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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汉语、参加“汉语桥”、留学中国、

上春晚、弹月琴、参与“青年汉学家研修

计划”、担任孔院老师……茹丝被称作

“非洲茉莉花”。和在天津攻读博士的

茹丝联系上时，她正忙着为中国教育部

举办的“来华留学 70 年”纪念活动撰稿，

忙碌地查阅大量资料。谈起自己丰富

的经历，茹丝用标准流利的汉语说：“中

国文化已经融入我的生活中。”她希望

做一名非中文化交流的使者，通过自己

的 所 见 所 闻 所 学 ，让 更 多 同 胞 了 解 中

国、爱上中国。

凭着刻苦和坚持与中
国结缘

1986 年，茹丝出生于肯尼亚。上高

中时，她希望能学习一门外语，母亲建

议她学习汉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来到肯尼亚，能到这些企业工作是很不

错的选择。”茹丝平时也从电影和纪录

片里对中国颇有了解，对中国文化很感

兴趣。于是，怀着“汉语梦”的母女俩专

门前往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打听，了解

到内罗毕大学正在组建非洲第一所孔

子学院，就兴致勃勃地报了名。2005 年

12 月，这所孔子学院成立，茹丝成了学

院的第一批学生。

“说汉语真的很难，但更难的还是

写 汉 字 。”茹 丝 谈 起 初 学 汉 语 时 的 刻

苦，“每天回到家，我都会把新学的汉

字练上 10 遍”。经过反复练习，她逐渐

发 现 中 文 的 美 ，也 取 得 不 小 的 进 步 。

在 2006 年举行的“汉语桥”比赛中，茹

丝 在 肯 尼 亚 赛 区 折 桂 ，前 往 中 国 参 加

全球总决赛并获得优秀奖。“这是一份

激励。看到其他国家的人居然能把中

文说得那么好，我觉得我也可以，我必

须更加努力。”

这次中国行彻底改变了茹丝的人

生轨迹。她因为“汉语桥”比赛获得奖

学金资助，在天津师范大学完成了 4 年

的汉语言文化专业本科学习，随后攻读

国际政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014 年，

她回到肯尼亚，成为内罗毕大学孔子学

院的一名教师。2019 年，茹丝再次赴华

求学，如今正在天津师范大学攻读世界

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茹丝说，多亏当初坚持学习汉语，

她才能抓住许多难得的机遇。“当初在

孔子学院学习汉语的同学中，有 20 多人

坚持了下来，”茹丝说，她的同学们现在

都从事着与中国相关的工作，有的进入

中 国 企 业 ，有 的 和 她 一 样 担 任 中 文 教

师，“我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投入到促进

非中友好的事业中”。

两次登上中国春晚的舞台

“我在仰望，仰望远方，我的家就在

那非洲大地上，学习汉语啊，学会了不

忘，孔子学院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我

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2011 年的除夕夜，茹

丝同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友人在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了相

声《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段改编版的

《月亮之上》让茹丝一展歌喉。

“以前也上过大大小小的舞台，但

能在亿万中国观众收看的春晚亮相，我

还是既兴奋又紧张”。茹丝说，他们排

练 了 一 个 多 月 ，最 后 演 出 效 果 相 当 不

错，春晚一结束，她就接受了中国和肯

尼亚媒体的接连采访。但让茹丝想不

到的是，她还有第二次登上春晚舞台的

机会。2013 年的春晚，茹丝和李谷一及

多位留学生一起演唱《难忘今宵》。“这

是春晚的固定保留曲目，能和中国著名

艺术家合作，太荣幸了。”回忆这段故事

时，茹丝的语气中透出一丝骄傲，“我是

唯一上过两次春晚的肯尼亚人”。

此外，茹丝还是中国月琴和北京琴

书这两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国传承

人。中国民乐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古

典意境令她沉醉其中，此前从未学过乐

器的她专程前往北京学习月琴，“我希

望能通过我的演奏，让更多外国人听到

这样美妙的旋律，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

把中国的发展故事讲
给更多人

茹丝已经数不清自己去过多少中

国城市，“东西南北，我都去过。中国地

大 物 博 ，自 然 风 光 和 文 化 风 情 多 姿 多

彩。”在众多到访过的城市中，茹丝最喜

欢昆明，那里的气候令她想起故乡，而

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也深深吸引着她，

她 希 望 未 来 有 机 会 深 入 了 解 和 体 验 。

天津则是茹丝在中国生活最久的地方，

“天津是大城市，却没有北京那么快的

生活节奏，居住在这儿特别舒服。天津

人也特别热情，总爱和你聊上几句”。

说起自己多次来华的感受，茹丝直

呼“中国这些年的变化太快、太大了：高

铁网络遍布全中国，打开手机就能使用

打车、共享单车、电商购物、移动支付等

软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也得到了广泛

应用……现在的中国就是我想象中‘未

来的样子’，我想让更多外国朋友来这

里看看。”

