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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戏剧的繁盛之
地。有一群华侨华人，他们
怀揣着对戏剧的热爱，在希
腊的剧场里，演出着独特有
趣的中希故事。戏剧搭建起
中希文化交流的桥梁。

侨 界 关 注

华 人 社 区

侨 乡 新 貌

在爱琴海边邂逅中希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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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戏曲出走”活动策划人蔡柏轩——

用独特方式推广传统戏曲
杨 宁 李春强

碰撞出艺术火花

舞台上，苏格拉底遇见了孔子，柏拉图
邂逅了老子，古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
的蛇转生成西湖边的白蛇——当希腊神话
遇上中国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会碰撞出怎
样的火花？这是 2021 年成立于希腊的中希
华人戏剧联盟，正在探索与呈现的内容。

联 盟 发 起 人 王 婉 萍 和 朱 皓 天 夫 妇
2017 年来到希腊经商创业，他们曾在洛杉
矶参与过中美华人戏剧联盟的工作。到希
腊后，怀着对于戏剧的热爱，他们决定发
起中希华人戏剧联盟。

“刚开始还是比较紧张的，2021 年左
右戏剧行业不怎么景气，希腊的华人群体
相对比较少，我们还是业余非营利性的戏
剧组织。这些都让我们最初认为联盟估计
招不到什么人了。”王婉萍坦言。

热爱终会凝聚人心。在希腊华文媒体
《希华时讯》的帮助宣传下，联盟成功招募
到了 20 多位热爱戏剧的同伴。王婉萍提
道：“最近我们一起庆祝了联盟成立 3 周
年，有梦想的一群人聚在一起，相互陪伴，
走过了3年的时光。”

联盟的第一部话剧《古希腊穿越之
旅》改编自希腊当地的剧本，经过原创团
队同意后，王婉萍和朱皓天将中国的历史
人物和中式幽默融进希腊剧本里，创造了
独一无二的中希故事。故事讲述了一位中
国游客在雅典卫城游览时，意外跌落山
岩，穿越回古希腊，拜访了多位希腊和中
国的哲学家。

“这部话剧，对于希腊人来说，他们看

到了有趣的中国文化并产生兴趣，华人也
可以借此打开希腊戏剧文化的大门。”王
婉萍说道。2021 年，《古希腊穿越之旅》获
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话剧团队在希腊著
名的特里亚农剧场演出，许多希腊人和华
人前来观看，也吸引了国内媒体的关注。

联盟第二部话剧《新白蛇传奇》则是
原创作品，由王婉萍负责编剧。一位古希
腊医神，千年寻找其灵蛇的转世，终于在
西湖边找到了灵蛇的转世白蛇，他幻化为
许仙，故事就此展开。《新白蛇传奇》自
2022 年 6 月首演以来，已在希腊四大城市
累计巡演12场，获得好评。

凝聚起舞台梦想

作为业余戏剧组织，戏团在筹备戏剧
时，常常开会一起研读希腊的经典戏剧，
学习戏剧知识和各种专业表演技能。初生
牛犊不怕虎，尽管几乎都是从零开始，但
王婉萍认为：“实际上，我们作为非专业人
士，恰恰有利于我们从观者的角度去思考
如何呈现戏剧。”

联盟也常常与专业导演和演员们进行
交流。王婉萍自豪地说，他们的作品获得
了著名导演王晓鹰的认可，他曾说，联盟
站在非专业的角度去创作，可以跳出专业
的、传统的框架创作出具有创新性的戏剧
作品，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许多导演和专业演员们也为联盟成
员对戏剧表演的真挚热爱所感动。王婉萍
提到，联盟中有一位成员，一直陪伴着联
盟的成长，两度参与了联盟出品的戏剧作
品。她是一个陪读妈妈，孩子升学至卢森堡，

她总是自己购买机票，竭尽所能地找时间
来希腊排戏。

联盟话剧的道具也都是成员自己出
钱制作的。一位华人建筑工程师包揽了
这份工作，他去希腊的建材市场买木板
等材料，亲自锯木头、刷油漆、钉钉子。

“那时也是希腊最热的时候，我记得当时
他刚做完腿部手术，就带着伤在室外汗
流浃背地制作道具，是真的很不容易。”
王婉萍回忆道。

中希华人戏剧联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
大家庭。联盟的武术教练是一位希腊人，他
热爱中国武术，曾只身一人来到中国，克服
语言障碍，练就一身本领，回希腊后开设了
武馆，在希腊传播着中国武术文化。“在这
位教练的辅导下，我们的话剧增添了不少
亮点。”王婉萍还分享道，“联盟的下一部作
品就取材于这位希腊武术教练与中国武术
之间的故事，现在剧本已经写好了，就等着
排练了。”

联盟的成员们志同道合，出于对戏剧
的热爱，凝聚在一起，从零开始，摸爬滚打。

“排练话剧的时候，有人出错了，现场也总
是欢声笑语。”王婉萍认为，“要想借助戏剧
去感染别人，首先就要感动自己，要真正去
热爱戏剧和舞台。那些在联盟的岁月，以后
一定会是一段我们津津乐道的回忆。”

