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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黎第七区，塞纳河左岸，一座精致
的拿破仑三世风格古典建筑上，五星红旗迎
风飘扬。这里是巴黎的黄金地段，左邻荣军
院，右望埃菲尔铁塔，与闻名于世的大宫殿、
小宫殿隔塞纳河相望。

庭院中，有古典楼、现代楼两栋建筑，以
及一个中式院子。

两栋楼都大有来头——古典楼由 19 世
纪法国著名建筑师勒·苏法舍于 1858 年设计
建造，原为法国伯爵孟德斯鸠·弗桑萨克私
宅，同左临的现法国市长协会办公楼为姊妹
楼，被列为法国 19 世纪文化遗产；现代楼由
著名建筑师阿里斯·阿塔米安和布鲁诺·高丹
联合设计，整体建筑由玻璃、钢材和铝合金构
成，借鉴了中国塔式建筑的特点，每上一层向
内缩进。

院子里，设计了以六角半亭为主体，由竹
林、苏式粉墙景窗共同构成的中式园林小景。
2014 年，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的青铜雕塑
作品《问道》在中心庭院揭幕，雕塑的主题是
孔子向老子问道。

就在这幽静的院落中，时不时传来琅琅
读书声、悠悠古筝音，满眼尽是中国元素——
熊猫、舞龙、书法、汉服、风筝、屏风、古籍……
每天，都有很多法国人在此进进出出，深深着
迷于这里丰富的东方文化。

这里是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于 2002 年 11
月 29 日正式揭牌成立。这是中国政府在西方
国家设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肩负着面向法
国社会和公众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法文明
交流互鉴的使命。

这里，被亲切地称作“中国文化客厅”。

角角落落都有中国文化

走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每个角落都有
故事。

院墙外，还张贴着前不久的一场活动海
报。主题是“第 37 届贝尔克国际风筝节——
中国主宾国活动”，下面介绍着活动内容，“百
米长龙风筝放飞表演，风筝竞技，体验工作
坊，中国文化展台，汉服、民乐、茶艺、舞龙舞
狮表演”。

1958 年，一部名为“风筝”的电影生动描
述了中法两国儿童因一只孙悟空风筝相识相
知的故事。今年 4 月 20 日，法国贝尔克的海
滨，天空中飘满风筝，其中来自主宾国中国的
格外引人瞩目。贝尔克国际风筝节始办于
1987年，每年都有百万观众到场观摩参与，是
法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风筝主题盛事。

院子里，草坪上立着《问道》雕塑，创作者
是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他介绍，在中国，
这是一则广为流传的历史典故。这组雕塑作
品点明，只有将问道、传道相结合，才能产生
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对话；只有通过对话才能
沟通心灵，融通情感，增进了解，共求发展。

雕塑旁，立着几只彩灯扎的小鹿构成的
九色鹿灯组。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刘红革
对记者说，这些都是“捡回来的”。

今年 2月 23日，元宵节前夜，巴黎中国文
化中心在巴黎风情园举办“你好！中国”——

“豫园灯会美食夜”活动。灯会上，嘉宾们穿梭
于形态各异的璀璨花灯间，各式奇珍异兽、神
花仙草映入眼帘。豫园灯会组委会此前答应
赠送给文化中心一组以九色鹿传说设计制作
的灯组。灯会结束后，刘红革就赶紧张罗大家
把几头小鹿运回来，作为长期展览。

为丰富文化中心的展览资源，刘红革总
是会寻觅一些各类文化活动留下来的展品，
一旦活动结束了，就尽量想办法留下一些最
有意思的内容继续在文化中心办展览。“做一
场活动轰轰烈烈，今天来、明天走，可我们传
播文化需要长期与当地民众交流，要持续不
断，久久为功。”

文化中心现代楼大厅里，有许多他和同
事们收集来的东西。

一进大厅，右手边是一面巨大的羽绒浮
雕墙，两条巨龙腾飞共舞，竹编工艺风格，藕
荷色、天青色、宝石蓝、秋香色等中国传统文
化的色彩表达跃于墙上。很多公众来到这
里，忍不住先与这面墙合影留念，成为文化
中心的新打卡地。刘红革介绍，这是去年“中
法时装周”时的展品，本来展方要撤掉的，考
虑到今年是龙年，便留了下来，没想到大家
特别喜欢。

