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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相声 巴黎相会

旅法侨胞张晓阳祖籍天津，生长于北
京，家中关于相声、评书的磁带、书籍让
中国曲艺在他的生命里扎下了根。来到巴
黎，张晓阳结识了一群同样热爱相声的朋
友，从自娱自乐式的小剧场演出到票友圈
子逐渐扩大，华人相声团体雏形渐显。

2014年，张晓阳迎来了相声表演和正
式创立华人相声协会的“最佳拍档”——
瞿见。

当时，瞿见来到巴黎尚未满一周，是
欧洲的新客，但在国内相声舞台，他已崭
露头角：本科期间，他创办的相声团体“元
庆相声社”运行2年，就让观众坐满了千人
剧场；在清华大学读研时，学校的曲艺队
和校外的小剧场都见证了他的相声之路。

初到异乡就发现相声组织，瞿见迫不
及待前往张晓阳的剧场。演员在得知瞿见
的演出经历后，热情邀请他直接上台“露
一手”，只无奈团里一时没有合适的行头。

然而，瞿见或许早预感在巴黎有演出
机会，他立马回到住处，取上行头，在“攒
底”的群口相声《八扇屏》中亮相。“这段
传统相声框架固定，但贯口可以灵活调
整，基本无需事先排练。”过了这把瘾，瞿
见在海外与相声再续前缘。

2017年，在瞿见和张晓阳等成员的共
同筹备下，中法曲艺文化协会在法国正式
注册成立。协会沿袭相声界传统，依据新
成员加入时间，按照 《礼记》 中的“广博
易良”“疏通知远”八个字分科，并赋予它
新内涵：广博，是作艺博闻强识；易良，

是做人平易善良；疏通，是在海外讲好中
国故事；知远，是须始终立足当地。

从此，向法国观众介绍中国曲艺，推
动文艺交流成为了成员们的共同目标。协
会的核心演出品牌“巴黎相声大会”开启
商演仅3个月，可容纳百余名观众的剧场
就座无虚席，不得不加座售票。几年来，
相声、快板、评书等传统艺术的经典节
目，以侨胞旅欧生活为素材的原创新作，
形式新颖的相声剧、脱口秀等，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中外观众。

潜心创作 中西合璧

协会的相声演出不仅在法国叫好又叫
座，还通过巡演，走进了欧洲其他国家的
26个城市。两年内节目不得重复的规定和
200 余场演出锻炼，大大提升了演员们的
创作实力。

2019年，首届“国际说唱幽默艺术节”
在卢森堡举办，瞿见、张晓阳和法国相声
爱好者戴梦平凭借中、法、德、英四语的
原创相声作品 《大翻译家》 一举获得“红
狮奖”艺术创新奖。

“原本我一直找不到 《大翻译家》 的
创作灵感，直到在德国海德堡的大学广场
等车时，耳边充斥着各国语言，灵感忽然
就来了。”回忆创作经历，瞿见表示，希
望针对卢森堡语种多样的特点，让相声在
多种语言的交织中推进。

新作“出炉”后需反复打磨，演员们先
在巴黎相声大会的业务场试演，又在正式
演出前得到了著名相声演员姜昆、范军等
的指点。

演出现场，当演员把“上鞋不使锥子——
真（针）好，狗撵鸭子——呱呱叫”这两句中
文歇后语直接翻译为“très bien”（法语，意
为“真好”）时，场下观众起初一愣，短暂
回味后又捧腹大笑：同一含义在中文和法
语表述中长短对比鲜明，简练的翻译又
展示出歇后语“真正的含义只存在于破折
号后”的特点。3 位演员配合默契，4 种
语言相得益彰，在现场华人观众占比不高
的情况下，来自东方的语言艺术赢得了满
堂彩。

“节目很好，但你以后别再被他欺负
了。”演出结束后，卢森堡国务委员会前
主席马塞尔·索伯对瞿见的搭档说。这让
演员们倍感欣慰：“这说明他完全进入了节
目建构的情境。”后来，南京大学苗怀明教
授撰文评价这次创新使相声在海外“完成
了本土化，也许是中国曲艺在海外发展的
一条道路。”

同心同向 海外新家

从推出针对非汉语母语儿童的曲艺兴
趣班，到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开设相声高级
研讨课，中法曲艺文化协会开展的相声教
学活动，吸引了来自中国、法国、德国的
30多位固定演、学员。协会成了外国人了
解中华文化的窗口，也凝聚了海外华侨华
人的乡情。

在奥地利巡演时，以温州、青田老华
侨为主的观众不熟悉普通话，更难以理解
作为相声背景的中国社会新潮，前几次演
出均未达到理想效果。瞿见有些失落：

“一些华侨把每年仅一天的休假时间用来

看我们的演出，使命感让我更想为他们带
去欢笑。后来，我突然想到在节目中学说
他们的家乡话，这就好比我们看外国人结
结巴巴学汉语，场子果然一下就热了。”

