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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川以传承创新推进文化交流——

展现中国昆曲之美
杨 宁 张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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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让我们团结”
睿 加 刘欣欣

“昆曲无他，得一美
字。”细致打磨的声腔、盈盈
袅袅的身姿、绮丽典雅的唱
词……集音乐、舞蹈及文学
之美于一身的昆曲，是中国
表演艺术中的重要一部分。
如今，越来越多人致力于将
昆曲传播出海，让世界领
略昆曲之美。刘小川是其中
一个。

无法抵挡昆曲魅力

刘小川，艺术家、作家、昆曲传播者，
曾获法国巴黎摄影奖、美国波洛克·克拉
斯纳基金会大奖等荣誉，代表作有个人艺
术展览《睡去依依随雁断》和诗集《幽思
的黑麦田》。

刘小川自中学时开始学习昆曲，被昆
曲的博大精深和精致雅美深深吸引。昆曲
早已成为她作为艺术家和作家工作之余的
生活重心。

“一声即勾耳朵，四句席卷全城”，刘小
川说自己无法抵挡昆曲的魅力。文辞优
美、回味无穷的《牡丹亭》，立意深远、结构
精妙的《桃花扇》，刻画细致、清丽流畅的

《长生殿》……刘小川沉浸其中：“昆曲是中
国艺术的一张亮眼名片，值得我们继承和
传扬。”

刘小川尝试用手中的笔记录昆曲的精
彩。20岁时，她写的一篇有关中国昆曲艺术
的文章被美国史密斯学会下属的杂志发
表，成为她在海外传播昆曲艺术的第一步。

刘小川很清楚外国观众欣赏昆曲所面
临的困难：“他们对昆曲很感兴趣，但毕竟，
要深入理解这种来自异国的艺术，很难。”

在史密斯学会实习期间，刘小川接触
了涉及多个国家的文化遗产项目。这给了
她一些启发：“艺术只有与人生哲思和当下
社会相关联才会动人。我希望自己的作品
能体现东西方文化和古今文化的碰撞，引
导观众思考人性。”

刘小川说：“想要更好地传播昆曲文
化，离不开与观众的交流分享。”今年 5月，
回中国期间，刘小川受邀在上海外滩美术
馆表演了昆曲《牡丹亭》片段。演出结束后，
她与观众分享她对《牡丹亭》和《红楼梦》的
理解。现场反响热烈。“我特别开心，因为我
发现，大家都有让中国艺术走出去的美好
愿望。”她说。

昆曲出海不仅是文化互鉴的过程，更
是凝聚侨心、纾解乡愁的良方。

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的一次昆曲演出
中，一名观众让刘小川印象深刻。“这位阿
姨从60多公里外的巴尔的摩专程前来观看
演出，直到现在我和她还常在微信上互
动。”她说，“传播昆曲能促进海外华侨华人
文化认同感的建立，我认为十分有意义。”

亟须解决翻译问题

刘小川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美国国家
亚洲艺术博物馆实习时，博物馆从纽约请
来一名专业昆曲演员进行表演。台上，表演
者眼波流转、顾盼生姿。但是，刘小川却发
现，投放在大屏幕上的唱词是用翻译软件
翻译的，“根本无法表现唱词的绮丽，让昆
曲表演的魅力大打折扣”。她意识到，昆曲
出海亟须解决翻译问题。

刘小川说：“几乎所有文化中的诗都源
于‘歌’，所以我想在翻译中体现我对中国
曲谱腔格和西方现当代英语诗‘音乐性’的
理解。”

“曲牌规定了昆曲唱词的长短、韵脚、

平仄，一支曲牌就像一首诗。”刘小川曾学
习文学专业，发表过英文诗集并获过奖。她
便充分发挥自己优势，翻译昆曲中富有诗
意的部分。

“通过翻译，不仅能增强昆曲传播的影
响力，更能让世界了解到中国其他的优秀
文化、思想。”刘小川说，在国外学习的经历
让她意识到，多样的表现方式有利于促进
文化传播。“我发现，当今欧美很多年轻人
都喜欢聚在一起读诗，诗歌朗诵会能迅速
拉近彼此距离，也在潜移默化中传播诗歌
背后的思想文化。”刘小川期望未来自己也
能举办一场类似的聚会，通过自己翻译的
昆曲诗让观众感受昆曲的美妙。