2019 年 6 月，茹丝参加了中国文化

和 旅 游 部 组 织 的“青 年 汉 学 家 研 修 计

划”，在上海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参观

调研。“参加这次研修计划，让我更加深

入 地 了 解 到 中 国 快 速 发 展 背 后 的 故

事。”茹丝说，她和不同国家的青年汉学

家一同走访了许多地方：了解黄浦江上

大桥的修建过程，参观中国制造大型客

机 C919 的建造车间，在崇明岛上体验

“ 新 农 村 ”的 现 代 生 活

……“上海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

新变化的缩影，处处体现着中国发展的

巨大活力。”茹丝说道。

当前，中国和肯尼亚的合作日益密

切，蒙内铁路等重大工程有力地促进着

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让茹丝对共建

“一带一路”有了更多的认识：“共建‘一

带一路’为肯尼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

来了质量很好的公路、港口、铁路。交

通便利了，人们就有了发展的希望、致

富的途径。”茹丝在孔子学院教过的很

多学生如今都在中国企业工作，有些还

成为蒙内铁路工程的骨干力量。她认

为，中国和肯尼亚的合作工程让更多年

轻人找到了好工作，更重要的是，肯尼

亚的年轻人从中国伙伴那里收获了知

识技能，也收获了友谊，“这是一个交朋

友的过程。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不

仅是基础设施的联通，还有人与人之间

的沟通”。

现 在 ，茹 丝 在 努 力 完 成 学 业 的 同

时，参与组建了一个研究所，从事中国

和肯尼亚在政治、经济、艺术等领域的

比 较 研 究 与 合 作 。 茹 丝 说 ，博 士 毕 业

后，她计划回到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继

续任教，“从学汉语的学生到教汉语的

老师，多年中国留学经历是我巨大的财

富，我希望把所学到的知识回馈到课堂

之中，让更多学生爱上中国文化”。

上图：茹丝为孔子学院学生授课。

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供图

下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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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茉莉花”茹丝——