搭建好交流平台

不只是演出戏剧，联盟还立足希腊当
地华人的需求，还开设了青少年戏剧培训
班。“希腊十分重视戏剧教育，一些华人孩
子因为不太适应国外文化和环境，不能在

当地学校的戏剧演出里完整地展现自己的
实力。我们把这群孩子聚到一起，鼓励他们
表演戏剧，帮助孩子们尽快地融入希腊生
活，找到自信，绽放光彩。”王婉萍说道。

志当存高远，中希华人戏剧联盟希望
通过戏剧搭建起文化交流的平台。他们发
起了 2023—2024 中希国际戏剧节，于 2023
年 12 月 2 日至 3 日在雅典举行了盛大的启
动仪式，并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共邀全球戏
剧爱好者，齐聚爱琴海边，增进文化交流。

与国内专业的导演和演员等戏剧工作
者交流后，联盟得到了这些国内戏剧人的
支持。中希国际戏剧节以中国国家话剧院
王晓鹰导演的著名作品《兰陵王》作为首演
大戏，拉开序幕。在剧场外，观众还能体验
到舞龙舞狮、中式美食、中国书法绘画、中
国武术等各类中国文化。

“预计2024年下半年，我们会带着许多
希腊戏剧回到国内巡演。”王婉萍补充道，

“在中希国际戏剧节的筹办工作上，联盟的
成员们也出了很多力，有一个中国剧团因
为经费原因，没有带足够多的工作人员来
希腊，也是联盟成员上场，帮助这个剧团熨
烫好服装，做好准备工作。”

王婉萍认为：“希腊是世界戏剧的窗
口。我们希望能够把中国的优秀作品带到
希腊，让来自全世界的人更深入地了解中
国戏剧文化。同时，联盟也会把希腊的作品
带回中国，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

“发起中希华人戏剧联盟，对我自己来
说也是心灵上的救赎，让身处异乡的我找到
了归属感。”王婉萍坦言，“有时候一些本地
人问我有没有看过我们联盟策划或演出的
某个戏剧，我都觉得十分有成就感，十分骄
傲。可以让更多人看到多样的中国故事，这
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走在新加坡的街头，你或许会突然看到一群特别的人。他们身
穿戏服，唱着中国各类戏曲里的经典唱段，引得路过的人们纷纷驻
足观看。路人上前与他们合影、交谈，更有热爱戏曲的朋友选择加入
他们的队伍。“戏曲出走”，就如它的名字一样，让戏曲活了起来。

寻根潮州

蔡柏轩是“戏曲出走”活动的策划人，出生在广东潮州，几年前
去到新加坡学习艺术管理的专业知识，并决定留在新加坡推广中
国的传统文化。不过说起这一切的开端，绕不开他从小耳濡目染的
潮汕文化。

“家里的老人也时不时地哼唱几句，小时候听得不明所以，但我
也自然而然地对潮剧有了一些了解。”蔡柏轩说。

真正决定做传统文化推广，还要从蔡柏轩的一段特别经历说
起。“我中学时曾经休学一年，那时也是淘气，在学校不知道该干什
么，索性就待在家里。”蔡柏轩回忆说。正是在这一年里，他沉静下
来，有了很多看“闲书”的时间。这些书里就有介绍潮汕历史和文化
的作品。蔡柏轩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感慨道：“深入了解之后
才发现，原来自己身边随处可见的东西有着如此不为人知的一面。”

最初的尝试是立足本地的。在蔡柏轩的带动下，一个名为“跑
路艺术小组”的团队组建起来。他和一帮朋友深入挖掘潮州当地的
传统元素，策划相关的展览，并尝试让传统艺术与流行文化相结
合。从潮州本地的语言到音乐、戏剧，再到民俗和工艺，这些原本藏
在角落里的东西逐渐走到台前。

积累了一些经验后，蔡柏轩有了信心，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为了更好地推广传统文化，拓展视野，他决定往前走一步，去到海外
进行系统的学习。

吸引观众

“最开始选择来新加坡，是因为觉得它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
的国家，在这里开始传统文化的推广或许容易一些。”蔡柏轩说。然
而情况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

“其实很多新加坡的老一辈华人也想把传统的文化传承下去，
可是在过程中采用的方式方法很少变通，导致年轻一代接受的程度
并不高。”了解情况后，他马上行动起来，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推广传

统文化。
偶然的一次聊天中，蔡柏轩从朋友那里听到了“新加坡传统艺

术中心”的消息。这是一家由华人经营的非营利机构，主要业务是
在新加坡做戏曲的推广。“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老板时，他也眼前
一亮。”蔡柏轩笑着说，“我跟他提了很多点子，比如可以举办戏曲
专题的展览，让大家体验化戏妆、穿戏服，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戏
曲。于是有了‘戏曲出走’这个活动。”

