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打 竹 板 ，走 慌 忙 ，转 身 我 来 到 了 同 仁 堂

……”骄阳似火的盛夏，非洲青年玛米苏阿·拉

库图阿里乌尼在天津鼓楼城墙下，扬起双臂，打

着快板。快板上的红绸带，伴着他字正腔圆的

天津快板《同仁堂》在空中飞扬。

“嘿，这非洲小哥快板说得真溜！”路过的天

津市民驻足观看，竖起大拇指点赞。记者的采

访就在这里开始，一同接受采访的还有玛米苏

阿的相声搭档爱凯·基蒂利。

“我是逗哏玛米苏阿，来自马达加斯加。”

“我是捧哏爱凯，来自肯尼亚。”这对相声搭档于

2016 年来华留学，后来都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两个同龄的非洲年轻人，

因汉语在中国相识，又在曲艺之乡天津与中国

传统艺术结缘。

玛米苏阿活泼健谈，爱凯沉稳安静，两人一

动一静，相得益彰。一对搭档在台上说起相声

时，台下的观众若是闭着眼睛听，哪里听得出是

外国人？那标准的中文发音、干净利落的抖包

袱，以及不时蹦出的俏皮天津话，让台下观众开

怀大笑、赞不绝口。

2019 年 ，两 个 非 洲 青 年 偶 然 间 接 触 到 相

声，觉得很有意思，就开始跟着老师学习。“语

言是一道难关。刚开始练习时，经常遇到不熟

悉的中文表达方式和成语，学习相声加深了我

们对中文的理解。”玛米苏阿回忆，起初两人配

合缺乏默契，只能慢慢从说词、表情、动作开始

练习。

现在，他们只需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的想

法。两人表演过不少相声作品，其中《五官争

功》获得了第二届“马季杯”全国大学生相声展

演的“传承才俊”奖，《非比寻常》则在第十二届

北京青年相声节新作品比赛中荣获三等奖。

相 声 创 作 源 于 生 活 。 在 天 津 生 活 6 年 ，

他 们 见 证 了 天 津 的 城 市 发 展 ，也 逐 渐 地 琢 磨

出其中的“天津味”。原本就天性乐观、阳光

的 两个非 洲 青 年 ，对 这 里 的 人 们 有 一 种 他 乡

遇故知的亲切感。

今年，两个人又开始学习天津快板。“你一

米，我一米，大家拉开小距离……”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志愿者防护服裹得严实，也不妨碍

快板打得有力。“我看到有‘大白’用说快板的方

式通知大家做核酸，受到启发，就想结合一些热

点，用我们擅长的方式，记录在这里的所见所

闻。”玛米苏阿说。

除 了 深 入 系 统 地 学 习 钻 研 相 声 艺 术 ，玛

米 苏 阿 和 爱 凯 还 身 体 力 行 做 起 了 中 非 文 化

传 播 交 流 的 使 者 。“ 中 国 的 相 声 作 为 一 门 语

言 艺 术 独 具 特 色 ，在 我 的 家 乡 马 达 加 斯 加 流

行 脱 口 秀 ，希 望 未 来 我 在 表 演 相 声 时 可 以 加

入 一 些 自 己 文 化 的 特 色 。”玛 米 苏 阿 说 。 而

在爱凯看来，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如果只

会语言，不懂文化，就会闹出笑话，甚至引起

误会。”

爱凯介绍，随着肯尼亚和中国的合作日益

密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肯尼亚工作、旅游。

为此，蒙内铁路运营公司为员工开设“中文+铁

路”的专业汉语课，以更好服务中国游客，爱凯

的硕士论文就与此相关。

在这篇题为《肯尼亚蒙内铁路运营公司专

门用途汉语教学调查》的论文中，爱凯对蒙内铁

路运营公司员工和肯尼亚当地的汉语教师进行

访谈，调研该公司的专门用途汉语教学情况，

“我想利用我的专长，研究如何能够更好地开展

专业汉语培训，为铁路运营公司的员工们提高

汉语水平出谋划策。”