““中国文化已经融入我的生活中中国文化已经融入我的生活中””
吕 强

英国北部西约克郡的霍沃斯小镇，

偏僻静谧、远离尘嚣，到处是大片的旷

野 荒 原 ，时 而 烟 霭 纷 纷 ，时 而 狂 风 呼

啸。如今，这里成为许多读者向往的地

方，皆因 19 世纪上半叶生活于此的勃

朗特三姐妹。英年早逝的她们不仅是

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文学的翘楚，更是英

国小说史上不可或缺的卓越作家。

童年时代普通的家庭环境，少年时

期严苛的寄宿学校，成年后家庭女教师

的职业道路，让勃朗特姐妹过早地体会

到世态炎凉与人性险恶。在人间事中，

她们唯独对探索荒野的热情从未减退，

“那片美丽的荒野在我的身后和我的两

旁，在我的脚下，是延绵不绝的山峰和

深不可测的山谷”。她们喜欢漫步的自

在感觉，人迹罕至的荒原是给予她们安

全感的避难所，也是文学的灵感来源。

对她们而言，写作不只是平淡生活的慰

藉，更是彼此文学才华的竞技场，以及

独立谋生的可行途径。

1846 年一次偶然的契机，回到同

一屋檐下的三姐妹开始夜以继日地伏

案写作，于次年创造出英文文学史上的

三部杰出小说——夏洛蒂·勃朗特的

《简·爱》（图①，资料图片）、艾米丽·勃

朗特的《呼啸山庄》（图②，资料图片）、

安妮·勃朗特的《艾格妮丝·格雷》（图

③，资料图片），并在短期内接连出版。

相似的成长背景却造就出勃朗特三姐

妹截然不同的性格与文风。翻开她们

的小说，仿佛进入一场冒险：平易近人

的简、沉郁稳重的罗切斯特、自我分裂

的凯瑟琳、饱受折磨的希斯克利夫、执

着坚定的艾格妮丝，每个性格饱满的人

物都令读者难以忘怀。

夏洛蒂娇小脆弱的外表下，是瑰丽

的想象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力。其长篇

小说《简·爱》被誉为“独立女性成长励志

教科书”，塑造了一位外表平凡柔弱但内

心坚韧勇敢的新女性——家庭教师简·
爱。她洞察生命之短暂，渴慕“精神的火

花”，努力追求尊严与平等，多次强调“我

不是一只鸟，没有罗网可以捕获我。我

是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身为举

目无亲的孤女，她却从不苛责“生活不公

平”，坦然面对生活赐予的一切，坚信“不

能忍受生命中注定要忍受的事情，就是

软弱和愚蠢的表现”；她“渴望自己具有

超越那极限的视力”，以便使自己的目光

“抵达繁华的世界”，抵达那些“曾有所闻

却从未目睹过的生机勃勃的城镇和地

区”。最终，简·爱成为独立与顺从的混

合体，“既柔顺又稳重，既驯服又坚强”。

她突破自身阶级身份的束缚，战胜贵族

小姐布兰奇·英格拉姆，收获了爱德华·
罗切斯特的爱情和婚姻。

我们能够在小说中阅读到维多利

亚时代英国女性对理想男性的想象，对

情感范式的认知，从而认识到她们自身

现实与心灵的处境，女性在主流社会中

的地位和生命状态。简·爱与罗切斯特

的情感关系虽然蕴含着罗曼史的叙事

传统和哥特小说的元素，但其独特之

处，如美国文学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

特所言，“就在于自始至终以精神上的

平等为基础和前提”。简·爱的自尊、独

立意愿、实践平等的意志力，正是打动

罗切斯特的品格。简·爱通过自己逃离

桑菲尔德的选择，响亮地宣布真实而平

等的重要性。尽管她的道路可能孤独

艰 辛 、障 碍 重 重 ，但 至 少 它 代 表 着 希

望。最终，简·爱作为叛逆性的化身，激

励着后世无数女性踏上追寻自我的成

长之旅。

艾米丽在三姐妹中最为羞涩敏感，

却也最为倔强、特立独行。童年时代父

亲讲述的爱尔兰神话传说，以及比利时

求学期间霍夫曼笔下的怪诞故事，给予

她无限的想象力。这些成就了深具哥

特风格的传世之作——《呼啸山庄》。

小说通过多视角的迷宫化叙事结构，以

