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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裴秋菊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能一直从

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感到很幸福，我

个人的成长是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以及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发展同步的。”

作为在中外文化交流战线上工作整整

20 年的老兵，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交流

与合作二处处长、海外文化中心专项工

作组组长楼柏芊，多年从事对外文化交

流工作，不断总结、探索创新国际文化

交流工作经验，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贡献自己的光和热。“展形象，担使命，

树立文化自信就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就我而言，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把话

说到人的心坎上。”楼柏芊说。

1999 年，刚进入中外文化交流中

心工作的楼柏芊，就参加了在云南昆

明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涉外活动，

主办方组织外国知名摄影家来华拍

摄，希望通过他们的镜头向世界展示

中国最好的一面。“当时挪威的一位

摄影家由于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愿

意继续拍摄，这让我认识到文化交流

工作的重要，用合适的方式让中国文

化真正走入世界人民的内心，而不是

简单地强加工作任务。”楼柏芊耐心

地 讲 解 ，让 这 位 摄 影 家 发 现 中 国 的

美，最终完成拍摄。如今的两个人已

经成为多年的挚友。

2015 年，楼柏芊负责筹备赫尔辛

基艺术节中国主宾国活动，这是赫尔

辛基艺术节首次邀请其他国家作为

主宾国，也是中芬两国建交以来，中

国在芬兰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准最高

的大型文化专题活动。为了办好这

个活动，楼柏芊和她的团队足足筹备

了近两年时间。

“我们常说，文化交流要打开内

心，要像谈恋爱一样让对方发现你的

好，继而爱上你。”楼柏芊回忆说，“当

时质疑声很多，中国文化艺术真的有

这么好吗？为了让他们真正了解中

国，我们邀请赫尔辛基艺术节艺术总

监亲自来中国观看、挑选节目，带他

们去北京地坛公园体验中国太极、地

书，让他们亲身感受中国人的日常生

活。让外国人从了解中国到热爱中

国，文化是很好的桥梁。”

2015 年 12 月，《与民乐经典近距

离·圣风/阮族室内乐团音乐会》在曼

谷中国文化中心举办；2016 年 10 月，

《游园·寻梦—与民乐经典近距离音

乐会》在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上演；

2017 年 6 月，《与民乐经典近距离—紫

禁城室内音乐会》在首尔中国文化中

心举办……这些都是中外文化交流

中心重点打造的精品——“与民乐经

典近距离”系列品牌项目活动。

“我们已经与中央音乐学院合作

3 次、出访 3 个国家，与中国音乐学院

合作 2次，出访 3个国家。我们希望让

民乐焕发新的光彩，正在努力尝试让

所有项目系列化、品牌化，更加深入

人心。”楼柏 芊 介 绍 说 ，“ 今 年 10 月

底 ，我 们 准 备 在 曼 谷 中 国 文 化 中 心

做 中 国 戏 曲 推 介 ，宣 传 戏 曲 文 化 不

是 简 单 的 表 演 ，而 是 通 过 传 统 戏 曲

的现代传承，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中

国戏曲之美，激发外国人了解中国的

欲望，继而让他们爱上中国。”

楼柏芊多次参与重点国际文化

交流活动，包括参与组织协调中法文

化年、意大利中国文化年、“奥运与中

国同步”、希腊中国文化年、意大利中

国文化节等。通过一个个项目的成

功实践，楼柏芊为不断推进中外文化

交流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今年是楼柏芊工作的第 20 个年

头，为使海外中国文化中心进一步推

动文旅融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形象，她将建

设海外中国文化中心项目资源管理

系统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这是一

个面向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驻外旅

游办事处的项目供给网络平台，是信

息交互、资源预订、统筹管理的数据

化信息化管理工程。项目资源管理

系统汇聚了一批优质项目资源，为前

方 提 供 一 套 供 给 机 制 。”楼 柏 芊 介

绍，3 年来，项目资源管理系统面向全

国和地方宣传文化系统和部分社会

机构征集了六大门类、26 个资源类

型、1000 多个项目，积累入库项目 566

个。楼柏芊表示，资源库的目标是推

送精品，在初步解决项目“有没有，缺

不缺”的问题后，中心正在下大力气

解决项目“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

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国际文化交

流事业，一路走来虽然充满了艰辛和

坎坷，楼柏芊却深深感到既骄傲又自

豪。她感慨地说：“今年是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伴随着祖国的强大、民族

的兴旺，我们也在文化交流事业上播

撒了青春、留存下美好的青春记忆。”

