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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之光 熠熠闪耀
——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侧记

陈 璐

12月 16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

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中国文联和

中央电视台共同主办，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

承办的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

颁奖典礼在中央电视台举行。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副主任叶小文，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崔

玉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谭天星，中国文联副主席左

中一，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魏地春等出席了颁奖典礼，并为 10

位获奖个人和 1个获奖集体颁奖。颁奖典礼将于12月30日22

时和 2017年 1月 1日 10时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向全球

观众播出。此外，节目欧洲版的播出时间分别为12月31日5时

（北京时间）和2017年1月1日22时45分（北京时间）；美洲版的

播出时间分别为 12月 30日 22时（北京时间）和 2017年 1月 1号

10时（北京时间），当地观众均可通过 CCTV—4进行观看。

颁奖典礼现场星光熠熠，作为“中华之光”评选最受关

注的部分，本届获奖人物个个成就斐然、出类拔萃。获奖者

包括北京大学教授、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巴黎首位华人议

员陈文雄，菲律宾华商、社会活动家陈永栽，哲学家、夏威夷

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成中英，画家傅益瑶，时尚设计师嘎洛

（GALO），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金庸，博茨瓦纳—中国友

好协会执行主席南庚戌，澳大利亚华人导演余俊武，美国

爱国侨领张素久，以及获奖集体——中央民族乐团。中国

内地、香港地区，法国，菲律宾，美国，澳大利亚和非洲国

家，获奖者分布全球，所从事的职业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

在以自己的方式尽心竭力、矢志不渝地传播着中华文化，

为提升中国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做出了卓越

贡献。

名人与时尚元素吸引更多受众

今年的“中华之光”人物评选，较往届有明显突破，获奖

人物领域更广，一些亮点人物令人耳目一新。比如，增加了

可视性强和颇具吸引力的名人和时尚元素，曾为屠呦呦、郎

朗、莫言、成龙等设计服饰和礼品的瑞典籍华裔设计大师嘎

洛的入选和国际钢琴巨星郎朗的现场视频推荐，以中国武侠

小说闻名天下的金庸，不久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曹文轩，以及不遗余力推广中国文化的爱国将领

张治中之女张素久、著名绘画大师傅抱石之女傅益瑶等名人

之后，带给人们一个又一个感动和惊喜。

金庸是华人武侠小说界的“一代宗师”，他继承古典武

侠小说之精华，开创了形式独特、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且深

具人性和豪情侠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先河，吸引了最为广泛

的读者群。自 1955 年的《书剑恩仇录》开始至 1972 年的《鹿

鼎记》正式封笔，金庸共创作了 15 部长、中、短篇小说。他的

创作根植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

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典章文物、历史掌故、人文地理等元

素。这些小说后来被改编为多部电视剧、电影、广播剧等，

对华语影视文化贡献重大。他曾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颁授

的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2008 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等，拥有极高的社会影响力。活动组委会在给他的颁奖词

中写道：“华语文坛开宗立派，侠之大者荡气回肠。”颁奖当

天，92 岁的金庸因年事已高，未能亲临活动现场，其秘书代

他发表获奖感言，表示能够获得传播中华文化的此项殊荣，

感到莫大的欣慰和光荣。

凭借《草房子》《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根鸟》等

作品，曹文轩获得了冰心文学奖、中国国家图书奖、“五个一

工程”奖等诸多奖项，也因此受到读者的极大欢迎。其作品

被翻译成 40 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影响深远。2016 年 4 月 4

日，曹文轩摘得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2016 年度“国际安徒生

奖”，实现了华人在该奖上零的突破。“国际安徒生奖”被誉为

“小诺贝尔文学奖”，每两年评选一次，以奖励世界范围内优

秀的儿童图书作家和插图画家。“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

帕奇·亚当娜在宣读颁奖结果时曾说：“曹文轩的作品书写关

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的挑

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广泛的儿童读者的喜爱。”