她为两部电影提供了《牡丹亭》的英文
翻译，还在自己演出时将译本发给观众。“翻
译也是研究。我希望昆曲的海外传播既有
实践成果，也有学术研究成果。”刘小川说。

在参与涉及多个国家的文化遗产项目
时，刘小川十分关注文化遗产与当下社会
的关系。这些项目主要针对文化遗产继承
人，旨在帮助他们与社会建立更密切的联
系。“我们接待过很多京派刺绣手艺人和京
剧表演艺术家，项目会帮助他们在博物馆
展出作品，或与当地文化旅游部门建立合
作关系。”刘小川说，“这给了我很大启示，
未来我想推动昆曲的产业化发展，进一步
扩大昆曲的影响力。”

努力实现传承创新

刘小川身上有一股“敢于尝试，勇于突

破”的朝气。她充分发挥跨学科的优势，把
昆曲和当下的文学艺术形式做有机结合。

2021 年，刘小川举办了第二个个人艺
术展览，展出的《睡去依依随雁断》是沉浸
式雕塑和昆曲表演。刘小川和搭档重现了
昆曲《牡丹亭》片段。富有创意的布置和缠
绵婉转的昆曲获得了满堂喝彩。“虽然有
文化差异，但是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用中
国传统艺术形式演绎人类共同的思考，观
众能够理解，甚至热泪盈眶。”刘小川说。

“莫道前路多险阻，再闯关山千万重”。
对刘小川而言，任何困难都挡不住她前
进的步伐。人手不够、没有专业团队，她就
一个人切换多个角色。所有困难在她眼中
都是通往最终胜利的关卡，只要迈过去就
离目标更近一步，所以她不会退缩，也不会
放弃。

“昆曲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涉及多个
领域，要努力发掘昆曲在新时代的更多可
能性。”刘小川说，“无论是博物馆、大学、社
会机构，还是文学、音乐、戏剧从业者，都是
我们潜在的合作对象。我希望能在这些合
作中扮演桥梁的角色，将不同的文化融合
创新。”

楚楚风致，袅袅昆腔。未来，刘小川希
望办一次清唱专场。“昆曲中不仅有缠绵悱
恻的爱情，还有《铁冠图》中悲愤勇毅的女
刺客，《桃花扇》中颠覆传统、心有大爱的女
性。”刘小川说，“希望能展现昆曲中的多样
角色。”

“好的传承者应该像棱镜一样，能折射
出思想的瑰丽和文化的多彩。”刘小川说，

“我会努力实现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浙江省安吉县沿西苕溪打造以“亚运风貌
游线、展现历史人文之美”为主题的休闲绿道，
吸引了众多骑行爱好者前来。

图为近日，骑行爱好者沿着西苕溪绿道，
体验骑行运动的乐趣。

潘学康摄 （人民图片）

2023纽约侨学界国庆招待会举办

近日，由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主办的2023侨学界专
场国庆招待会举办，来自领区十州的广大侨胞、华人专
家学者、留学人员代表600余人，济济一堂，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

宾州华人侨团联盟执行主席沈丕权表示，能和众多
美东地区侨学界朋友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共和国诞辰
74周年，他非常高兴和激动。他代表宾州华人侨团联盟，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祈福中美友好合作共赢，让世界更
加美好。

黄屏总领事在致辞中向现场来宾和美东同胞致以
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他充分肯定美东侨学界在支持祖

（籍）国发展建设、团结服务同胞乡亲、支持中国和平统
一、促进中美人文交流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并表示
总领馆愿同广大华侨华人携手奋进，共同推动中美关系
稳下来、好起来，更好造福两国以及世界人民。

（来源：东南网）

2023澳中博览会举行

近日，以“连通澳中，创造价值”为主题的 2023澳中
博览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会展中心举行。来自中澳两
国的经济学家、企业界人士及华侨华人等500余名嘉宾
出席。

中国驻墨尔本代总领事曾建华表示，当前中澳关系
稳定向好，经贸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极大造福了两国民
众。他希望此次博览会能为进一步深化中澳两国之间的
经贸合作搭建一个平台。

据介绍，澳中博览会由中澳民间商务人士和商业机
构共同发起，2023澳中博览会分为展会、论坛、交流三大
板块，为两国经贸投资界人士提供平台。

（来源：中新网）

菲律宾中国商会举行换届典礼

近日，菲律宾中国商会庆祝成立16周年暨第八届职
员就职典礼在巴西市隆重举行，侯世练任新一届会长。
菲律宾政要、各华社团负责人、来自海内外庆贺团代表、
全菲各地分会代表、菲华友好社团代表嘉宾等出席典礼
仪式。

