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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20 日至 21 日，在

埃及母亲节来临之际，开罗中国文

化中心与埃及老龄广播电台联合

举办了“2019 中埃老龄手工艺人作

品展”，展出 31 位中埃老年手工艺

人的作品，吸引众多当地民众和旅

埃华人前来观展。

本次展览展出编织、绘画、书

法、剪纸、花艺、串珠、脸谱、布艺等

丰富多彩的作品，除了埃及老年手

工艺人的创作，也有中国驻埃及大

使馆外交官及家属、旅埃华人的创

作。精美的手工艺品增进了观众

对中埃两国文化的了解，也以此向

埃及的母亲们表达节日祝福。开

幕式上还举办了中埃两国文艺表

演，气氛十分轻松、温馨。

（齐正军）

刘月宁有许多头衔——全国政

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扬琴教授、博

士生导师，亚洲扬琴协会会长，中央

音 乐 学 院 音 乐 孔 子 学 院 办 公 室 及

“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与体验基地”主

任，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

会 副 会 长 、中 东 欧 分 会 会 长 …… 每

一 个 头 衔 背 后 ，都 有 一 段 推 动 中

国 音 乐 走 出 国 门 的 故 事 。 日 前 ，刘

月 宁 接 受 本 报 记 者 专 访 ，分 享 了

她 用 扬 琴 开 启 的 中 国 音 乐 世 界 共

享之旅。

今年全国两会“委员通道”上，刘

月宁向媒体讲述了加拿大学生迈特

的故事：迈特连续 3 年参加由中央音

乐学院“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与体验基

地”举办的国际音乐夏令营，这一活

动每年面向世界各国的音乐专业师

生开展为期两周的中国音乐速成教

育，“五次课学会，十次课上台”的教

学法配合文化体验、大师班等活动，

多年来培养了来自 13 个国家的 200

余名“外籍中国音乐文化专家”。迈

特参加了 3 次夏令营便学会了箫、中

阮、扬琴，并在回国后组建了自己的

中 国 民 乐 队 ，在 当 地 颇 受 欢 迎 。 现

在，迈特与乐队成员已经在考虑用中

国音乐“谋生”了。

从 1987 年留在中央音乐学院任

教 至 今 ，刘 月 宁 从 事 艺 术 教 育 事 业

已有 30 余年。有着多次海外求学经

历的她，除了教授扬琴技艺，思考最

多的问题就是怎样能够培养更多具

有国际文化交流视野与能力的音乐

人才。3 月 8 日，刘月宁在中央音乐

学院上了一堂大课。这堂课是中央

音乐学院的创新型选修课“国际音乐

教育与传播”，包含跨文化传播理论、

中国音乐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状、国

际音乐教学与传播方法等多项内容，

旨在提升学生对国外受众展示、介绍

和 教 授 中 国 音 乐 文 化 的 综 合 能 力 。

据介绍，开设 4 个学期以来，这门课

程 反 馈 良 好 ，选 修 人 数 增 长 率 高 达

100%。“中国音乐的海外传播已经从

简单的‘走出去’发展到深层次的‘走

进去’阶段，音乐人才不能仅仅依靠

技艺传播中国文化，还需要成为懂语

言、有文化修养、能够对等交流的复

合型人才。”刘月宁说。

作 为 扬 琴 演 奏 家 ，刘 月 宁 又 是

世界音乐舞台上的亮眼明星。扬琴

起源于伊朗，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

经过近 500 年的本土化发展，成为中

国音乐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近年

来 ，刘 月 宁 一 直 在 探 索 推 动 中 国 扬

琴的国际化进程。她组织成立 11 年

的“茉莉花”扬琴重奏团是中国第一

支 此 类 乐 团 ，如 今 该 乐 团 已 经 在 近

20 个国家奏响了中国扬琴的悠扬乐

声，并推出了 3 张音乐专辑。2018 年

9 月，在“青年决定未来·共谋丝路发

展 ”第 九 届 中 国 伊 朗 两 国 友 好 协 会

年会上，“茉莉花”扬琴重奏团和由 5

岁到 12 岁孩子组成的“小茉莉”扬琴

艺术团进行了一次“寻根之旅”。中

国扬琴的动人音符回荡在扬琴的故

乡伊朗，引起巨大反响。此外，刘月

宁 说 ，在 美 国 伊 斯 曼 音 乐 学 院 推 出

的 国 际 扬 琴 音 乐 节 、乐 团 在 欧 洲 举

办 的 商 业 巡 演 等 ，都 让 中 国 扬 琴 收

获了大量海外粉丝。

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孔子学

院 办 公 室 及“中 外 音 乐 文 化 交 流 与

体验基地”主任的刘月宁，一直在探

索 用 音 乐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的 有 效 方

法。2012 年 6 月，由中央音乐学院与

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合作建立的全球

第一所音乐孔子学院在哥本哈根揭

