹

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倾

情上演。

活动采用现场演出与专业讲解相结

合的形式，主持人、青年昆曲导演俞曼文

将昆曲的历史起源、人文传承及昆曲的

艺术特点、人物造型、乐曲风格等内容讲

解穿插于演出过程之中。观众互动体验

环节，欧盟官员奥利佛及其女友洛兰自

告奋勇走上舞台，换上昆曲戏服，体验昆

曲魅力。

纪念汤莎逝世 400 周年主题展览于

9 月 21 日至 30 日在日本东京中国文化

中心举办。开幕式上，旅日昆剧演员、

原上海昆剧团武生陆海荣为观众介绍

了昆剧的发展、汤显祖及其作品，着重

介绍了昆剧的音乐、唱腔、服装与角色

的关系以及昆剧的身段、手势等知识，

并结合日本传统艺术“能”“歌舞伎”做

对比讲解。嘉宾纷纷体验水袖及造型

表演，现场一片欢声笑语。有观众表示，

展览制作精良、内容详实，虚拟现实技术

的融合更是一大亮点，所呈现的中国文

人的书房及居住环境等让人身临其境。

早在 17 世纪，《牡丹亭》就已远传海

外，最早译成的西方文字就是德文。9月

14 日，纪念汤莎逝世 400 周年主题展览

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揭幕，让汤翁及

《牡丹亭》再次进入德国公众视线。当

天参加活动的不少观众是中国文化的

铁杆粉丝，对展览赞不绝口。

9 月 24日，由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和江

苏省文化厅共同举办的精彩江苏——昆曲

折子戏《牡丹亭》专场演出在中国驻德国

使馆举办。此次表演选取《牡丹亭》中

《惊梦》《寻梦》等极具代表性的三折戏，

来自苏州昆剧院的梅花奖获得者周雪

峰等带来精彩表演，国家一级演员吕福

海根据每一场戏的特点做现场讲解。

9 月 13 日晚，由斐济中国文化中心

在斐济南太平洋大学举行的“重温经

典”戏剧演出活动上，来自广东粤剧院的

演员表演了《牡丹亭》《穆桂英招亲》《游

园惊梦》等经典戏剧片段。南太平洋大

学大洋洲艺术中心的青年演员演唱了具

有浓厚本土特色的歌曲，与东方戏剧艺

术相得益彰。此次演出正式拉开了纪念

汤莎主题活动的帷幕，随后，斐济中国文

化中心陆续举办了专题展览等活动。

斐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邓先富表

示，通过举办戏剧演出、主题展览等活

动，重回那个时代，聆听大师的智慧，表

达对他们的敬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南太平洋大学语言、艺术和媒体系

主任苏德西·密西拉说，两位伟大的剧

作家属于全世界，他们留下的文学遗产

是全人类的财富。

10 月 13 日，纪念汤莎逝世 400 周年

主题展览在马耳他大学开幕，中国驻马

耳他大使姜江，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主

任王彦军，马耳他大学艺术系主任多美

尼克·芬尼奇、英语学院主管詹姆斯·考

比、孔子学院马方院长安东尼·富兰多

等嘉宾出席。

詹姆斯·考比从比较文学角度评价

了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学术价值，认为

二者作品中表现出的超越时代的共同

的 人 类 追 求 和 情 感 是 跨 越 时 空 的 语

言。安东尼·富兰多表示，如果说丝绸

之路是东西方贸易的连线，那汤显祖和

莎士比亚则是通过艺术和思想实现东

西方跨越时空的联系。开幕式后，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教

授做了题为“汤显祖和他的戏剧世界”

的讲座。

此次展览和讲座是马耳他中国文

化中心“中国文化进校园”品牌活动首

次进入马耳他最高学府，历史人物配

合当代科技展示手段的展览，为更多

马耳他青年学子提供了了解中国文化

的机会。

10月22日至11月7日，纪念汤显祖与

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主题展在贝宁中国

文化中心举办。中国驻贝宁大使刁鸣生、

贝宁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魏军、贝宁旅游和

文化部常务秘书长索冈等300余人参加了

开幕式。

据魏军介绍，贝宁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首个举办该展的法语国家。索冈感谢中

国文化中心为贝宁民众带来了一场视觉

盛宴，同时表示这也是一堂生动的艺术

课。观众纷纷在留言墙上写下他们的赞

美：“美妙的展览！”“我为中国人骄傲！”

尼日利亚中国文化中心邀请来自

汤显祖故乡的江西省图书馆馆长周建

文，以“汤显祖与中国戏曲”为主题介绍

了汤显祖及其戏曲、诗歌和思想。讲座

穿插了《牡丹亭》《游园惊梦》等经典戏

曲片段，动静结合，获得好评。

尼日利亚阿罗杰皇家话剧院院长

杰里·阿德萨沃盛赞讲座和展览之精

彩，希望中方提供更多的汤显祖英译书

籍、视频资料，以便尼剧院上演相关剧

目。他满怀深情朗诵了汤显祖的诗歌，

博得满堂喝彩。

（本文文图由本报驻俄罗斯特约记

者殷立、李峙，驻尼日利亚特约记者严向

东，驻埃及特约记者宋业瑾，驻法国特约

记者刘木子、吴钢，驻德国特约记者苏

丹、闫健，驻日本特约记者冯媛，驻斐济

特约记者赵骄健，驻马耳他特约记者姜

佩璋等提供）

纪念汤莎逝世400周年 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活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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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中国传统戏曲节：影响力越来越大
本报驻法国特约记者 苏 旭 文/图

交流资讯

本报讯 11 月 13 日晚，捷克布拉

格历史悠久的斯美塔那音乐厅掌声雷

动，浙江杭州爱乐乐团欧洲巡演首场音

乐会在此举行。音乐会由乐团首席指

挥杨洋执棒，青年钢琴艺术家张昊辰加

盟。中国驻捷克大使马克卿、杭州爱乐

乐团团长邓京山以及多国驻捷使节等

千余人观看演出。

杭州爱乐乐团成立于 2009 年，曾

在今年 20 国领导人峰会文艺晚会上

惊艳亮相，赢得广泛赞誉。本次来捷

举 办 音 乐 会 ，为 观 众 带 来 了 瓦 格 纳

《唐 豪 瑟》序 曲 、李 斯 特《降 E 大 调 第

一 钢 琴 协 奏 曲》和 柴 可 夫 斯 基《e 小

调 第 五 交 响 曲》，使 当 地 民 众 近 距 离

感 受 中 国 新 一 代 交 响 乐 团的演奏水

平。张昊辰富有激情的演绎、乐团精

湛默契的配合让观众如痴如醉，久久

不肯离场。乐 团 多 次 返 场 谢 幕 并 加

演《土耳其进行曲》及《罗密欧与朱丽

叶》第一组曲。

据 悉 ，杭 州 爱 乐 乐 团 还 将 在 意

大 利 、奥 地 利 和 德 国 继 续 举 办 多 场

音乐会。 （杨艺源）

杭州爱乐乐团奏响布拉格

贝宁中国文化中心迎来新学年

《吕布与貂蝉》演出现场贝宁中国文化中心武术班为开学典礼助兴 郭明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