“开口交流是一道坎。”蔡柏轩说。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戏曲出
走”的队伍时会投来好奇的目光，但大多只是远观，有时“一步三回
头”，却终究没有说上一句话。这显然没能达到最初的目的，于是演
员们决定化被动为主动。他们走到最繁华的商业区，看到有人面露
好奇，便主动上前，用戏里人物特有的方式打招呼问好。遇到众人
围观时，演员们还会停下脚步，即兴为大家演上一小段。最近的一
次“出走”，演员们唱了潮剧唱段《告亲夫》，引得观众拍手称赞。

“戏曲出走”是蔡柏轩在新加坡落地的第一个项目，看着自己
的想法成功实现，并且取得不错的反响，他很是欣慰。“我常说我们
要吸引自己的观众，我想现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跨界合作

“一些传统文化是‘关起门来’的状态，只在很小的‘圈子’里传
播。所以我们才给这次活动取名‘戏曲出走’。”

蔡柏轩觉得，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只是第一步。“我们要做的首
先是让大家对它有实感。”但他当然不只满足于此。

“第一次‘戏曲出走’之后我就在想，怎么才能把这个活动做得
更加好玩。”在潮州时，蔡柏轩了解到当地有一种叫做“歌册”的艺
术形式，正好他自己有组建摇滚乐队，于是灵光一闪，决定尝试跨
界合作。那是一次成功的演出，台下观众爆满，令人惊喜的是，他们
中大多是年轻面孔。事实证明，这样的融合是受欢迎的。“既然歌册
可以，那么戏曲应该也可以，我们期待着更多的跨界合作。”

“想要抓住观众，就要用好网络。”这是蔡柏轩总结出的经验。
通过“新加坡传统艺术中心”开设的社交媒体账号，“戏曲出走”活
动的精彩瞬间被更多网友看到。演员们也不定期地发布戏曲化妆、
戏服穿戴等幕后的细节，让这一场“出走”能走到线上，走进观众
心里。

谈到对未来的展望，蔡柏轩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在新加坡
也搞一个‘跑路艺术小组’，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精彩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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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悉尼总领馆与新州工商界交流

近日，中国驻悉尼总领馆举办主题为“加强经济
合作，感知中国文化”新南威尔士州（简称新州）工商
界走进总领馆活动。

中国驻悉尼总领馆代总领事王春生，新州投资
局、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澳大利亚中国总商
会等工商界代表近300人出席活动。

王春生表示，新州始终走在中澳交往前列，引领
两国经济合作，对双边合作具有示范作用。他希望新
州工商界抓住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机遇，让经贸继续
成为中澳关系的压舱石与推进器。

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新州分会主席支巧
玲发言说，澳大利亚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受益匪浅。随
着中国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两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
迎来新的合作机遇。 （来源：中新网）

巴西华人协会换届

近日，巴西华人协会在巴西圣保罗进行第23届理
监事换届选举。叶周永连任会长，王万瑞连任监事长，
蒋幼扬连任秘书长。

巴西华人协会成立于 1980年，是巴西成立最早、
影响力最大的华人社团之一。叶周永表示，华协自成
立以来，一直秉承爱国爱乡、服务侨胞的宗旨，在未来
的任期内，将继续积极组织各类文化活动，促进中华
文化在巴西的传播和发展。

王万瑞表示，华协将积极推动中巴两国在经济、
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搭建更多交流平台，为
两国的友好关系添砖加瓦。 （来源：中新网）

纽约华侨学校举办演讲比赛

近日，由纽约华侨学校主办的认字、诗词及演讲
比赛公布获奖名单，该赛事吸引约 400 名学生参加，
通过比赛的形式展示了学习中文以及锻炼语言表达
能力的成果。

纽约华侨学校校长王宪筠表示，学习中文对没
有基础的各族裔学生来说很难，但他们的坚持不懈
值得赞扬。她强调了学习过程的重要性，鼓励学生展
示才艺，提升自信，通过演讲比赛提高语言沟通能
力，建立自我认知。

王宪筠表示，此次比赛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现同
学们的才华和实力，也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学习的热情
和兴趣。 （来源：侨报网）

新西兰举办国际茶日活动

近日，新中茶文化交流促进联合总会在新西兰成
功举办第一届国际茶日活动。本次活动旨在弘扬茶文
化，促进新西兰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以“品味
茶香，以茶会友”为主题，吸引了众多茶文化爱好者前
来参与。

活动当天，会场内茶香四溢，参会者在欢笑声中
品尝各类名茶。茶艺表演更是吸引了不少观众，表演
者通过精湛的技艺展示了中国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从泡茶到敬茶，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茶文化的深厚
底蕴。

开幕式上，总会会长陈镁燕表示，茶文化不仅是
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连接世界各国人
民的纽带。她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让更多人了解
和喜爱茶文化，进一步推动新中两国文化交流合作。

（来源：东南网）

近年来，福建省连江县全面推进
渔业经济转型升级，大力推行科技兴
海、以养兴渔，采取金融、财税、科
技等方面的支持措施，大力发展特色
海洋旅游和近海生态养殖，推进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

图为连江县定海湾海域的海洋
牧场，海上养殖生产作业进入夏季
管护繁忙季节，渔民们驾驶渔船在
海面上作业，一派繁忙景象。

王旺旺摄 （人民图片）

耕海牧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