牌成立。经过 7 年的经营，如今丹麦

皇家音乐学院已经有了 3 门中国音

乐 选 修 课 。 在 丹 麦的一些高中，中

国音乐课程甚至被列为必修课。另

外，通过合作，美国一些音乐学院也

开始设立中国音乐选修课。“单纯地

走出国门演出只能实现浅层面的交

流，更深层面的交流是让大家共同来

发 展 中 国 音 乐 ，让 世 界 共 享 中 国 音

乐。”刘月宁认为。今年，又有两所音

乐 孔 子 学 院 将 在 英 国 等 国 家 揭牌，

刘月宁希望通过这个平台，用音乐与

世界各国人民分享优秀的中国文化，

传播中国的和平理念，拉近中国与各

国民众之间的距离。

作 为 欧 美 同 学 会·中 国 留 学 人

员联谊会副会长、中东欧分会会长，

刘月宁还希望能够更好发挥海归艺

术家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的作用。

她 期 待 在 欧 美 同 学 会 成 立“海 归 艺

术 家 委 员 会 ”，不 仅 可 以 推 动 海 归

艺 术 家 更 好 地 参 与 国家文化建设，

也能利用海归艺术家的特殊经历与

资 源 ，不 断 开 辟 对 外 文 化 传 播 的 新

路径。

刘月宁：用扬琴开启中国音乐世界共享之旅
本报记者 宋佳烜

中国电视剧《鸡毛飞上天》
在孟加拉国开播

本报讯 3 月 19 日，中国电视

剧《鸡毛飞上天》在孟加拉国 ATN

电视台正式播出。这是孟加拉国

电视台首次播放孟加拉语配音的

中国电视连续剧。

《鸡毛飞上天》以中国改革开

放 40 年发展变迁为时代背景，讲述

了浙江义乌一对年轻人从“鸡毛换

糖”的艰苦创业开始，善于学习、勇

于创新、敢于担当、诚实守信的从

商历程，展现了全面、立体、真实的

中国。2017 年，《鸡毛飞上天》荣获

第 23 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

电视剧提名，两位主演张译、殷桃

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

ATN 电视台是孟加拉国最大

的私营电视台。2018 年 12 月，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与 ATN 电视台在中

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签署电视剧

播出协议，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张

佐见证签约仪式。

据了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孟

加 拉 语 部 与 孟 加 拉 国 Star Access

Mark Trade公司联合译制的孟加拉

语版《鸡毛飞上天》，按照当地民众

的欣赏习惯剪辑播出，共分 116 集，

每集 22分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孟

加拉语部主任于广悦说，《鸡毛飞上

天》在 ATN 电视台播出期间，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孟加拉语部“脸书”主

页会通过举行有奖问答活动，加强

与孟加拉国观众的互动。（李明明）

“生灵其境——黄嵩和广西
自然摄影展”亮相曼谷西康商场

本报讯 3 月 15 日 至 25 日 ，

“生灵其境——黄嵩和广西自然摄

影展”在泰国曼谷西康商场展出，

吸引众多观众欣赏。

该展此前在曼谷中国文化中

心展出一周，引起曼谷西康商场负

责人注意，并力邀其走进商场。展

览通过一组组生动的图片，展示了

栖息、生长在广西境内的白鹭、白

头叶猴、红树林、金花茶等世界珍

稀动植物，彰显了现代中国人与自

然的和谐关系，加深了泰国民众对

中国自然生态和文化的了解。

西康商场曾为曼谷市区最大

的购物中心，现有两家分店，每天

客流量共计 10万至 12万人次，一直

与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保持良好的

合作关系。西康商场市场部经理

查郎表示，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商场计划以此为契机，策划

与中国相关的多项主题活动。

（陈博谦）

本报讯 3 月 20 日，由贵州省

委宣传部、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主办的贵州国际传播旗舰品牌

“LIVE IN GUIZHOU（这里是贵

州）”多语种外宣平台启动仪式暨“山

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系列展演走

进拉美宣传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

“LIVE IN GUIZHOU”项目从

生态文化、中国数谷、非遗传承、饮食

文化四个方面向世界展示多彩贵州。

自今年3月1日上线以来，该项目已在

海内外社交平台开通英语、西语、法

语、日语等多语种账号，用图文和视频

方式向海外介绍贵州，向世界展示“黔

之华彩”。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慕德贵表示，“LIVE IN GUIZHOU”