大厅正前方，是一组名为“奔流”的屏风，
来自前不久一场上海—巴黎双城对话影像
展。“苏州河之于上海，正如塞纳河之于巴黎、
泰晤士河之于伦敦、哈德逊河之于纽约，它形

塑了上海的城市精神，持续不断为上海注入
发展的动力。观苏州河，即是观动态的上海。”
展板上，用中法双语在异国他乡介绍着这座
中国城市。

大厅左侧，电子展板上写着“兰亭·雅
集——蓉城书韵”。这是4月29日刚刚举办的
活动，特别推出24组中国书法精品，并开设书
法讲座及体验活动，以中国书法为媒介，融合
了太极、汉服、香道、茶道、古琴表演等中国传
统文化瑰宝，向法国公众奉上行为艺术展演。

从这里抬眼望二楼，会发现挂了很多中国
书法家的作品，正是前不久成都来办展览时留
下来的。四楼汉语课教室里，是“汉字与中华文
明”展在巴黎十五区政府展览后留下来的物
料，刘红革说，“这是系统讲述汉字故事的展
览，我们把这些汉字教育展板物料重复利
用，给汉语学员们留下来做教材”。至于文化
中心的图书馆，则是在一次次图书展、文化
展结束后，随着各方赠书越来越多，藏书规
模不断扩大，如今总藏书量已超过2.5万册。

不断上演春风化雨的故事

一曲悠悠的《石上流泉》，从玛丽—安吉·
博约莫手中的古筝中缓缓流出。一曲罢，周围
响起掌声，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弹得
还不好，古筝太难了。”

一旁的古筝老师安然“纠正”：“已经是业
余五级选手了，甚至能弹六级的曲子《瑶族舞
曲》，作为一个没有接触过中国音乐的人来
说，已经是很不错的水平了。”

博约莫同古筝结缘是在几年前，当时她
看了很多中国电影，在里面接触到了这个全
新的乐器。她上网搜索，发现在巴黎居然有专
门教古筝的课程。报上名后，一学就是3年。

会拉小提琴的她向记者直言，古筝“简直
来自另一个世界”。“双手都要在这个巨大的
乐器上演奏，同时兼顾很多东西，有时候真的

很复杂。就技巧量来说，
我觉得古筝比小提琴还
要更多、更难。”

她右手轻抚古筝，拨
动数根琴弦，奏出了不同
的乐音。“你看，即使是只
用一只手，也能演奏出很
多不同的东西。”

博 约 莫 感 慨 ，即 便
已经学了 3 年，还是觉得
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了。
好在，她已经从中得到
了很多乐趣。一个人在
家时，她喜欢弹奏一曲，
也训练得十分刻苦。偶
尔，她会给朋友们演奏，结果是“中国
朋友们非常惊讶我竟然会这个，而法
国朋友们则觉得乐器非常神秘”。

让她沉迷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古筝是一
个可以承载很多情绪的乐器，既可以展现出
悠扬的旋律，也可以展现出像跳舞那样欢快
的节奏”。她边演示边跟记者说，“你看这样像
跳舞……而这样就像大自然在低诉……”

安然在边上欣慰地看着博约莫讲述对古
筝的热爱。其实，安然已经在这里教学很多年
了。2008 年起，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的她，开
始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教课，到现在已经有
16年时间。

16 年里，安然眼看着古筝在巴黎越来越
热。第一年全班只有 3 名学生，今年已经有 39
名学生，得分成几个班教学。甚至，在她参加
的音乐会上，有些本地人还会问，“这是哪国
的乐器？”

如今，古筝在巴黎已经是“网红乐器”。社
交媒体上，有时会出现“古筝快闪”活动——
古筝演奏者在人来人往的公共场合演奏一
曲，吸引人们拿起手机拍摄，视频随后在网上
走红。安然说，现在班上有几个学生就是因为

看到视频，特意找到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学习
这个乐器，“就觉得古筝特别有魅力”。