极端的爱恨和由此引发的复仇，一扫维

多利亚时期盛行的感伤主义情调。凯

瑟琳与夏洛蒂、简·奥斯汀等作家笔下

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体现出超越时代

的现代性特征。凯瑟琳追求自我的漫

漫征途经历了“自我迷失、自我苏醒、自

我毁灭”的迂回曲折，其灵魂的分裂矛

盾与社会的变革洪流、女性的觉醒抗争

完美契合，从而成为嵌入世界文学史的

经典人物形象。

英国作家毛姆赞叹《呼啸山庄》极具

感染力，“把爱情的痛苦、迷恋和残酷如

此执着地纠缠在一起”，并以惊人的力量

将它描绘出来。希斯克利夫的桀骜不

驯、粗暴残忍，凯瑟琳的任性独立、激愤

无望，双重性格的人物塑造、离奇的情节

设置，一切都与小说的悲剧氛围相得益

彰。法国哲学家巴塔耶认为，艾米丽“从

恶的深渊里吸取了切实的教训。很少人

比她更严谨、更勇敢、更正直。她对恶的

认识最彻底”。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强

烈而动人的情感背后，是毁灭和死亡的

隐现、反叛与决裂的求索、理智和永恒的

追问。

艾米丽既是天才作家，也是出色的

诗人，她生前共创作了 193 首诗歌。娇

艳欲滴的石楠花，摇曳生姿的风铃草，

幽暗的溪谷，冰冷的岩石，万物皆为其

灵感的来源，四季在诗句中流转显影：

“在阴霾的十一月，/唱出五月的歌声；/
他 们 复 燃 了 灰 烬/变 成 不 会 消 损 的 热

情。”她勾勒枯荣更迭的自然，摹写冷峻

阴郁的景物，将自由不羁的生命与夜色

深沉的荒原交融在一起，辽阔雄浑的旷

野激发出诗人的韧性：“头顶是层层叠

叠的乌云，/脚下是无边的荒地，/但一

切阴郁无法撼动我半分；/我不能，也绝

不离去。”她歌颂奥古斯塔与朱利斯逾

越生死的永恒爱情：“当你最终被销蚀

一切的时间所隔绝，/唯一的爱人啊，我

何曾忘了爱你？”；也拥有雪莱等浪漫派

诗 人 的 豪 情 壮 志 ：“ 我 的 灵 魂 绝 不 懦

弱，/在世界上的风暴频仍之区也不颤

抖忧虑”。夏洛蒂坦言艾米丽的诗歌特

征为“奇特强烈的哀婉情调”“精炼有

力、清澈明净”。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姐姐的夺目光

芒并未遮蔽妹妹安妮的文学才华。安

妮生性温柔乖巧，但从小孱弱多病，29
岁便因病逝世。她的第一部小说《艾格

妮丝·格雷》被称为“英国文学史上最完

美的散文体小说”并且先于夏洛蒂和艾

米丽被出版社首肯。在这部自传体小

说中，安妮根据她 19 岁在米尔费尔德

以及 1840 年—1845 年在梭普格林担任

家庭教师的亲身经历为原型，用现实主

义的笔法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关注

不依靠家庭庇护的女性真实的生活道

路。女主人公艾格妮丝被视为“心灵没

有受到世俗社会的污染”，具备“健康的

女性意识和独立人格”，“自尊、自爱、独

立 ”而“ 有 抱 负 、有 理 想 ”的 知 识 女 性

典范。

正如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所言，在勃朗特姐妹的住所和那片沼泽

地，物质的贫乏与精神的昂扬，永远在

那里盘桓。她们运用文学想象所建构

的女性形象在 200 年后的今天依然带

着雄辩、光彩和激情，召唤我们勇往直

前，奔赴独立而自由的未来：“真正的世

界无限广阔，一个充满希望与忧烦，刺

激与兴奋的天地等待着那些有胆识的

人，去冒各种风险，追求人生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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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很多来到德国名城莱

