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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情缘

卞会宾出生于戏曲世家，童年时期的
他就跟随父亲听戏看戏，耳濡目染中体会
着戏曲的魅力。他从 9 岁开始学习戏曲打
击乐中的板鼓，1978 年考入中国戏曲学院
音乐系。

刚入学时，戏曲学院实行甄别制度，
对入学新生进行末位淘汰。那时的卞会宾
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练习 6 到 8 小时，
永远比别人练得多。同学每天清早都会听
到他练习板鼓的声音，最终，他以优异的
成绩留在了学校。提起那段日子，卞会宾
说：“那时一点也不觉得辛苦，因为这是
我的兴趣所在。”

毕业后，卞会宾选择了留校，补上了
戏曲学院青黄不接的教师班底。当时，面
对着大部分同学选择去剧团工作的情况，
他也曾十分纠结。在与老师交流过程中，
卞会宾意识到，想要传播戏曲文化，任教
是更好的方式之一。剧团工作只需要了解
自己演奏的部分，但是任教却需要关注更
广泛的领域，这让想要不断挑战自己的卞
会宾下定了决心。“教授戏曲需要不同于剧
团演奏的横向思维，自己不擅长的部分也
需要研究，我希望不断提升自己。”卞会
宾说。

在戏曲学院时，他结识了自己的太太
黄萍女士。他们是同一届入学的同学，黄
萍是一位优秀的刀马花衫。一次校园剧目
的彩排，让卞会宾见到了戏曲表演时魅力
十足的黄萍，他在为她伴奏时体验到了十
足的默契，戏曲带来的缘分让他们有了很
多共同话题，最终组建了家庭，怀着对戏

曲同样的热爱，共同传播戏曲文化。
1990 年，新加坡当地邀请戏曲学院六

十多名演员来此演出，卞会宾和太太便来
到了新加坡。由于当地缺少专业的团队和
人才，他每天都需要表演两场，常常是动
感较强的武打戏。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戏曲，
卞会宾最终决定来到新加坡传承戏曲文化。

初到狮城

1995 年 ， 卞 会 宾 正 式 来 到 新 加 坡 ，
协助艺术之家推广京剧。但刚来到这里
的 他很不适应，他发现戏曲传播想要在
这里起步十分困难。首先是语言问题，当
地很多人中文并不熟练，很难进入戏曲
情 景 。 其次，中国戏曲在新加坡相对小
众，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于是他做了一
个 大 胆 的 决 定 —— 转 战影视领域。1997
年，他成立了合田影视制作公司，负责做
一些演出直播，影视方面收入更多，可以
用这方面的收入来养活戏曲。

直到 2009 年，在新加坡政府的支持
下，卞会宾成立了新加坡华族戏曲博物馆。
2010 年，紧接着成立了新加坡华族戏曲协
会。他慢慢发现，戏曲博物馆与戏曲协会
可以形成一对相辅相成的机构，戏曲协会
负责“教与演”，不仅仅要教会学生戏曲，
更要让他们上台呈现出来，而戏曲博物馆
刚好可以提供平台和场地。这样一来，戏
曲协会的人可以在博物馆排练、上课、演
出，共同传播戏曲文化。

创立博物馆的过程中，生存问题依然
难以回避，场地问题就让卞会宾十分头
疼。戏曲博物馆不同于一般的文物博物
馆，不仅仅要展出戏曲的行头、服装，真

人表演也是不可缺少的。博物馆采用预约
制，游客来到这里就可以观赏到高水准的
戏曲演出，也会有短视频放映和真人讲
解。最开始他们将场地定在旅游景点，有
一天，一个旅行团来到这里，卞会宾热情
地邀请他们到博物馆参观，而车上的游客
却不愿下车，宁愿在车上睡觉也不想进来
了解戏曲文化，这让卞会宾十分难过。于
是他开始思考，场地选择方面是否出现了
问题。他开始试着将场地转向普通购物中
心，把戏曲艺术以更接地气的方式传到民
众中间去，终于吸引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在卞会宾到来之前，新加坡的戏曲演
出都是票房式盈利模式，演出只为了票房，
这在卞会宾眼中娱乐性过强，而他想做的
却是传承，把戏曲真正当作国家宝贵的传
统艺术来发展，这让他摒弃了赚钱更快的
表演方式。因此，哪怕吸引到了关注，戏
曲协会的维持依然是很大的难题。这些年，
卞会宾一直用自己的钱去贴补戏曲，终于，
在他的坚持下，吸引了一些商界知名人士
来进行资助，这才使戏曲协会支撑下去。

“我一个人扛不了这么大的花销，但各界的
知名人士为了传承戏曲文化，都会资助我
们，我们为此很感动。”卞会宾说道。

传承文化

在新加坡的这些年，卞会宾的戏曲协
会坚持演出不卖票，门票全部赠送。希望
可以通过降低门槛的方式，让更多人进入
剧院。他和太太开办了免费戏曲唱腔班，
每年招收 20 人，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来学
习，很多新移民都积极报名参与。许多年
轻人来到这里后都想要学习最难的剧目，