随着澳门中乐团访葡巡演在

观众们依依不舍的掌声中落下帷

幕，葡萄牙“中国文化节”圆满收官。

葡萄牙“中国文化节”是 2018

年习近平主席对葡进行国事访问

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中国文化和

旅游部、葡萄牙文化部、中国驻葡

萄牙大使馆等中葡单位的共同努

力下，“中国文化节”成为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中葡

建交 40 周年、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

年，并广受葡萄牙民众瞩目的重

大活动，也是中葡文化关系史上

的一大盛事。

从“东风西韵——紫禁城与海

上丝绸之路”展览到国家京剧院

《杨门女将》春节首演，从中央芭

蕾舞团、广东现代舞团亮相葡萄

牙到澳门中乐团访葡巡演，“中国

文化节”始终坚持创新设计、打造

精品，将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艺

术语汇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紧

密融合，向葡萄牙社会讲好讲深

中国故事。

2018 年 12 月 3 日，作为葡萄

牙“中国文化节”的开篇，“东风西

韵——紫禁城与海上丝绸之路”

展在里斯本阿茹达国家宫甫一开

幕便引起轰动。展览精选故宫博

物院珍贵藏品 66 件（套），通过“扬

帆 远 播 ”“西 风 东 渐 ”和“交 互 参

酌”三个板块，生动诠释了海上丝

绸之路不仅是繁荣商贸之路，更

是文明互鉴之路、民心相通之路。

2019 年 2 月 8 日，结合“欢乐

春节”品牌活动，国家京剧院为葡

萄牙观众带来全本《杨门女将》演

出，吸引到葡萄牙议长代表、外交

部长、财政部长、内政部长、文化部

长代表等众多葡萄牙政要到场观

看。现场嘉宾不仅为中国国剧魅

力所折服，更为中华民族英勇不屈

的精神而动容。国家京剧院还走

出剧场，参与方阵巡游、广场会演

等基层文化活动，让中华爱国故事

在里斯本市井巷陌传播回荡。

除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外，“中

国文化节”积极采用外国人听得

懂、易接受的话语体系和表述方

式讲好中国故事。中央芭蕾舞团

和广东现代舞团携中国原创芭蕾

《黄河》与原创现代舞《须弥芥子》

等中外名作首登葡萄牙舞台。舞

者们借助西方熟知的艺术语汇，

通过坚定有力的步伐与身姿向每

一位观众无言地“讲述”着中国人

民生生不息的拼搏精神和中华民

族兼容并蓄的民族品格。

作为本次“中国文化节”的收

官之作，澳门中乐团分别在里斯

本、埃斯托里尔和辛特拉三地巡

演，为当地民众献上了融汇中西、

兼顾古今的中国传统音乐盛宴。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文化教育

处在原定巡演内容中新增“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图

片展”、《追梦人：中国 2019》《美丽

中国》主题宣传片展示等。在推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澳门“一

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同时，主动讲

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故事、中国

人民奋斗圆梦故事以及中国坚持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

本报讯 10 月 19 日，在福建

福州举办的第六届丝绸之路国际

电影节上，中国与加纳合拍故事

片《埃博拉》签约，这是中加两国

电影界的首次合作，也是中国与

非洲的首部合拍故事片。

电影《埃博拉》取材于 2014 年

中国医疗队在西非国家救助埃博

拉疫情的真实故事。2014 年，西

非爆发埃博拉疫情，中国抗埃援

非医疗队远赴非洲抗疫前线，面

对随时可能被感染的死亡威胁，

以惊人的毅力和高超的医术展开

救援，成功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打胜仗、零感染”的目标，得到