多语种外宣平台的建设，旨在打造贵

州“外宣厨房”，向世界更好地展示贵

州魅力、讲好贵州故事。

启动仪式上，被列入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侗族大

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顺地

戏与来自“中国吉他制造之乡”的

正安吉他，为与会中外嘉宾呈现了

一场传统与现代文化交融的精彩

表演。

此外，一场以“多彩贵州”为主题

的图片摄影展也于同期在北京开展。

据悉，4 月 1 日至 8 日，“山地公

园省·多彩贵州风”系列展演将走

进巴西里约热内卢、阿根廷布宜诺

斯艾利斯等地。 （董金黄）

开展多语种外宣平台建设
贵州向世界展示“黔之华彩”

展览现场

中埃老龄手工艺人作品展
添彩埃及母亲节

中埃嘉宾参观展览 马宏武 摄

日 本 乡 村 文 化 建 设 有 比

较健全的体系，乡村文化服务

供 应 比 较 充 分 而 且 比 较 均

衡。日本乡村文化建设有一

套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做法。

第一，“造町运动”。二战

结束后，日本通过实施农业振

兴，使乡村于上世纪 70 年代中

期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农民收

入大大提高，甚至超过城市居

民。在加强乡村物质建设的

同时，日本更加注重乡村文化

建设。在这一背景下，于上世

纪 70 年代，日本政府发起“造

町运动”。町，相当于中国的

乡镇。“造町运动”旨在保护乡

村历史文化、增加乡村文化供

给、发展乡村旅游、整治乡村

环境、改善乡村社会保障。

在造町运动中，从文化建

设上说，一是注重弘扬传统文

化。比如建筑，要坚持传统建

筑特色，不允许有反传统的造

型，更不允许有奇异形状的建

筑。所以，日本每个村庄的房

屋建筑都有着浓厚的传统味

道。同时，几乎每个乡村都有

几座或十几座古老的民居被

政府认定为文化保护单位，由政府提

供资助进行修缮保护。二是注重公

共文化服务。比如，在日本，每个町

都有一个公民馆，相当于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这里提供大量的公共文化和

教育服务。比如，1988 年，政府给每

个村 1 亿日元，在每个行政村建设一

个文化场馆或剧场。此外，现在多数

乡村都建有自己的乡村博物馆。三

是注重不同层次的文化供给。比如，

随着老龄化社会出现，农村养老成为

一大问题。在“造町运动”中，将农村

社会养老从单纯经济供养型转变为

照料服务型，使农村老人不仅仅领到

养老金，更能得到全方位生活护理和

精神文化上的慰藉，生活护理更加专

业化，文化服务更有针对性。老年文

化服务，是乡村文化建设中一个重要

板块。

造町运动的结果，一是使农村环

境大大改善，农村不再是脏乱差的代

名词，而是恢复了原有的田园风光。

二是使农村产业得到升级，农村不再

是简单再生产，而是大力提高农业的

附加值，将最先进的科技运用到农业

和农村。三是使农村公共服务大为

改观，包括医疗、养老、教育、文化等，

与城市水平日益接近，大大缩小了公

共服务上的城乡差距。四是农民的

主体意识大大增强，农民越来越成为

一个现代职业的象征，是与现代化紧

密相联的一个群体，而不再是一个被

视为愚昧落后、闭塞守旧的阶层。五

是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极大改

善，在农村，生活不再是田间地头、屋

前 房 后 ，现 代 教 育 打 开 了 农 民 的 眼

界，现代文化拓展了农民的思想，现

代信息丰富了农民的头脑。农民摆

脱了精神上的束缚，得到了精神上的

解放。

第二，“一村一品”。“一村一品”