但他坚持因材施教，根据这 20 个人的水平
和特点量身定做一出剧目，“人不能好高骛
远，哪怕简单的戏曲在台上演绎也很光
彩。”卞会宾说道。

唱腔班中大部分学生都是口口相传前
来学习的，曾经有一位学生来到这里，点
名要学习戏曲的身法，因为看到朋友在学
习戏曲后变得非常优雅，言谈举止很有美
感，这让他产生了对于戏曲的兴趣。卞会
宾认为：“舞台上塑造的人物都是温文尔雅
的，学了戏曲后，不会弓腰驼背，永远保
持一种优雅风度。”这种潜移默化的传播吸
引到了更多人，卞会宾也希望有更多人能
够欣赏到戏曲中独特的东方古典美学。

除了唱腔班，卞会宾还会到中小学和
大学校园中普及戏曲教育，但一些中小学会
要求协会演绎特定的搞笑剧情，“我们还是
要坚持戏曲中‘手眼身法步’这些基本的标
准，不想糊弄小孩子。”对艺术的严格标准
让他们谢绝了一些邀约，“我们要让大家知
道传统戏曲一路是怎么过来的，传承艺术更
要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观。”卞会宾说。

为了让戏曲更好地传播海外，卞会宾
创办了每两年一届的新加坡国际戏曲节，
希望可以作为桥梁来促进新加坡戏曲和世
界各地戏曲的交流。看着台上不同肤色不
同民族的人们一起合作一出戏曲，卞会宾
十分欣慰。卞会宾说：“学戏的人都爱演
出，上台演完还想出国演，与世界交流能
更快地提升自己。”

这些年，卞会宾始终坚持按照中国戏
曲学院教学的标准传播戏曲文化，提到戏
曲，他依然充满激情。未来，他还是会坚
守在传承戏曲文化的第一线，让更多人感
受到传统戏曲的魅力。

沈伟是一名美籍华人编舞家，他善于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找
到共性，创编一支支灵动的现代舞作品，用丰富的肢体动作表达生命
的力量。

从零开始

1968 年沈伟出生于湖南湘阴，父亲是当地湘剧团的导演，他从小
受到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小时候经常看到父亲伏在案边创作的身影，他在写剧本、练
书法或者画画。我还看到他给演员排练。这无形之中激发了我对艺术
的兴趣。”沈伟回忆道。

9 岁时，沈伟考入湖南省艺术学校湘剧科，经历了 6 年严格的科
班教育，唱念做打，样样不落。沈伟介绍道：“那时我一年才回家两次，
见父母很少，身体和意志都经历了很大挑战。”

上世纪 80 年代戏曲式微，沈伟放弃了湘剧演员的工作，赴考中
央美术学院，但由于文化课成绩不合格未能被录取。这扇门关了以
后，沈伟又尝试推开另一扇门。他在 19 岁时考入广东舞蹈学校，并创
作了人生中的第一部专业性现代舞《太阳依旧升起》。

1991 年，沈伟与同一批毕业的同学一起成立了大陆首个现代
舞团——广东实验现代舞团。在这里，他既编又舞，作品多带有孤独
敏感的气质，比如在独舞段落《不眠夜》中，失眠青年与枕头共舞，以
表现无声的情绪。1994 年，沈伟凭借这部作品，荣获中国首届现代舞
大赛编舞及舞蹈表演的双料一等奖。

在沈伟看来，每次学习新的东西都是从零开始，不断突破，而此
前学习戏曲和绘画的经历为他打好了作为艺术家的基础。

远赴纽约

1995 年，沈伟独自前往纽约。他想出门看看世界。
“我是学校里唯一的华人学生。初来乍到，经济条件不好，我借宿

在朋友家里。”沈伟回忆道。
来到纽约的前几年，沈伟几乎每天都在音乐会、博物馆和剧院

里度过，学习文学、音乐和电影，靠着教课、卖画和在剧场演出维持
生计。

尽管生活艰难，沈伟依然对美非常执着，认为一切美的东西都可

以表现人的情感，精神和智慧。他说:“我有很强的求知欲，我想知道
怎么呈现美，怎么掌握美的表现形式，以及怎么创造我要的美。”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9 年沈伟创作的作品《声希》在欧洲上演，融
合了东方传统美学与西方现代艺术，引起很大轰动。“声希”一名取自
于老子《道德经》中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舞台上以八大山人的巨
幅画作为背景，舞者们宛如“鱼”一样融入其中，引领观众共同感知对
时空、生命的探索。

2000 年，沈伟的作品《天梯》在美国舞蹈节首演，创作灵感源自比
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保罗·德尔沃的绘画作品，巨大的白色楼梯横贯
舞台，舞者身着长裙，挺拔静立，或缓慢游走，引发灵魂深处的哲思。

这部作品入选当年《纽约时报》十大最重要的舞蹈作品之一。沈
伟开始进入西方主流视野，他说：“有时候就差那么一步，过了最艰难
的时候，就能看到未来了。”

世界巡演

2001 年，沈伟成立了沈伟舞蹈艺术团。后来他陆续创作了《春
之祭》《地图》等作品，并在全球 100 多个城市、40 多个国家演出。

沈伟的创作理念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注重将人体的
动作与书法的线条相结合，并融合国画的元素，创造出一种新的
艺术语言。