非洲政府和人民的交口称赞。

据媒体报道，埃博拉病毒不

久前再度在刚果死灰复燃，引起

国 际 社 会 的 高 度 关 注 。 此 前 由

FOX 电视台和美国国家地理频道

联合制作的电视剧《血疫》讲述了

埃博拉病毒上世纪 70 年代第一次

出现在美国的历史，该剧的热播

再次将人们的视线聚焦埃博拉病

毒。据项目发起人、中国闪亮影

业董事长沈健介绍，扣人心弦与

惊心动魄也是电影《埃博拉》的主

要特点。 （联 文）

本报讯 （记者马霞）日前，

由中宣部对外推广局、国家广电

总局国际合作司、中国—东盟中

心 、陕 西 省 委 宣 传 部 共 同 指 导 ，

五 洲 传 播 中 心 与 陕 西 广 播 电 视

台 联 合 举 办 的 大 型 跨 国 全 媒 体

活 动“2019 丝 绸 之 路 万 里 行·魅

力 东 盟 ”启 程 仪 式 在 北 京 举 行 。

据悉，此行将一次性跨越陆上丝

绸 之 路 和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沿 线 国

家和地区以及重要节点城市，其

间 将 在 东 盟 沿 线 国 家 和 地 区 举

办 经 贸 交 流 会 、文 化 论 坛 、公 益

活动等活动。

启程仪式上，五洲传播中心

主任陈陆军表示，该活动将集合

优势资源，提升内容设计，拓宽传

播渠道，进一步发挥媒体作为中

国 与 东 盟 各 国 友 好 交 往 的 传 播

者、务实合作的推动者、和谐共处

的守望者的作用。作为“丝绸之

路影视桥”重点工程，“丝绸之路

万里行”活动将通过影视、演出、

文化交流、经贸推介会等方式，面

向丝路国家开展多层次、立体丰

富的文化活动，增进中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友好往来，带

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交流人物

楼柏芊：把话说到心坎上
本报记者 程 佳

﹃
中
国
文
化
节
﹄
向
葡
萄
牙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本
报
驻
葡
萄
牙
特
约
记
者

宋

磊

10 月 21 日，几位“蓝人”在北京

嘉里中心商场展开了一场“快闪”，

与商家和顾客即兴互动。据悉，美

国纽约原版互动体验秀《蓝人秀》

目前已在全球 25 个国家的超过 300

个城市上演，观看人次逾 3500 万。

作为一场前卫、动感、娱乐效果十

足的视听盛宴，《蓝人秀》引发人们

对生态与环境、嬉戏与童趣、探索

与好奇等的思考。据了解，《蓝人

秀》将于 11月 27日至 12月 8日在北

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此外，还将

到广东珠海、福建泉州、江苏南京、

陕西西安等 9个城市巡演。

图为《蓝人秀》在北京嘉里中

心表演。

本报记者 陈 璐 摄

中国与加纳合拍电影《埃博拉》在福建签约

“2019丝绸之路万里行·魅力东盟”在京启程

本报讯 （记者冯倩）近日，

“伟大历程 壮丽画卷——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美术作

品展”外宾专场招待会在中国美

术馆举行。来自阿尔及利亚、阿

根廷、哥伦比亚、约旦、叙利亚、阿

联酋、摩洛哥、格鲁吉亚、澳大利

亚、巴基斯坦、塞内加尔等国的驻

华外交官，在这里共同度过了美

妙的“中国美术馆之夜”。

“美术馆是文化的餐厅，是中

国用文化大餐招待世界友人的地

方。今天，我们奉上的大餐是 70年

以来中国杰出艺术家们所创作的

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有 480多件，

是从全国 20 多个美术馆的藏品当

中精选出来的。其中的许多作品

进入了中小学、大学的课本，在世

界范围内也有一定影响。”中国美

术馆馆长吴为山在致辞中说。

“伟大历程 壮丽画卷——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美

术作品展”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

展览将持续至 11月 2日。

多国驻华使节共度“中国美术馆之夜”