在为论文写作进行的调研中，爱凯注意到，

“中文+铁路”的汉语培训，不仅教汉语，还向学

员普及两国不同文化礼仪。通过问卷调查，他

还发现学员们普遍希望在学习期间能够到中国

铁路运输部门参观学习，“这类课外学习方式有

利于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以及汉语水平。”他总

结道。

和 不 少 在 中 国 生 活 多 年 的 外 国 人 一 样 ，

玛米苏阿和爱凯对中国的了解随着时间的积

累越来越深。“来这里之前，一说到中国，我们

想 到 的 就 是 中 国 功 夫 和 2008 年 北 京 奥 运

会。”爱凯说。后来，他们发现中国远不止于

此—— 蓝 天 白 云 空 气 清 新 ，绿 色 低 碳 出 行 随

处 可 见 ，物 流 服 务 便 捷 高 效 …… 在 中 国 生 活

的 时 间 愈 久 ，中 国 在 他 们 心 中 的 形 象 愈 发 立

体和生动。

“中国人民真的太了不起了！”这是玛米苏

阿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疫情发生后，中国

各地医务工作者迅速集结驰援。看到新闻报

道，我心里感到非常震撼。”玛米苏阿说，在中国

的这些年里，他总是能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关怀

和温暖，“中国在第一时间向很多非洲国家伸出

援手。在同心抗疫精神的感染下，我决定为抗

击疫情贡献自己的一份力。”疫情防控期间，玛

米苏阿主动请缨成为一名校园“快递小哥”，每

天为校园内的国际留学生代取送快递，直到复

课，从未间断。

采访结束时，已是深夜时分，夜色下的天津

城格外美丽。两个非洲青年要回学校了，大家

有点依依不舍。

交谈中，出租车来了，看着两个非洲青年，

司机问记者：“他们要去哪里？”

“去天津师大。”

“怎么走？”

“让他俩自己跟您说吧！”我们笑着告诉司

机，“师傅，他们的中文好着呢，路上还能给您说

一段相声呢！”

“学习相声加深了我们对中文的理解”
本报记者 刘 歌

法国人蒂埃里·博尔尼耶已经在云南昆明

生活了 10 多年，他既是一位摄影师，也是一位

巧克力甜品师。蒂埃里出生于法国普罗旺斯，

在美国工作多年后被公司派至上海担任财务

总监。2004 年，一次云南之行让蒂埃里邂逅了

元阳梯田的美丽风景，也将他内心的艺术追求

唤醒。“在见到梯田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自然

之美，从此决定成为一名摄影师。”蒂埃里回

忆道。

此后，蒂埃里开始学习摄影。为了呈现绝

佳的光线，他可以在寒夜中等几个小时，只为捕

捉破晓的一瞬，也会为了拍摄某个时节连续等

待数年。他向记者展示他的摄影作品：“这些都

是我拍过的元阳梯田。在不同的时间，梯田呈

现出不同的色彩，非常迷人。”通过这一组组照

片，蒂埃里把元阳梯田介绍给世界，吸引了大批

外国游客和摄影师慕名而来。他的作品也获得

多 个 世 界 风 光 摄 影 大 奖 ，刊 登 在 多 本 知 名 杂

志上。

当收到回纽约工作的调令，蒂埃里才发现

数字和财务报表再也不能满足他对生活的追

求，他选择留在昆明，成为一名专职摄影师。

当人们惊叹于他人生跨度之大时，他总是微笑

着说：“你可以给生活加入一点诗意。”如今，每

天早上，他都会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像个地道

的 昆 明 人 一 样 ，熟 练 地 烹 饪 干 巴 菌 等 当 地

美味。

在云南生活的日子里，蒂埃里去过许多不

同的山村拍摄，他感受到山野间发生的诸多变

化：沥青路修到了大山里的偏远村庄，村民们学

会了网络直播和电商带货，见到外国人也不再

拘 谨 陌 生 ，这 让 他 的 创 作 扩 展 到 了 新 的 领 域

——肖像摄影。那些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农

民，成了他镜头里的主角。“光线、情绪和故事是

成就一张好照片最重要的三个因素。”蒂埃里

说。透过他的镜头，勤奋质朴的中国人民为理

想生活而奋斗的画面被定格下来，呈现出一份

诗意的厚重。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蒂埃里放慢了旅

行拍摄的脚步，但他对生活和事业的热情却丝

毫未受影响。烘焙是蒂埃里闲暇时的爱好，他

尤其喜爱制作巧克力。在他看来，摄影是视觉

艺 术 ，精 美 的 巧 克 力 是 视 觉 和 味 觉 的 双 重 艺

术。“来尝尝我们做的巧克力。”蒂埃里从他位于

昆明金鼎 1919 文化创意园区的巧克力工厂厨

房拿出两排精美的半球状巧克力，每颗巧克力

表面都涂着华丽的老虎花纹，“今年是虎年，我

希望通过制作带有老虎元素的巧克力，来表达

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蒂埃里发现，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消费者更加关注品质，手工巧克力得到越

来越多人的喜爱。同时，由于当地政府这些年

大力推广种植热带作物，可可树在云南、海南

等地生长良好，让蒂埃里的巧克力工厂能够直

接从当地采购优质的原材料。蒂埃里说：“我

们不仅把普洱茶、乌龙茶、绿茶等口味融入巧

克力中，赋予手工巧克力独特的中国口味，还

希望把艺术创作也加入到巧克力的制作中，这

些创新都是为了做出有中国元素的高品质巧

克力。”