沈伟受邀担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节目《画卷》的编导。舞者行云流
水地飞转，留下云纹、山河、日出的图案，渲染出一派山水画的意境。

演出之外，沈伟平时会在舞团上课、排练。他也很关心和照顾大
家的生活，比如外出巡演可能会不习惯当地饮食，会生病，会受伤
等等。

在正式登上舞台之前，所有人都要训练。沈伟说：“演《声希》和
《天梯》这两部作品之前，我们会养神、打坐。我们还会围成一个圆圈
鼓励对方，一起呼吸，一起感受。虽然每个人的性格和状态都不一样，
但在舞台上，我们是一个群体。”

沈伟相信，只有当所有人的呼吸和心跳都同步时，才能真正创造
出有灵魂的作品。在今年 8 月，他将携作品《天梯》和《声希》在国内 5
个城市再度巡演，这寄托了 25年回顾的意义。

对于沈伟来说，艺术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支撑。在创作的时候，
他感觉到自己所有的困难和压力都不见了。时至今日，他依然努力打
磨新的舞蹈作品，将美呈现给观众。

卞会宾，新加坡华
族戏曲协会会长、新加
坡华族戏曲博物馆馆
长，2014年创办了两年
一届的“新加坡国际戏
曲节”，为中国传统戏曲
在海外传播默默耕耘。

新加坡华族戏曲协会会长卞会宾—— 

“传承艺术和传统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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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澳大利亚曲艺艺术节举办

首届澳大利亚曲艺艺术节近日在悉尼和阿德
莱德成功举办，吸引了众多华人及曲艺爱好者。
活动由中国煤矿文工团、澳大利亚曲协等联合主
办，为弘扬中华传统曲艺文化，为海外华侨华人
呈现文化盛宴。

艺术节汇集了中澳知名曲艺艺术家，节目形式
多样，包括快板、相声、单弦、苏州评弹等，受到
观众热烈欢迎。特邀的国家一级演员应宁、相声演
员叶蓬和国家一级演奏员郑力文等人为观众带来了
精彩表演。

悉尼和阿德莱德的观众对演出反响积极。艺术
节还为悉尼华夏中文学校的学生带来了曲艺课程，
增进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兴趣。

此次艺术节不仅让在澳华侨华人感受到家乡文
化，也为当地民众提供了了解中华曲艺的机会，推
动了中澳文化交流与合作。观众表示期待未来能有
更多此类文化活动。          （来源：东南网）

 中华文化大乐园新西兰开营

2024 年中华文化大乐园—新西兰奥克兰营于近
日在奥克兰爱普森女子文法学校开营。中国驻奥克
兰总领馆总领事陈世杰、新西兰国会议员张隽浩、
新西兰华社服基金会主席陈林思敏等 300 余人参加
了开营仪式。

陈世杰总领事强调了中文在新西兰的普及和中
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鼓励孩子们成为中新文化交
流的桥梁。华侨大学华文教育处处长涂伟表示，华
侨大学致力于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此次活动准备了
丰富的中国文化体验课程。

新西兰国会议员张隽浩与青少年互动，激励他
们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教师代表王尔义教授承诺
以专业教学方法为学员提供愉快的学习体验。学员
代表于东生同学表达了认真学习中国文化的决心。

此次活动是华侨大学举办的第 28 场中华文化大
乐园活动，内容包括音乐舞蹈、书法国画、手工舞
龙舞狮等传统课程，以及版画、空竹、中医养生等
创新课程。                （来源：中国侨网)

世界惠州同乡恳亲大会在新举行

第十一届世界惠州 （府署） 同乡恳亲大会 （世
惠会） 近日在新加坡举行，来自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惠籍海外侨胞及港澳台代表、各界友好人士共襄盛
举。惠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赖建华率领惠州代
表团参加。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蔡其生、
新加坡惠州会馆荣誉会长拿督斯里郭观华等侨团、
社团负责人出席。

赖建华在致辞中肯定了世惠会对于促进惠州与
海外交流合作的积极作用，并表示惠州正努力打造
广东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希望乡亲们继续支持家
乡建设，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新加坡惠州会馆会长
萧立娟表示，将继续推动惠州对外合作交流。

大会为期两天，期间惠州代表团进行了拜访、
举行了惠州论坛和投资推介会，并达成多个合作项
目。世惠会自 1994 年发起以来，已在多个国家和地
区举办，下一届将由香港惠州社团联合总会举办。

                      （来源：中国侨网）

近年来，福建省莆田市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组织当地电力、渔业、
国企等部门发展海上光伏发
电，提供绿色清洁能源，将
光伏发电与渔业养殖相结
合，形成“水上能发电、水
下能养鱼”的生态美景，助
力节能减排同时，促进当地
经济、生态双丰收。

图为近日，位于莆田市
涵江区的创能涵江兴化湾
100 兆 瓦 渔 光 互 补 光 伏 电
站，与田野、村庄、道路、
滩涂等相映成景。

谢贵明摄 （人民视觉）

绿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