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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国观众结下友谊

化妆、热身、检查装置、调试音响灯光……走
进保利剧院的后台，来自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
的演员们正在进行最后的上场准备。再过一会
儿，他们将要登上舞台，为来自孟加拉国、韩
国、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约旦、瑞士、博
茨瓦纳、塞舌尔等国家的 13 位驻华大使，以及
90多个驻华使馆（机构）的700余名使团外交人员
及家属带来杂技剧目《青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演员们中，不少人刚刚从国外巡演归来。
但当被问及马上就要登台的感想时，他们年轻
的脸庞上丝毫不见奔波的疲惫：“我很激动”

“有点紧张，但更多的是期待”“外国观众非常
热 情 ， 我 很 期 待 向 他 们 展 现 精 彩 的 湖 南 杂
技”——他们兴奋地告诉记者。

今年 5 月底在保利剧院演出的杂技剧目《青
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融合了杂技、舞蹈、音乐等
多种艺术形式，是一部综合舞台艺术剧。演出结
束后，来自阿曼的扎吉雅深深沉浸其中，她被
本场艺术家们所展现的高超技艺和青春活力所
打动。而来自墨西哥驻华大使馆的特鲁黑佑表
示，他和同伴都被今晚的杂技艺术惊艳。“这是
我第一次观看中国杂技，但绝不是最后一次。”
特鲁黑佑说。

也正是在这样的交流中，演员们和外国观
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几位演员向记者回忆起
他们与美国朋友布兰森相识的故事。布兰森是
一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几年前因喜爱杂技与

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的演员们结缘，而这份情
谊更是让布兰森对中国有了特殊的情感。他不
仅邀请演员们前往美国演出，更是无微不至地
关照他们在美国的生活，甚至自己开车带着他
们前往附近的商超购买生活物品。

布兰森对于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的演员们
来说，早已从观众变成了彼此关心的友人。他
们加上了微信，经常用简单的语言相互问候，
新冠疫情期间更是不时关心彼此的生活和近
况。如今，随着出国演出的逐渐恢复，湖南省
杂技艺术剧院的演员们都十分期待能够再次前
往美国，与阔别许久的老友布兰森拥抱、寒暄。

成为文化交流大使

在晃板上翘碗，在高空吊环中盘旋飞舞，
用足尖玩转日常生活用品，以口技模仿各种声
效……十几个杂技节目令人目不暇接。他们刚
柔并济，时而诙谐时而奔放，精湛的表演和有
趣的互动引来观众阵阵惊叹和掌声，频频将现
场气氛推向高潮。5月初，为庆祝中国同多米尼
加建交 5 周年及巴哈马独立 50 周年，湖南省杂
技艺术剧院受邀与湖南省歌舞剧院联袂组成

“纯粹中国·锦绣潇湘”访演团赴中美洲演出，
为加勒比地区观众带来一场场视听盛宴。

演出团还特地为当地观众“量身定制”了
一个节目——将一首由东圣多明各市长、歌手
希门尼斯所创家喻户晓的歌曲与一段长沙话说
唱结合，配合多种杂技形式登场，给观众带来
别样的体验。

当演员们结束在巴哈马拿骚亚特兰蒂斯剧
院的最后一场演出，观众们依依不舍，在热烈
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演员一次次谢幕，观众的
热情点燃了现场的气氛，也为这次历时 10 余天
访演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事实上，这并不是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首
次来到这里。早在 10 年前，他们就曾受邀前往

中美洲演出。而这一次“重逢”，不仅是新冠疫
情以来湖南省派出的首支对外文化交流团，也
是新冠疫情后多米尼加和巴哈马迎来的首个中
国文艺演出团。

参与出访的演员们回忆说，当地的观众和
孩子们对中国杂技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们
簇拥在演员周围，眼中是满满的崇拜和对中华
文化的喜爱。多米尼加第一夫人在观看演出后，
激动地与每一个演员亲切拥抱，感谢大家把如
此精美、精彩和精致的演出带给多米尼加的观
众，并称赞演员们技艺精湛、训练有素。巴哈马
总理戴维斯与夫人同样对演出赞不绝口，认为

“这是送给巴哈马人民的一份最佳礼物”。

融合创新积极开拓

从 1959年成立，到 2012年开始积极探索转
型，再到 2015 年开始大力发展原创杂技剧、
2018 年开始探索跨界融合舞台剧，湖南省杂技
艺术剧院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拥抱新技
术。在湖南省杂技家协会主席赵双午看来，通
过新方式和手法呈现传统杂技项目，是非常值
得探索的方向。

创排于 2021 年的杂技剧目 《青春还有另外
一个名字》 正是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探索的成
果。这部新颖的杂技剧，邀请北京舞蹈学院的
青年舞蹈编导刘梦宸担任总导演，突破传统杂
技表现形式，将杂技艺术与现当代舞融为一
体，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将音乐与视频嵌
入其中，带给观众真实而又独特的舞台呈现，
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

而对于演员来说，《青春还有另外一个名
字》 也带给他们全然不同的体验。与传统杂技
相比，导演要求他们做到的自我突破，一度在
排练初期给演员带来巨大的困难。他们刚开始
总是“板着”“放不开”，足足用了3个月才改掉
原本的动作习惯，基本达到导演想要的效果。
这期间，有过汗水、泪水、误会、争吵、迷
茫，但最终，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用
精彩的演出赢得了观众的赞美。

在刘梦宸看来，与杂技演员们的“跨界融
合”，从惴惴不安到全心信任，从相互不理解到亲
如一家，这一过程本身正是“青春”的绝佳侧写。
演出开始前，刘梦宸站在通往上场口的通道内，
与演员们亲切交谈，或激情打气、或插科打诨、或
温言鼓励，彼此之间的深厚情谊洋溢而出。