嘎 洛 以 时 尚 方 式 向 世 界 传 播 中 华 文 化 ，格 外 引 人 注

目。嘎洛曾经为多国首相夫人、名人及王室政要设计中国

元素与国际时尚相结合的作品，还是著名中国钢琴家郎朗

的服装设计师，郎朗多年来在世界重大场合的演出礼服均

出自他之手。2009 年，郎朗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演

出时，嘎洛为郎朗设计出了震撼世界的“和平鸽”服装，将

中国元素带到了世界。2012 年，在设计郎朗参加伊丽莎白

女王登基 60 周年庆典的演出服时，嘎洛特地用了 6 颗山东

昌乐的蓝宝石，在衬衣的胸前做成了代表世界和平的中国

符号——九九归一。2015 年，嘎洛为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

屠呦呦设计参加诺贝尔奖典礼的礼服——“紫气东来”及

其他诺贝尔奖活动的礼服。当屠呦呦身着紫色套装、佩戴

着胸针及玉手表走上领奖台时，她的形象令瑞典乃至全世

界的观众为之一振。诺贝尔官网公布的评选——从 1901

年至 2015 年已有 900 名诺贝尔奖获奖者中评选出最受欢迎

的 10 位诺贝尔奖获奖者，屠呦呦在其中排第三，排名居爱

因斯坦、海明威、居里夫人之前，这不乏嘎洛的设计所带来

的影响力。

张素久和傅益瑶的影响力也非同小可。她们一位是美

国南加州著名爱国侨胞领袖，不但促成北京奥运花车首次出

现在帕萨迪纳新年玫瑰花车巡游中，还在美组织多场大型活

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堪

称中美民间文化交流使者；一位是旅居日本 30 多年的著名水

墨画家，以佛教东传日本的历史、杰出人物、山林寺庙等为题

材，创作了若干气势磅礴、叙事严谨的障壁画和水墨图册，并

始终致力于向日本人民传播和弘扬中国水墨画艺术，为中日

文化交流做出积极贡献。

思想层次交流进一步受到重视

“中华之光”评选活动历经数年推进，获奖者从汉语教

学、演艺人物不断拓展到更多领域的人群，覆盖面越来越

广。从今年的多位获奖者身上，都可以看到顺应对外文化交

流发展趋势，对思想层面交流的重视。前面提到的几位获奖

者，均体现了思想层次的传播力量。

哲学家的入选也是一种突破。美籍华人学者成中英是

世界知名的哲学家，被公认为“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

一。成中英是享誉中外的英文《中国哲学季刊》的创立者和

主编，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国际易经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等

国际性学术组织的创立者与首倡者，近 10 年来历任国内与欧

美著名大学哲学客座教授、讲座教授，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

国哲学，弘扬中国哲学精神。

南庚戌作为博茨瓦纳—中国友好协会执行主席、非洲华

文传媒集团董事长、环球广域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在非

洲大陆致力发展传媒、慈善和文化等事业，让非洲人民更加

了解客观真实的中国，让旅非侨胞进一步融入当地主流社

会，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发展。2009 年，南庚戌在博茨

瓦纳正式创办华文报纸《非洲华侨周报》，创刊 7年来，已经覆

盖博茨瓦纳、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赞比亚四国，此外，他的

传媒集团旗下还拥有英文版《环球邮报》《新时代》，斯瓦希里

语《今日你好》等报纸以及多语种杂志、网站、广播电台、电视

台、新闻学院等传媒和文化平台。

陈永栽曾担任菲律宾华商联总会副理事长 18 年，被称为

菲律宾最有影响力的中华文化弘扬者。2001 年起至今，他连

续 16 年总计资助逾 1.2 万名菲律宾华裔学生到祖国各地学习

汉语、书法、国画、舞蹈、武术、中文歌曲等，还先后向中国的

幼儿园、小学、外交学院等院校捐资数千万元人民币。陈永

栽推动华语在异国他乡的华人中发扬光大，如呼吁全菲华校

在华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字”，使之与祖国

文化教育接轨。如今，年过八旬的陈永栽几乎还能通背《孙

子兵法》《论语》和《易经》六十四卦，他表示，百余年来，海外

侨胞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扬眉吐气，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充满

自信和自豪。

除此之外，争取中医药在法国合法化，开设中文班并推

动春节、中秋节成为中法人民共享节日的巴黎首位华人议员

兼巴黎十三区副区长陈文雄；填补澳大利亚华人话剧史空

白，组建澳大利亚华人文学艺术联合会、华人艺术团的著名

导演余俊武，也都各具特色和亮点，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

界不遗余力。

中央民族乐团荣获集体奖，也非常令人鼓舞。中央民族

乐团以弘扬中国传统民族音乐为宗旨，创作演出了一大批优秀

的民族音乐作品，推出的《金色回响》《江山如此多娇》《天涯共

此时》等音乐会已成为品牌节目。乐团先后多次出访世界五大

洲，精湛的演出获得当地观众及新闻媒体的高度赞誉。

全世界华人的荣耀盛典

“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活动是一

场汇聚了全球华人文化精英的鼓舞人心的盛典，自 2012 年举

办以来，便深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好评，已成为央视最受海

外欢迎和口碑极佳的品牌节目之一，也是极具品位和人文情

怀的文化类节目。历届活动评选和表彰为传播中华文化做

出重大贡献的海外侨胞、台港澳同胞和国内各界知名人士，

以及宣传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项目与团体机构，在全

球华人乃至热爱中国文化的国际友人中起到了巨大的激励

和导向引领作用，极大地增加了全球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心和自豪感，激励全球华人积极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做出贡

献，扩大和提高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广度和速度。

为提高活动的影响力和参与度，第五届“中华之光”开启

了候选人网络提名环节，吸引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推介。此

外，评委会对候选人的严格评审，韩美林、郎朗等文化名人的

推介，彰显了第五届“中华之光”更加成熟的姿态和更好的传

播效果。在节目总导演刘毅的具体协调指挥下，由著名主持

人朱军、桑晨、欧阳夏丹、季小军主持的颁奖典礼，大气恢弘，

震撼人心，感染力强，其间穿插的歌舞、武术、戏曲、民乐等精

彩节目，美不胜收、荡气回肠。

已经走过 5 年的“中华之光”，不断燃起更多人更加努力

传播中华文化的热情。正如戴玉强在活动主题曲《中华之

光》中所唱的那样，“中华之光”是一轮心灵的朝阳、是一个民

族的力量，这些优秀的获奖人和千千万万中华文化的传播

者，通过他们的努力积小流而成江海，告诉世界我们走来的

方向，也让和谐友善与世界共同生长。

（本版图片均由央视中华之光栏目组提供）

曹文轩（中）获奖后接受采访。

陈永栽（右二）获奖后接受采访。

成中英（中）获奖后接受采访。

傅益瑶（中）获奖后接受采访。金庸秘书（中）代金庸领取奖项和接受采访。

颁奖典礼上的京剧表演。

嘎洛（中）获奖后接受采访。

在戴玉强演唱的《中华之光》歌声中，获奖嘉宾集体站上舞台。

张素久（中）获奖后接受采访。

中央民族乐团获颁集体奖。

主持人和获奖嘉宾等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