菲律宾中国商会名誉会长洪及祥表示，中国商会取
得今天的成绩是历届商会负责人和全体成员一步一个
脚印、踏踏实实做好会务工作结出的累累硕果。菲律宾
中国商会愿与所有的菲华社团共同携手推动菲华社会
的整体发展，为加强中菲两国民间友谊和维护旅菲同胞
合法利益作贡献。 （来源：东南网）

法国中秋慰侨活动举办

近日，2023“浙里有爱·天涯共此时”中秋慰侨活动
法国站举办。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蔡君柱、法国亚洲餐
饮联合总会会长黄美娜以及部分旅法浙江籍侨团侨领
出席了启动仪式。

该活动由浙江省侨办、浙江省侨联、法国亚洲餐饮
联合总会主办，法国华侨华人会、法国青田同乡会、旅
法浙籍侨团等联合协办，旨在向旅法浙籍侨胞传递来自
祖（籍）国和家乡的关爱。

蔡君柱表示，多年来，“浙里有爱·天涯共此时”中秋
慰侨活动让华侨华人切身感受到来自党和政府、家乡亲
人的祝福和诚挚关爱。希望通过这个传统佳节能把大家
团结起来，凝心聚力，为中法友谊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贡献力量。 （来源：欧洲时报网）

西苕溪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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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根”

澳大利亚华人总工会于 2012 年
11月26日在悉尼正式注册成立。

“是中国传统文化让我们团结。”
总工会主席陈青松说。在异国他乡打
拼多年，陈青松深知，传统文化是

“根”，不可割舍。
2014年，澳大利亚华人总工会推

出刊物《亚太人文》，展示蹴鞠、旗
袍、皮影戏、渔灯节等中国文化元素和
平川沃野、林海雪原、崇山峻岭等中国
美景，让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可以云游
中国，欣赏壮丽河山与民族风情。

2014年以来，工会每年都派出文
艺团队，积极参加当地政府举办的中
国新年庆典活动。

陈青松说：“文艺活动能够最直
观地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曼妙的
舞姿展现在舞台上、在街头巷尾，艺
术团成员将安塞腰鼓等经典舞蹈带

到了当地人面前。
陈青松的热忱触动了许多人。他

和伙伴们一起，行走在海外传扬中华
文化之路上。

记录时代

今年 5 月，“冼夫人文化国际交
流论坛”在广东茂名举办。冼夫人信
俗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多海
内外专家学者汇聚一堂，探讨其“惟
用一好心”的精神。

陈青松结合他在澳大利亚的经
历，参与撰写论文，探讨在澳大利亚
推广冼夫人文化的重要性与可行性，
并提出建议。

“我其实不擅长写作，但是这次
写作过程中，我不断得到启发，文思
泉涌，这可能是祖国母亲对游子的眷
顾。”他笑称。

此外，陈青松还参与举办了 3届
“亚太青年国际摄影大赛暨巡回展”。

他希望通过中澳青年的镜头，记录中
国的时代风貌。

“我希望能够用影像诉说中国的
过去、现在与未来。”陈青松说，“我们
的摄影主题涵盖非遗、红色遗址、乡
村振兴、黄埔精神等，这也为第二代
和第三代华裔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
们得以多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现
代化成果。”

摄影师刘劲在摄影展上介绍自
己的作品：《大山深处的新楼房》打破
了人们对广东高州古丁镇原始闭塞
的刻板印象，“这个小镇已经盖起了
楼房，路通、电通，移动信号也畅通”。

继续努力

“在海外，中华文化是联结华侨
华人的精神纽带。”陈青松说。

根据茂名市博物馆馆长陈朝晖
的调研，茂名有冼太庙608座，另外约
有 900 座冼太庙如繁星点缀在世界
各地。

在澳大利亚建立一所冼太庙，是
陈青松一直以来的心愿。冼太庙可以
成为多元文化活动中心，让人们在闲
暇之余，静静地感受冼夫人文化的魅
力，找到心灵的港湾。

建冼太庙并不容易，场地申请、
寺庙设计、材料准备……无数繁杂琐
碎的事务摆在陈青松面前，他却乐此
不疲：“我的目标就是 3 年之内在悉
尼把冼太庙建起来。只要有恒心、有
行动，就一定能实现。”

陈青松说：“虽然力量小，但我们
会继续努力，让这里的人多了解一些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成果。”

澳大利亚华人总工会艺术团在悉尼德信街表演安塞腰鼓和民族舞。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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