更让安然感慨的是，当年她刚开始教学
时，整个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只有古筝这一个
乐器班，如今已经有琵琶班、竹笛班、二胡班、
古琴班……不但乐器班越来越多，学员也越
来越多。

让安然感到高兴的是，在她个人的演出
中，已经有越来越多学生加入。大家从零开
始，将古筝文化从这里传向巴黎甚至法国其
他地方。

而这，也是文化中心诸多工作的一个
缩影。

精彩活动一幕接一幕

每周，有 750 多名学员走进巴黎中国文
化中心。从周一到周六，从汉语到民乐、戏曲，
展开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学习。

文化中心四楼，汉语老师正一句一句带

着孩子们读中文。“没有知识就很难实现自己
的理想……”稚嫩的读书声，一遍遍回响在教
室里。

面对记者，孩子们用中文打开了话匣子。
“我叫忝雨，今年 11岁，学习中文 6年了。

我喜欢中国，喜欢说中文。”“我 9 岁了，学习
中文两年了。”……大多字正腔圆，展示着优
秀的学习成果。

文化中心除了课堂教学，还有诸多活动。
有些活动是在文化中心里面办的。这里

的设施很丰富，在古典楼设有多功能展厅、会
议和宴会厅，现代楼设有接待厅、多功能小剧
场、艺术展廊、多媒体图书馆、中华文化体验
馆、汉语教室等设施，展览、演出、讲座、体验、
推介、培训，众多活动在这里展开。

更多的活动走出了文化中心，走向巴黎
甚至更远，打响一个又一个品牌活动。

数据显示，巴黎中国文化中心设立以来
的 20 多年，接触了大量当地主流社会的公
众，也举办了大量的活动。光从活动来说，20
多年里就举办了 3000 多场形式多样、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

其中，有每年必办的“欢乐春节”“天涯共
此时——中秋节”等节庆系列品牌，文化中心
通过这些活动与法国公众分享节日喜悦、感
受文化内涵。也有常态化举办的“法国中国电
影节”“巴黎中国戏曲节”“巴黎中国曲艺节”

“中法时装周”“春之旋律音乐会”等自主品牌
活动，使法国公众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知当
代中国发展。

在精心设计的中华文化体验馆，活动几
乎要排队上演。“茶和天下·雅集”“青少年中
国故事讲堂”“走进中心过大年”“汉语之夜”

“兰亭雅集”等文化体验品牌活动，邀请法国
公众走进中心，沉浸式交互体验中国文化。

更多的活动，正在走向法国各地。
5 月 12 日晚，第十届法国中国电影节首

场活动暨中法合拍纪录电影《康熙与路易
十四》的特别放映在巴黎百代歌剧院高级
电影院成功举办。这部为庆祝中法建交 60
周年而作的电影，着眼于“中国故事，国际
表达”，由中法专业电影团队分别在两国取
景拍摄。

据介绍，电影节组委会精选出近年来 10
部在中国最新上映的电影佳作，如《热辣滚
烫》《飞驰人生 2》《康熙与路易十四》等，从 5
月 13 日起，在全法合作院线进行为期一个多
月的集中展映。

“文化交流是千头万绪的，内容丰富浩如
烟海，我们的工作就是把一个个小线索、小故
事慢慢扩展，然后组合，系列化、系统化地讲
出来。”刘红革告诉记者，巴黎中国文化中心
始终不断寻找更好的文化传播方式，以实现
更好的文化交流效果。

就这样，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中国文化
展示和传播活动一幕接一幕。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是中国政府
在西方国家设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
本报记者近日专访了该中心主任刘
红革。

记者：您是哪一年来巴黎中国文
化中心的？

刘红革：我参与了巴黎中国文化
中心的筹建。2002 年到 2007 年我在
这里工作，然后又到其他国家常驻并
在一些部门任职，直到一年多前再次
来到这里。从工作领域来说，我长期