运动是日本 1979 年倡导发起的。所

谓“一村一品”，是一种农村开发模

式，即为了提高农村地区的活力，唤

醒农村沉睡的资源，创造可以成为本

地区标志性的、可以使当地居民引以

为豪的产品，并尽快将其培育成为国

内乃至世界一流的产品。该运动以

村为单位，按照市场需求，充分发挥

本地资源优势，使每个村拥有至少一

个区域特色明显的主导产品或产业。

一村一品，由农民自主参与，自

己决定项目，自己选择产品或产业，

自己进行管理，自己进行开发。在这

个过程中，政府给予一定指导和资金

资助；充分激发农民的聪明才智，培

养农民自己的人才，打造一批“乡土

专家”，成为一村一品运动的带头人

和中坚力量。

一 村 一 品 ，注 重 品 牌 建 设 和 培

育。以市场为导向，瞄准国内和国际

市 场 ，着 力 打 造 国 家 品 牌 和 世 界 品

牌。在一村一品运动中，日本打造了

很多特色村庄、特色小镇。这些特色

村庄、特色小镇，有独特的自然资源，

如温泉、风光、景观等；有独特的农牧

产品，如品牌农作物、品牌养殖；有独

特的历史人文，如历史建筑、文化遗

址等；有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

民俗活动、地方戏曲、民间音乐等。

通 过 一 村 一 品 运 动 ，将 这 些 资 源 挖

掘、整理、提升，做精、做细、做美，整

合在一起，就是一处处有自己特色、

别 处 无 法 替 代 的 文 化 景 观 、旅 游 景

点。这种独特性，就在于它集自然环

境、特色农业、文化民俗、历史传统于

一体的品质；这种独特性，就在于它

是整体性的美、综合性的优、集成性

的趣味；这种独特性，就在于它是一

种魅力产业与魅力人文的结合。

一村一品，注重传统与现代、经

济与文化的结合，使传统文化进入现

代 生 活 ，使 文 化 资 源 转 化 为 旅 游 资

源、经济资源。在一村一品运动中，

日本提出“从生长的地方寻求文化根

源”的口号。可以说，传统中有现代、

现代中有传统，文化中有经济、经济

中有文化。

第三，“人间国宝”。日本政府为

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把乡村里在

传 统 工 艺 或 传 统 表 演 艺 术 上 有“绝

技”“绝艺”的人认定为“人间国宝”。

上世纪 50 年代，日本颁布了《文化财

保护法》。在这项法律中，规定设立

“人间国宝”制度。“人间国宝”由政府

组织评定、批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

个概念是由日本人最先提出的，并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以确定、倡导，

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文化政策。日

本政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顶尖

级的大师，命名为“人间国宝”。

日 本 政 府 注 意 保 护“ 人 间 国

宝”。一是给以资助，政府拨出可观

的专项资金，录制其技艺和艺术，资

助其传承技艺、培养后人。同时，为

“人间国宝”提供各方面的生活保障、

社会保障，使这些“人间国宝”没有后

顾之忧和生活之困。在税收上给以

优惠，减轻传统工艺企业的负担。日

本政府有明确规定，被评为“人间国

宝”的大师，必须进行收徒传艺，必须

培养自己的传承人。为了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建立了覆盖乡村的保护

乡村文化遗产的组织，负责搜集、整

理、保护本地本村传统表演

艺术和传统制作工艺，并加

以开发利用。在村、镇建立

了 传 统 工 艺 作 坊 ，从 事 传

统工艺传承。这些作坊还

被 开 发 为 旅 游 景 点 ，供 游

人 参 观 或 体 验 工 艺 过 程 。

二 是 给 予 社 会 上 的 尊 重 。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中拥有“绝技”“绝艺”者命

名 为“ 国 宝 ”，“国宝 ”这 个

名称本身就是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大师的尊重，对他们

社会地位的肯定。日本从

“人间国宝”身上挖掘出“匠

人精神”，大力提倡“匠人精

神”的“敬业、认真”这四个

字 。 把 追 求 完 美 、追 求 极

致 的“ 匠 人 精 神 ”，在 全 社

会 弘 扬 ，浸 透 到 日 本 文 化

的 方 方 面 面 ，成 为 日 本 社

会的“常识”。

为 了 普 及 宣 传 文 化 遗

产，日本将每年 11 月 1 日至

7 日定为“文化财保护强调

周”。在此期间，各地集中

开展多种多样的宣传活动，

展示文化遗产保护成就，弘

扬保护文化遗产的理念，介绍文化遗

产的知识。

第四，“大地艺术节”。“大地艺术

节”创办于 2000 年，三年一届，以位置

偏僻且常住人口仅为 6 万人的新潟越

后妻有地区 760 平方公里土地作为舞

台，现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水准

最高、影响力最广泛的国际性户外艺

术节之一。

越后妻有地区是新潟南部的乡

村地区，距离东京大约 2 小时的新干

线铁路车程。这里保留着日本传统

的农耕生产方式。这里人口逐步减

少并日益老化，65 岁以上的老人占当

地人口总数的 30%。大地艺术节创始

人北川富朗主张用艺术来拯救农村，

利用越后妻有地区保存完整的自然

和文化景观来激活农村经济。在这

里，艺术家们发起了以“人类属于大

自然”为主题的艺术节，以 760 平方公

里的山村和森林为舞台，在自然风光

中进行各种艺术的创作。艺术作品

是由村民和艺术家们共同创作的，艺

术创作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赋予这里

的梯田、农舍、雪景、山川河流以美

感，艺术与实景相结合、艺术与文化

遗 产 相 结 合 、艺 术 与 民 间 民 俗 相 结

合、艺术与农民生活相结合。欣赏这

些艺术作品也需独特方式，要行走在

田间山村、流连于农家村舍、漫步于

河流小溪、攀登穿越于山川林间。

2018 年第七届大地艺术节期间，

共有 44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5 组艺术

家参与，共展出 378 件作品，其中有

多 位 国 际 级 艺 术 大 师 的 作 品 。 从

2000 年以来，大地艺术节总计吸引近

300 万游客，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乡

村艺术节。

日本的日本的乡村文化印象乡村文化印象
未酉寅

俯瞰“町”景（摄于日本奈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