在协会的“熏”相声计划中，成员们
通过赏鉴经典相声作品，交流心得并付
诸实践，有的零基础成员从实验剧场逐步
走向商演舞台，担任压轴演员。协会“元
老级”成员于一也感慨万千：“刚开始，我
怕观众不笑，创作时只顾塞‘包袱’。和其
他成员多次探讨后，我开始重视相声的角
色塑造和情节逻辑，希望呈现更经得起推
敲的作品。”

加入协会3年后，于一女儿出生。于一
将她带进协会成为“广”字科学员，取艺名为
于广菱。小广菱继承了母亲的爱好，从经典
绕口令《十八愁》到快板、二人转，不时

“吊嗓子”，跟着母亲说两句。
“相声包罗了各种中国故事。我希望

孩子通过学习相声，了解中华历史、懂得
欣赏中式幽默。”于一说，“她曾跟我去现
场演出，很享受台下的热烈气氛。”

随着协会成员流动，作为逗哏演员的
于一与协会的绝大多数捧哏演员都合作了
一番。在与搭档磨合、熟悉彼此语言风格
的过程中，成员们走进了彼此的生活，成
为交心挚友。

与中法曲艺文化协会相伴的时光里，
成员们有人从高中生变成了本科生、研究
生；有人从企业离职，转换了人生赛道；
也有人博士毕业，回国任教。但在与故
乡万里之遥的巴黎，始终有这样一群胜
似亲人的同胞相互扶持，将中国曲艺的
种子播撒向欧洲。

侨胞组建曲艺协会——

用相声把中式幽默带向欧洲
杨 宁 陈思扬

说、学、逗、唱，
口中妙语连珠；折扇、
醒木、手绢，表演惟妙
惟肖。相声以个性鲜明
的人物角色、视听结合
的表演方式、喜剧性的
艺术风格，成为中国百
姓喜闻乐见的娱乐活
动。如今，侨胞带它漂
洋过海，把中式幽默带
向欧洲。

法国华社促进会庆祝中法建交59周年

近日，法国华社促进会于巴黎举办中法建交 59周
年庆祝活动。

中国驻法使馆领侨处参赞万磊、秘书刘辉，巴黎
市副市长拉米娅·埃尔阿拉杰，法国华侨华人会第一副
主席丁仕定及旅法各侨团代表，欧洲时报常务副社长
钟诚，法国商界、艺术界友好人士参加活动。

当晚，法国艺术家协会荣誉主席雷米·艾融、旅法
华人艺术家马泽霖等中法艺术家现场作画，为中法建
交 59 周年献礼。旅法武术家、艺术家献上太极、书
法、京剧等演出，法国儿童登台演唱中国歌曲，法国
博衍协会带来汉服表演，场面热闹非凡。法国友人表
示，这是一场中法文化交融的晚会。

意华人北方商贸联谊总会成立

近日，意大利中部华侨华人北方商贸联谊总会在
普拉托举行成立大会。温州市侨联副主席董邦云、意
大利普拉托华人华侨联谊会会长黄晓龙、意大利中意
青年联合会会长郑再生、佛罗伦萨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会长陈敏勤、意大利瑞安华侨华人总会会长丁金荣等
侨界负责人和代表，普拉托市安全局局长等当地政府
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友好人士参会。

意大利中部华侨华人北方商贸联谊总会首届会长
金祝善发表就职演说，对关心、支持该会筹备工作的
各界人士以及出席庆典大会的全体嘉宾和友人表示诚
挚谢意。 （均据《欧洲时报》）

任雨农书法展在马来西亚举办

近日，“潇湘流芳·怀念先贤·拿督任雨农教授书法
展”在马来西亚马六甲马中友好植树广场开幕。此次
展览将持续到 4 月 15 日，共展出任雨农先生作品百余
幅，旨在于清明之际，通过展览缅怀先贤任雨农，肯
定他在马来西亚为中华文化传承做出的贡献。

任雨农家属代表任蕙文，马来西亚华裔书法家沈
慕羽之子、马六甲孔教会主席沈墨义等参加开幕式。
如今，他们均继承先辈志愿，积极在马来西亚传承中
华文化。 （据中国新闻网）

新西兰华人社团共同为赈灾募捐

近日，新西兰多家华人社团共同为新西兰风暴所
致严重灾情举办的“同舟共济”义演义卖艺术展活动，
在奥克兰隆重举行。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驻奥
克兰总领馆总领事陈世杰，新西兰统计部长拉塞尔、
国会议员陈耐锶、奥克兰市长布朗等政要以及新西兰
华人社团联合会黄玮璋等多家社团侨领，还有来自新
西兰各界友好人士2000余人出席活动。

王小龙在活动开幕式上致辞，对新西兰华社灾后
所体现和发扬的中华民族奉献精神以及为新西兰社会
所做的爱心义举，给予高度评价。 （据中国侨网）

澳大利亚优秀华人艺术家群展举行

近日，由生活艺术空间和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共同
主办的“万象更新——澳大利亚优秀华人艺术家群
展”在悉尼开幕。本次展览希望以全球化视野分享多
元文化下的独特个人视角和个性化艺术语言，带给观
众别样的审美和艺术体验，打破文化语境差异，架起
中澳艺术对话的桥梁。