从事中国文化中心的管理运营和服
务工作。

记者：与第一次在这里的五年相
比，感觉有什么变化？

刘红革：最大的变化是文化资源
更加丰富了，内容支撑和保障更实
了，影响面也更广了。全国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各领域、各机构积极参
与到对法的人文交流活动中来，成果
越来越丰硕。特别是去年以来，巴黎
每周几乎都会有涉及中国文化的活
动，让人目不暇接。

记者：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一年会
策划多少场活动？

刘红革：大概有 120 至 150 场活
动，当然活动内容有大有小，比较大
的有法国中国电影节、巴黎中国戏曲
节、巴黎中国曲艺节及一些重要展
览，以及我们去年新打造的中法时装
周等。以中法时装周为例，一周时间
里就有两三千名公众走进文化中心
来参加活动。

我们的理念是让法国公众走进
文化中心，听中国之音，品中国之味，

赏中国之美。特别是青少年，我们充
分意识到青少年在促进中法未来持
续的友好和推动实现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目前，每周都
会有 2至 5拨青少年走进文化中心深
度地、沉浸式地体验中国文化。

记者：哪些课程最受欢迎？
刘红革：最受欢迎的是汉语课，

受到各个年龄段的学员欢迎。随着中
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法国公
众对中国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了解中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汉语
就是最好的桥梁。在法国有不少青
少年选择汉语作为主要外语，也是
想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

同时，也有一些法国公众对中国
的文化技能非常感兴趣，比如古筝、
古琴、二胡、琵琶等，他们也非常希望
能够演奏这些中国的乐器。

记者：哪些活动最受欢迎？
刘红革：对于文化中心的粉丝来

说，我认为是小而美的“雅集”，比如

以茶文化、书法或者是古琴、古筝为
主线的一些小型活动。可能有的活动
只有五六十人，但是大家可以零距离
感知中国文化，充分体验后深度交
流，这个特别吸引法国公众。很多法
国人的特点是喜欢“知其所以然”，不
少人有做课题的习惯，看到一个文化
现象或者感兴趣的话题，会去深度研
究、解读，然后长期跟进，他们对中国
文化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努力钻研。

记者：20 多年来，关于中法之间
的文化交流，您感受到了哪些变化？

刘红革：我的真切感受是，现在
很多法国民众对于中国已经从好奇
到熟悉，甚至成为某领域的“中国
通”，文化交流已经从感知转化为交
融阶段。

一方面，这些法国公众获取各
种信息的渠道比以前丰富了，我们
文化中心可以提供的文化产品也比
以前更多、更充实。另一方面，去过
中国的法国人也变多了，有很多法

国朋友来文化中心参加活动，比如
我们为国内某个城市办的文旅推介
会，他们在参加过程中就会说“我去
过这个地方”，然后就会主动给其他
法国公众讲述那个城市的特色。

记者：经过 20 多年的探索，巴黎
中国文化中心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刘红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文
化交流、人文交流一定要常态化、不
间断。既要有轰轰烈烈的活动，更要
注重细水长流、润物无声的活动。巴
黎中国文化中心的长期存在本身，就
是一种文化价值。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在塞纳河畔，
始终高高升起一面五星红旗。慢慢
的，很多法国人就知道，想了解点中
国的什么事就到文化中心来。所以我
们说，这是“塞纳河畔的中国”“巴黎
的中国文化客厅”。

我们要保持“静水流深”“润物无
声”，活动要常态化、系列化、多样化，
久久为功见实效。我们巴黎中国文化
中心的工作理念是“天天有内容、周
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年年有创
新”，国家花了这么大力气建设文化
中心，就一定要对法国公众提供丰富
的内容和真实立体全面的信息，保持
中华文化在巴黎乃至法国持久的感
召力、影响力和吸引力，推动中华文
化走进法国主流文化殿堂，走进社会
文化生活，走进公众内心情感世界。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外景。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供图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教室里，随
处能见到与中国文化有关的物件。

本报记者 刘少华摄
▼法国学员玛丽—安吉·博约莫

（左） 在老师安然 （右） 的带领下，认
真学习古筝这一中国传统乐器。

本报记者 刘少华摄

模特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恭王府服饰秀”上展示设计师创作的
高定服装。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模特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恭王府服饰秀”上展示设计师创作的
高定服装。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