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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揭牌近 !"个月后，全球第一所
音乐孔子学院马上将迎来最重要的第
一年。随着时间表的逼近，位于北京中
央音乐学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音乐孔
子学院办公室主任刘月宁教授和她的
工作伙伴张乐心博士，越来越忙却有着
创业般的快乐，谈起要建立一个什么样
的音乐孔子学院，她们口中最频繁出现
的关键词是好好做、慢慢来。

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

坐标”

音乐孔子学院是 #"!#年 $月，经
国家汉办批准，中央音乐学院与丹麦
皇家音乐学院合作建立。学院设立于
丹麦皇家音乐学院，是全球第一所以
教授、宣传和展示中国音乐文化为核
心内容的孔子学院。

为什么会设立音乐孔子学院，首
先还得追溯到圣贤孔子。“孔子是很
喜欢音乐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音乐
家。他不仅懂得声乐韵律，而且会弹
古琴、吹笛、吹箫，他的音乐思想是
留给我们的一笔巨大财富。”刘月宁表
示。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

子的一个著名观点。诗书礼乐，不仅
是孔子的重要思想，也是中华文明的
源泉。孔子学院作为传播中华文化与
国学的机构，当然不能缺少中国音乐。

音乐孔子学院丰富了孔子学院的
内涵。正如丹麦皇家音乐学院院长特
尔·克拉鲁普所说：“音乐孔子学院是
中欧传统音乐互动的平台，希望能够
发扬孔子学院的优势，在不同的文化
和交流中探索音乐的奥妙”，刘月宁也
希望音乐孔子学院成为中国文化走出
去的新“坐标”，不论对于中国民乐的
发展，以及开辟新的就业渠道都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我相信以音乐为特
色的孔子学院或许会比语言更容易让
世界人民接受。因为音乐没有国界。”

寻找中国音乐的世界知音

世界范围内对中国音乐感兴趣，
并且想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也是音乐
孔子学院成立的推动力。刘月宁常年
在国外演出，十几年前，外国人看完
演出后会问她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
但这十年间，大家会先问她是不是中
国人，对她的乐器和演奏方法有浓厚
的兴趣。

匈牙利的“晓峰”，是刘月宁
#""$年在匈牙利做访问学者期间收的
“徒弟”。晓峰热爱中国文化，不仅做
了一个中文广播电台，还组成一支中
国民乐室内乐队。从扬琴到古琴，从
笛子到二胡……刘月宁从最基本的调
弦教起，有时甚至边学边教。
“在国内，让我教笛子、二胡，那

肯定是误人子弟，但在当时，就恨不
得把自己会的全教给他们。从那时起，
我知道自己不仅仅是一个音乐老师，
还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刘月宁说。

美国瓦索普莱尔大学音乐系教授
丹尼斯，曾经为该校孔子学院的祭孔
音乐做编曲。每当演奏这首乐曲，丹
尼斯总要求指挥，他说：“这首乐曲
听起来虽没有西方音乐严格的乐章形
式，却自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和规律。”
丹尼斯可能不知道孔子说过“随心所
欲不逾矩”，但他却通过祭孔音乐领会
到这层含义，领悟了中国艺术的“写
意”境界，成为刘月宁心中的“美国
知音”。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全世界不同肤

色、不同民族的外国朋友们来共享中
国音乐给他们带来的快乐。我觉得这

是一个总目标，我们会分不同阶段稳
步推进此项工作，把音乐孔子学院建
成世植根丹麦、辐射欧洲的中国音乐
中心。”刘月宁表示。

面向三类人群 不会硬性教

授

据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项目主管
张乐心博士介绍，音乐孔子学院主要
面向三类人群：一是丹麦皇家音乐学
院的学生，将中国音乐的课程注入学
院的教学体系中；二是招收当地乃至
周边国家主流社会一些爱好或者是对
中国音乐感兴趣的普通大众；三是所
在国的华人、华侨同胞。

音乐孔子学院的主要活动，将包
括为丹麦皇家音乐学院的本科生、研
究生开设与中国音乐相关的、程度较
高的学分课程；为学院所在社区的普
通居民和中小学生开设普及性的音乐
体验课程；组织各种形式的，以中国
音乐为主题的展览、讲座、演出活动；

还将在积累大量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开
发适用于外国人学中国音乐的教材和
普及性读物，并进行与中外文化交流
相关的研究活动。
“我们不会硬性地教授，他们喜欢