经过 70 年的艰苦奋斗，进入新时

代 的 中 国 ，国 家 形 象 不 断 提 升 。 近

日，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等在京发

布 的《中 国 国 家 形 象 全 球 调 查 报 告

2018》（以下简称“报告”）对亚洲、欧

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的

22 个国家 1.1 万人作了在线调查。与

以往相比，调查新增“人类命运共同

体”、改革开放 40 周年等热点话题，涵

盖中国整体形象与影响力、政治、外

交、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国际形象与传

播，更加立体、全面地呈现出国际社会

对2018年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

报告指出：“中国整体形象保持稳

定，在发展中国家稳步上升，内政外交

受好评，国内治理认可度提升；新中国

成立 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年，中国

取得了巨大成功，且对全球发展起到

积极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

个人、国家、全球治理的积极意义得到

认可，‘一带一路’对地区和全球经济

的积极意义更获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报告针对文化和

旅游的调研，成为海外关注亮点，成为

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加分项。报告显

示，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领域中，科

技（63%）、经济（60%）、文化（53%）是海

外受访者最为认可的 3个领域，海外受

访者最期望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科

技（41%）、文化（38%）和经济（34%）；历

史悠久、充满魅力的东方大国仍是海

外 民 众 对 中 国 的 突 出 印 象 ；中 餐

（55%）、中医药（50%）、武术（46%）被认

为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 3个方面；人

文景观是海外受访者选择来华的最主

要因素（59%），其次为体验当地生活

（49%）和欣赏自然风光（48%）。

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

院长程曼丽表示，在世界大发展大变

革大调整中，进入新时代的中国逐渐

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报告发布的

内容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发

生了重要变化，表现为由浅表到不断

深入，由了解到理解、信任和支持，由

接受信息到开始接受理念，由陌生隔

膜到民心相通等四方面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综合实力

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对外传播能

力建设加强和积极引进来、走出去直

接相关。例如，围绕“一带一路”倡议

实施，截至 2018 年底，我国已在海外

设立 37个中国文化中心，有 17个位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增进中外

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和

平台；2016 年至 2018 年，丝绸之路国

际剧院联盟、国际艺术节联盟、国际

博物馆联盟、国际图书馆联盟、国际

美术馆联盟相继建立，到 2019年 4月，

共有 88个国家和地区的 319家境外文

化机构加入；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成

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经

贸成果丰硕，按一年统计，累计意向

成交 578.3亿美元，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累计意向成交 47.2 亿美元，第二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在即，规

模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与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透过报告内容，需要

进一步总结和思考的方面还很多，从

中发现的问题、得到的启示，能否尽

快转化为提升对外文化和旅游交流

合作的重要借鉴、对外传播的“锦囊

妙计”，值得好好研究。例如，对于

“历史悠久、充满魅力的东方大国仍

是海外民众对中国的突出印象”，丰

厚的中华文化遗产是促进民心相通

的优势资源，也对继续推进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

发展当代特色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餐、中医药、武术赢得海外民众青

睐，取决于其很强的体验性、实用性、

生活关联度等，更多形式的文化艺术

走出去需要在增强海外民众参与度、

体验性上下功夫。

对于加强对外传播能力建设，程

曼丽表示，鉴于国际形势和对外传播

生态的变化，进一步提高多元主体对

外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赢得国际话语权，打

造新时代对外传播拳头产品和品牌

至关重要。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

长史安斌指出，以报告为例，可以打

造更加权威的系列产品，进行更高频

次内容发布，更加及时、有效地展示

中国国家形象在全球范围内的动态

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赵

永华提出，相关调查研究成果应进行

大力宣介，使其在国际上产生更大范

围的正面影响，同时发现潜在问题做

出预测，并提供分析、解决方案，更好

地服务于对外文化交流工作。

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参与度和体验感是加分项
本报记者 王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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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显示，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领域中，科技（63%）、经济
（60%）、文化（53%）是海外受访者最为认可的3个领域，人文景观是
海外受访者选择来华的最主要因素（59%），其次为体验当地生活
（49%）和欣赏自然风光（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