本次展览展期为3月21日至4月27日，关伟、白雪
易、蔡子轩、晁铁军、陈宁、陈平、陈秀英、陈妍音、
杜崇刚等26位旅澳华人艺术家同台展示艺术作品。

（据东南网）

由于语言障碍和社会文化差异，海外华侨华人在生活
中时常遇到难题，需要咨询专业律师意见。在澳大利
亚，律师沈寒冰曾代理多桩与华侨华人利益切身相关的
案件，用法律知识维护华侨华人权益。

海外求学 饱受艰辛

1990 年，初到澳大利亚的沈寒冰意识到，自己的英
语水平十分糟糕，对于课程内容只是一知半解。尽管生
活拮据，沈寒冰却愿意支付每小时 100 澳元的英语补习
费用，邀请澳大利亚小学老师为他授课。“老师告诉我，
20 岁开始学习英语很难达到母语者的水平，但我想尽最
大努力。我从小学英语内容开始学习，练习听力，甚至
戴着耳机入睡。直到现在，我每晚都必须听英语音频才
能入睡，这已经成为习惯了。”

除了语言障碍，与同事间的差距也让沈寒冰心情复
杂。“我曾在澳大利亚律师所从事文员工作。我的对桌是
当地人，他的父母和叔叔都在澳大利亚法律机构工作。
他经常邀请我出国游玩，还会随口说出在某地购置的地
产。但对我来说，出国游玩的费用是一笔天文数字。我
感到无处不在的差距。”

为了生计，一天工作 15 小时对沈寒冰来说是常事。
他常常从清晨工作到深夜，只为了30澳元的收入。“我甚
至不知道下班的具体时间，老板告诉我，客人走了我就可
以下班。”

坚定学法 加倍努力

在大学期间，沈寒冰全身心投入法律专业学习。就读
于澳大利亚知名法学院的他直言，专业学习难度和竞争压
力都十分大。“周末，老师经常邀请我们吃下午茶，讨论
最近看过的文章和发生的案件，这让我们有机会和老师充
分交流。但每次下午茶时间，我都十分紧张，害怕自己无
法回答老师的问题。”

从事律师行业20多年来，沈寒冰经常从早上7点工作

到晚上11点，他也因此被朋友们戏称为“711”。“我经常
趁着澳大利亚圣诞假期飞回中国，在大学里办讲座，谈自
己对法律的见解。记得有一年圣诞节，我发烧到 39.5℃。
上飞机后，我瘫坐在座位上，空乘人员走上前，询问我的
身体情况。我开玩笑说，自己还活着。”

沈寒冰的办公室里放置着一条床单。为了思考案件，
他经常随手把床单铺在地毯上，席地而卧。“有时候凌晨
2点，我突然想到案件的突破口，就会开车去办公室。我
的家人也都习惯我这种不太正常的行为了。因为工作繁
忙，我一直缺席孩子的家长会，心里十分愧疚。”

宣传知识 维护权益

从业以来，沈寒冰负责过多起重要案件，民事纠纷、
商业诉讼、刑事辩护等领域均有涉猎。“最近，我遇到的
一个案子，让我啼笑皆非。我的客户担心在澳大利亚留学
的孩子买不到治疗新冠肺炎的药品，就通过快递的方式从
中国寄送了药品，但该类药品在澳大利亚属于违禁药，在
海关被截留，最后只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在代理“维多利亚楼花案”时，沈寒冰使用衡平法维
护了华人权益，胜诉了一桩看起来败局已定的案件。这一
判例也入选了一些法学教科书。

他说：“当时，房产中介向低收入的华人客户虚假宣
传说，每月仅需支付 50澳元就可购入一套房产，但事实
并非如此。在华人客户无力缴纳余款后，他们被开发商告
上法庭。我翻遍法律典籍，也没有找到类似的判例，直到
我想到了衡平法，向法官陈述当事人是因为中介误导才签
订了购房合同。最后，我和我仅剩的两个当事人数次取证
和诉讼，历时3年多，才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沈寒冰律所自制杂志的最后一页，以“赵亚当”和
“钱夏娃”为名的两个主人公用一段段对话向读者解释法律
案件。沈寒冰也曾长期在报纸上开设专栏，用生动的小故
事讲解常见的案件，让华侨华人了解英美法系。“澳大利
亚的诉讼费十分昂贵，如果华侨华人和留学生提前了解一
些法律知识，就可以规避风险，省去一笔不小的费用。”

近年来，福建省南安市进一步优化公共体育场
地设施布局，利用乡村空闲地、边角地等零散空
间，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建设乡村“口袋体育公
园”，充分发挥“党建+”邻里中心阵地，打造15分
钟休闲生活圈，让人民群众实现“推窗见景、开门
见绿、移步入园”的生活愿景。

图为近日，在南安市金淘镇东溪村，乡村老年
舞蹈队正在新建成的生态口袋公园里排练舞蹈节
目。 谢贵明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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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澳大利亚维护华侨华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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