哪种乐器或者哪种表现形式，会根据需
要调整教学内容来帮助他们了解、学习
和理解中国音乐文化。”刘月宁表示。

据介绍，目前音乐孔子学院的中
方院长和汉语教师已经到位。正在进
行的是专业教师和志愿者的遴选派出
工作，同时进行全球志愿者招募活动，
建立人才库，通过培训后派出，更好
地为国家的对外音乐艺术教育和文化
传播工作服务。

还有一个月，首届音乐孔子学院
音乐节也是音乐孔子学院的启动仪式
系列活动将在丹麦举办，同时在仪式
当中还启动一个面向国外著名作曲家
和青年作曲家的一个作曲比赛仪式。
在音乐节期间，除了精彩的音乐会之
外，还要举办 % 件民族乐器的大师班
活动。

与世界分享中国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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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建起导演精心执导的影片 《萧
红》，以其与四个男性之间的情感描写
为线索，从萧红的觉醒抗争，抗婚失
败，身怀六甲成为一名失落的“娜拉”
开始，对她短暂而坎坷，颠沛流离的
凄惨人生经历，做了透彻准确的银幕
再现。萧红曾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

之一，亦被鲁迅先生认为是中国最有
前途的女作家。但才华横溢的她，命
运却遭受百般的折磨，历尽艰辛坎坷，
萧红只在人世间停留了短短的 &! 年。
然而，她却为我们留下了近百万字的
文字。她的作品思想深刻，发人深省。
其作品中揭示的女性与人类社会的主
题，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影片 《萧红》 属于大片纷飞年代
里出类拔萃的文艺片，它以其凄美、
精准、细腻、油画般的影像，把观众
带到生不逢时的萧红身边，共同感受
萧红复杂的内心世界。看影片时，观
众似乎看到萧红从银幕走来，返回她
思念一生但不愿回首的黑土地，像是
漂泊者在异乡对故乡的深情回望。片
中的萧红挨饿，受冻，贫困，在饥寒
交迫中表现出常人所不具备的坚强意
志，却被爱情这把双刃剑深深伤害而
击垮。造成她致命伤的情史，却成为

传奇。对萧红来说，她情路上的苦是
不言而喻的，因为她和萧军一起时，
怀着别人的孩子；她和端木一起时，
肚里孩子的父亲却是萧军……

影片在虚与实中，用文艺片的手
段，简明了萧红的感情世界。时代在
发展在进步，没有谴责，没有批判，
影片按照萧红真实的经历艺术化，在
情节的虚与实中娓娓道来。片中的萧
红不是主流抗日作家、战士，而是一
个人，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女人，一
个时尚前卫的女人，一个在男权世界
挣扎斗争的女人，一个在情欲和理智
中饱受煎熬的女人。片中展现了她敢
爱敢恨，为爱生为爱死的决绝，如泣
如诉地回顾了她颠沛流离漂泊的一生，
且以萧红自己的女性视角来叙事。

演员宋佳的演绎入木三分，天人
合一地赋予了角色鲜活的生命。在宋
佳的演绎下，萧红波折的爱情在时代

风云变幻中无比凄婉生动。也许是因
为宋佳身为哈尔滨人对萧红作品的理
解把握所致，萧红的情惑，她的坚强，
她的自我，她的觉醒……宋佳使萧红
逝去的生命鲜活起来，凄婉生动起来。
片中的影像，把观众带回到上世纪 &"

年代萧红的身边，让我们感受到萧红
的悲情与才情，看得让人心疼，让人
钦佩，让人感怀。
《萧红》是部出类拔萃的影片，以

其凄美、精准、细腻的摄影手法，荣
获了第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
金爵奖。唯美的画面，饱含深情细腻
委婉地讲述萧红可泣可歌的一生，抒
发了萧红命运里与众不同的诗意。对
东北大地雄伟壮观的冬季景色描写，
也让观影者为之心动。!#" 分钟对萧
红的一生来说，能够讲述明白已属不
易，这部电影作品，看了无论让人喜
抑或悲，都堪称成功。

《蔡国强：农民达芬奇》 大型个展，从 #"!& 年
#月—(月先后在巴西利亚、圣保罗以及里约热内卢
三个巴西重要城市展出。此次展览，是蔡国强先生
首次为巴西带来的其大型个展，也是中国的农民创
造首次进入南美世界。