正如赵双午所说，探索传统杂技转型、积
极走向世界，都是让精彩的中国杂技展现魅力
的重要方式。当演员们听到观众的赞叹声时，
内心感受到的是对中华文化的骄傲与自豪，更
是对成为文化大使的深刻责任感。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中华
文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日前，由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山西省文
化和旅游厅、中共运城市委、运城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的 2023“黄河主题旅游海外推广
季”启动仪式暨“黄河文化旅游带精品线
路”外文版发布仪式在山西省运城市举办。
活动以“看九曲黄河 听华夏故事”为主题，
围绕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等内容，面向国际
弘扬黄河文化，讲述黄河故事。

据介绍，本次发布的“黄河文化旅游带
精品线路”外文版从2021年出版的《黄河文

化旅游带精品线路路书》 中选取了 9 条黄河
文化旅游带精品线路，并在“乡村四时好风
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品牌下，选取 5
条黄河主题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此外，本次“黄河主题旅游海外推广
季”共推出约 940 个数字产品，同时还将在
美国、巴西和韩国举办海外线下专场推介会，
向世界讲述黄河文化。

活动期间，多位中外专家学者就“大河
文明主题旅游创新模式探讨”议题进行了交
流与对话。

菲律宾驻华大使馆旅游参赞白艾文分享
了自己了解到黄河文化的契机：“我是通过一

部电影，了解到黄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
历史、文化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他看来，菲律宾有7000多个岛屿，对于菲
律宾人来说，有水的地方就会有人，有人的
地方才能催生文化，有了文化才能有政治、
经济、历史等。“我想在中国也是一样的，我
认为黄河及其相关价值是非常巨大的。”白艾
文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副院长、中
国新闻史学会国际传播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
长雷蔚真指出，通过向世界推广黄河文化和旅
游，有利于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有利于增
进中外理解交流。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
有其源。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
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中华文明以其
不断传承创新的精神，赓续文脉，绵
延流转至今。近期，“赓续文脉——中
国文房艺术展”“在传承中创造：造
型·表演·艺术场景——朱乐耕艺术
展”亮相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馆，为观众带来一场暑期
文化盛宴。

文房，即古人的书房，是中华文
明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其背后映射着
中华民族千年来的文化观念和文明意
识，承载着民族基因中对美的感知、
对生活的态度、对世界的思索。它连
接的美好精神与高尚品质曾经引领着
时代。

“赓续文脉——中国文房艺术展”
由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馆和中国文房四宝协会联合主办，太
湖世界文化论坛为支持单位。展览面
积约 960 平方米，展出古代及当代文房
器物600余件（套），主要来自全国收藏
界的藏品和当代文房产品生产企业及
大师代表作品。

该展览以文房为题，涵盖哲学、
美学、家居、音乐、香道、养生等诸
多领域，由展示传统文房之美的“历
史”、展示当代文房精品的“赓续”两
大版块组成，跨越古今书房的时空界
限。展览借由对文房事物的呈现，探
寻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积极意义，
唤起观众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与思
考。展期将持续至8月6日，期间还将
举办多场学术活动和展演活动。

历史悠久的陶瓷技艺同样是中国
的重要文化名片，经过高温的淬炼，
看似平平无奇的泥土焕发出动人的风
采，令人目眩神迷。让古老的技艺焕
发出更迷人的光彩，是当今不少艺术
家积极探索的方向。“在传承中创造：
造型·表演·艺术场景——朱乐耕艺术
展”希望通过艺术家的探索，更有效

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陶瓷艺术家朱乐耕，出生于景德
镇陶瓷艺术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
陶瓷技艺训练，多次代表中国陶艺家参
与国际活动，其创作的许多具有中国式
创新性的作品为中国陶艺家在国际上
赢得了声誉。

本次“在传承中创造：造型·表演·
艺术场景——朱乐耕艺术展”关注“艺
术场景”概念，在传统基础上进行了
一系列艺术形式的新探索，充分体现
了跨学科和综合性创作及研究的特
点。据悉，展览期间还将举办学术研
讨会，深入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力量。

中外专家学者探讨“大河文明主题旅游创新模式”
本报记者 黄敬惟

中国数字音乐谷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以“音乐+科
技=无限可能”和“音乐科技创新城”为核心定位，深挖数字音乐产业内涵，通过
整合国内“音乐+科技”的优质资源，致力于打造多业态城市会客空间、科技文
化融合音乐双创基地和面向未来的国际级数字人文新地标。近期，不少市民利用
周末走进中国数字音乐谷，感受数字音乐给人们带来的独特魅力。

图为在中国数字音乐谷，机器人正在为市民演奏数字音乐。
龙 巍摄 （人民图片）

走进中国数字音乐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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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乐耕艺术展展品“花的三重境”。朱乐耕艺术展展品“花的三重境”。

湖南杂技艺术剧院：

让精彩杂技展现中国魅力
本报记者 黄敬惟

中国杂技起于先秦、盛于
汉唐，宋元以后走向民间，距
今已有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民间杂
技艺人组成“中华杂技团”赴
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33周年
庆典活动，成为新中国成立以
后第一支代表国家出访的艺术
团体，到遍访世界、播种友谊
之花，再到呈现当代中国风
采，作为一门无国界且具有开
放品格的艺术门类，中国杂技
一直是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重
要参与者和贡献者。

▲杂技剧目《青春还有另外一
个名字》。

◀赴多米尼加演出时，演员
与台下观众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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