比锡的人是为了“遇见”文森特·梵高

—— 沉 浸 式 体 验 的 “ 梵 高 光 影 艺 术

展”在莱比锡数字艺术中心展出。数

字艺术包装下“动起来”的梵高，为

人们带来一场鲜花着锦的视觉盛宴。

灯光渐暗，音乐响起，梵高强劲

的笔触、浓烈的色彩、极富表现力的

艺 术 就 此 铺 展 开 来 。《吃 土 豆 的 人》

家中灯光昏暗，忧伤的配乐烘托出一

个悲伤的故事；但当看见大朵大朵的

《向 日 葵》 和 《鸢 尾 花》 怒 放 ， 你 又

会 想 前 往 《夜 间 咖 啡 馆》 小 酌 一 杯 ，

享 受 梵 高 的 《星 夜》。 梵 高 的 故 事 即

将结束时，一幅幅 《自画像》 如走马

灯 一 样 闪 过 ，《盛 开 的 杏 花》 最 终 被

风 吹 散 …… 声 光 之 下 ，“ 动 起 来 ” 的

梵高似乎更生动了，人们看到了一个

天才画家的横空出世、摸索前行，看

到了巅峰中的爆发，也看到了癫狂后

的陨落。

整个艺术展是一个约 35 分钟的沉

浸式艺术装置。策展人在梵高一生创

作的 2000 余幅画作中，精选出关键节

点的标志性作品，在两个篮球场大小

的展厅内，24 台激光投影仪将这些经

典作品以极高的分辨率投影呈现：从

天花板到墙面甚至观众席地而坐的大

厅地面，都成了承载天才艺术的“画

布”，精心编排的音乐更为视觉体验锦

上添花。画作以更震撼的视觉效果裹

挟着音乐扑面而来，直击人心，如同

打破了“第四面墙”，让观看者走进作

品的“心”，成为艺术的一部分。

这种通过现代科技与经典艺术相

结合的沉浸式表达，近年来在艺术圈

颇为流行。本次梵高展主创团队中的

意大利艺术家詹弗朗戈·亚努齐便是个

中翘楚。除了梵高，他还用类似的沉

浸式手法演绎过莫奈、雷诺阿、夏加

尔 、 达 利 的 经 典 作 品 ， 他 所 制 作 的

“维也纳分离派”创始者克里姆特的光

影秀成为巴黎光影博物馆的开幕作品。

在千百年的发展中，艺术的表现

形式始终在拓展。无论是科技手段的

介入，或是崭新的语言表达，都让经

典 艺 术 “ 花 样 重 生 ”， 对 当 代 艺 术 爱

好者来说是一种幸运。即便是对普通

游客而言，也可以让原本看起来有点

高的艺术门槛降低不少，很多人或许

会因此感到经典艺术品原来并非高不

可攀。

几 年 前 ， 为 了 宣 传 展 馆 重 新 开

放，荷兰国家博物馆曾策划过一次镇

馆 之 作 《夜 巡》 的 艺 术 “ 快 闪 ” 活

动。当人们正在阿姆斯特丹人潮涌动

的 购 物 商 场 中 逛 着 街 ， 忽 然 铃 声 大

作，身穿 17 世纪服装的“民兵队”开

始四处抓捕“嫌犯”，又是绳梯垂降、

又是列队前行。“嫌犯”落网后，所有

人聚于商场中庭大合影，当他们摆出

熟悉的站位和姿势时，围观群众终于

恍然大悟，这群人竟然再现了荷兰著

名画家伦勃朗名作中的夜巡队！杰出

的作品就这样心思巧妙地重生，视频

通 过 互 联 网 传 遍 四 海 ， 看 者 皆 会 心

一笑。

就在去年，国内也有过异曲同工

的艺术呈现。前段时间，真人版 《韩

熙载夜宴图》 视频火遍全网。在真人

角色扮演下，藏于故宫博物院的 《韩

熙载夜宴图》 被“神还原”。看过的网

友们开始关心画作中的人物和背景故

事，热议唐代礼仪及舞乐，甚至兴致

勃勃地讨论起唐代美食和服饰。原本

停留在画纸上的古人有血有肉地鲜活

起来，惟妙惟肖的现代演绎瞬间拉近

艺术作品与普罗大众的距离。

在实体展陈之外，影视技术更是

对 艺 术 家 和 经 典 作 品 的 绝 佳 传 播 手

段。上映于 2017 年的电影 《至爱梵高·
星空之谜》，采用了前所未有的创作形

式 ： 115 名 专 业 画 家 ， 用 画 布 代 替 胶

片，创作了全部 6.5 万帧画面，原本静

止 的 油 彩 ， 借 由 数 字 放 映 机 细 腻 流

淌，动人心魄。

而 在 英 国 科 幻 电 视 剧 《神 秘 博

士》 中，梵高被穿越时空带至 2010 年

的巴黎奥赛博物馆。在自己的专属展

厅里，他看到许多人正在欣赏和赞美

他 的 画 作 。 编 剧 理 查 德·柯 蒂 斯 说 ：

“ 梵 高 这 位 杰 出 的 艺 术 家 生 前 从 未 被

人称赞。这令我好奇，能否使用时间

旅行来纠正这个错误，就是我最初的

灵感。”

疫情防控期间，一些博物馆的临

时关闭，令很多艺术爱好者扼腕。但

社交媒体之上，一场名为“盖蒂博物

馆挑战赛”的活动如火如荼，全球网

民 以 世 界 名 画 为 主 题 ， 利 用 家 居 用

品 ， 实 体 重 现 他 们 最 喜 欢 的 艺 术 品 。

梵高、达·芬奇、伦勃朗、维米尔等大

师以前所未有的模样与全球网民进行

了穿越时空的对话。

这一系列崭新尝试都说明，尽管

时代不同，世人对于美的追求没有改

变 ， 美 的 展 现 形 式 也 会 随 之 而 发 展 。

对人们来说，绘画、雕塑、珍宝不再

是静止不变的环境中的“静物”，除了

前往博物馆、美术馆观赏原作，世人

已有了更多便捷的、打破地域限制的

途径与艺术亲近。艺术并不小众，因

为美，永远属于大众。

当梵高的星夜拥抱你
贝夕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