最近，蒂埃里正忙着在一家酒店里设立手

工巧克力货架。他高兴地说：“我在这里找到了

我的热情、爱好和事业，我相信没有比在中国生

活更让我开心的事了，我很享受在昆明的每一

天。”蒂埃里表示，未来还将继续拿起相机，“用

镜头记录中国之美”。

“用镜头记录中国之美”
本报记者 樊 帆

一边按动琴键一边修改

乐谱，然后打开电脑用混音

软件制作音乐，仔细琢磨如

何加入不同的音色谱曲；累

了就出去散散步，思考用什

么英文单词可以更准确地展

现中文歌曲的意境……这是

在中国从事音乐创作的英国

青 年 肖 恩·吉 布 森 的 日 常 。

肖 恩 毕 业 于 英 国 利 物 浦 大

学，“一个喜欢中国音乐的英

国 人 ”是 他 最 喜 欢 的 自 我

介绍。

肖恩与中国音乐的缘分

由来已久。“我曾在利物浦街

头路过一个东方文化展，听

到用中国传统乐器演奏的音

乐，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觉得

十分悦耳。”那是他第一次听

到中国音乐，当时的肖恩并

未想到此后会与它结下不解

之缘。“我以为这些乐器只在

中国古代演奏，来到中国后，

才发现它们沿用至今。”在肖

恩看来，中国音乐十分有特

色，一些传统乐器能够模仿

自然之声，比如笛声可以逼

真地还原鸟叫声。“丰富多样

的中国传统乐器总能给我带

来别样的创作灵感。”

打开肖恩的社交媒体主

页，可以看到数十首歌曲的

链接。其中，不仅有经他重新填词的中文歌曲的英文

翻唱，还有他原创的“中国风”歌曲。谈起用英文为中

国音乐填词，肖恩认为，中国音乐总能展现出诗意且抽

象的画面，填词的重点在于如何呈现音乐中的画面感，

只有充分理解歌词背后的中国文化内涵，才能用英语

讲好其中的中国故事。

肖恩以《青花瓷》一曲为例，“这首歌曲曲风温柔细

腻、婉转悠扬，让人不禁联想到青山细雨的诗意画面。”

填词时，肖恩和他的中国朋友反复推敲细节，了解中文

歌词的具体含义和应用场景。“我试图像原作者一样思

考，感受其创作心境。之后，我会根据脑海中浮现的画

面来翻译歌词。”随着肖恩对歌词背后中国文化内涵了

解的加深，他也有了一些创作压力。“在改编国风音乐

时，这种感受尤为强烈。国风音乐中的字、诗、词更要

精心打磨，历经多道工序，才能呈现出更好的作品。”肖

恩说。

中国是肖恩实现音乐梦想的热土。为了更好地创

作音乐，肖恩游历中国各地，深度体验本土文化，以获

得更多启发与灵感。目前，肖恩已经完成多个使用中

国少数民族特色乐器配乐的作品，“中国的 56 个民族

各有特色，不同民族的音乐就像调色盘中的颜料一样，

独具特色又可以相互融合，这种和西方截然不同的音

乐表达方式让我有机会尝试新的音乐风格。”他还同记

者分享了旅行中的感悟，“在云南普洱，我接触到葫芦

丝。后来，我自学了这种乐器，并将其加入音乐专辑的

制作中。我希望我的改编和演绎能让英国等西方国家

更多听众了解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化。”

“《青花蓝》这首歌曲中用于混声的音色来自中国

哪个乐器？”“看得出歌词真的很用心！”……在肖恩的

努力下，他的作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他的海外

社交媒体账号里，能看到许多来自粉丝的留言。接受

采访时，肖恩正在琴房查看来自中国网友的留言，“有

些中国粉丝告诉我，他们的英语老师在课堂上用我填

词的音乐教他们背单词，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最近，肖恩报名了中文进修课程，打算进一步提升

自己的中文水平，“我期待创作出更加优秀的音乐作

品，继续用音乐传播中国文化，用音乐搭建中国和世界

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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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国传统曲艺，拍摄

中国梯田风光，重新填词翻唱

中文歌曲……接受本报采访

的多位外国友人分享了他们

在中国工作、生活期间的所见

所闻，畅谈对中国各领域发展

变化的感受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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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肖恩在录音棚吹奏葫芦丝。

图②：玛 米 苏 阿（左）和 爱 凯 搭 档 表 演

相声。

图③：蒂埃里在甘肃敦煌拍摄风景。

图④：蒂埃里拍摄的福建霞浦渔村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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