巴西站的《农民达芬奇》，以探索人类创造力的

原点为主轴，集结遍布中国各地的个体农民追寻梦
想、对发明创造充满热情和勇气的故事，展现这些
看似业余、粗糙，甚至无视相关法规、异想天开的
手工制成品其背后的诗意美学和社会人文意涵。蔡
国强通过大量农民创造物及他们的现场制作或演示
活动，重新构造了公众参与的互动性装置艺术。讨
论中国农民对城市及现代化的贡献及其社会转型。

巴西的展览可谓一个艺术的军火库，以 #"!"年
在上海展出的作品为主体，根据巴西的文化背景及
三个城市场地的不同，重新构造出丰富多彩、游戏
般的装置空间，有航行在空中的航空母舰；好似在
水下运转的飞机、飞碟；凝结在冰窟里的潜艇舰队，
除此之外，还有一大堆能拉车、能放火、能画画的
机器人战士。

蔡国强邀请了农民发明家之一的吴裕禄及家人
来到巴西，他们把巴西的展厅改造成了通州的工房。
巴西的孩子也制作了成千的手工创造物，在三个城
市的巡回中成为一个流动的不断繁殖的工作车间。
同时，艺术家还以在巴西旅行、考察，经历狂欢节、
拜访大大小小的焰火工厂与手工作坊、采用巴西当

地的玩具烟花以及火药爆炸的一大批绘画，蔡国强
继续他一贯的与当地义工合作、对民众开放制作全
过程，共同享受了近 #"次大大小小的爆破。这些火
药草图作品融合了飞机、潜艇、机器人等创造物到
巴西狂欢节的游行队伍里，制造了狂野的浪漫风暴。

巴西展的策展人马赛罗·旦塔认为 《农民达芬
奇》 将中国农民艺术家朴实的创造力以及扎根土地
的深情，与巴西文化息息相连。对于世界制造业大
国之一的巴西，在全球化道路上正处在与中国相互
重叠的历史时期。这就是 《农民达芬奇》 来到巴西
的意义。
《蔡国强：农民达芬奇》巴西巡回展览，受巴西

文化部邀请，由巴西银行和
邮电局美术馆赞助，巴西银
行文化中心主办，首站为巴
西利亚（#"!&年 #月 )日—&

月 &!日），随后是圣保罗 （)
月 #" 日—$ 月 ## 日），最后
为里约热内卢 （* 月 #! 日—
(月 #"日）。

《萧红》是部成功之作

《农民达芬奇》巴西展出

!观影

!风尚

《百年巨匠》登陆央视九套
由中央电视台、中央新影集团与北京

银谷艺术馆携手打造，精心制作完成的大
型人物传记系列纪录片《百年巨匠》 （第
一部），&月 !%日起在中央电视台九套纪
录片频道节目晚间 #"：&"黄金时段亮相。
《百年巨匠》 以百年以来中国近代波

澜壮阔的沧桑历史为背景，以新颖的视
角，为观众展现出了 #" 世纪中国画坛上
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巨匠，该片第一部包括
《齐白石》 《徐悲鸿》 《黄宾虹》 《张大
千》。这是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部大
规模、全方位拍摄制作的关于近代艺术大
师、画坛巨匠的大型人物传记系列纪录
片。该纪录片计划拍摄 !# 位画坛巨匠，
每人分上中下三集，共 &$ 集。目前第二
部正在紧张地创作拍摄中，将推出李可

染、傅抱石、
潘天寿、林风
眠四位大师；
第三部计划推
出吴作人、李
苦禅、刘海粟、
关山月四位大
师。
（彭 文）

南音进警营传承闽南文化
为进一步加强警地文化交流活动，构

建和谐美丽乡村，福建泉州边防支队深埕
边防派出所近日联合石狮市南音艺术家协
会卢厝南音社代表团开展“南音进警营，
传承悠久闽南文化”活动。

活动中，该所巧妙地将警营文化与南
音文化相互融合，在边防所文化休闲场所
上，代表团为边防官兵展示了二弦、琵
琶、二胡等乐器，详细讲解了南音的历史
和文化，并现场演奏了起来，传统文化的
魅力深深吸引住了边防官兵的眼球，边防
派出所展示了警营文化灯箱、文化宣传
栏、主题荣誉室、警营文化长廊、休闲运
动吧等文化场所，官兵还拿起自己经常弹
奏的吉他向老师请教音乐之间的差异，构
建了和谐警民关系。（邓志新 张小龙）

著名作家王蒙，近日在武汉大学做了

一场名为“语言的功能与陷阱”的讲座。

他在讲座中说，“视听产品和网络如此发

达，产生了文学可能消亡的观点。文学需

要语言符号承载，但目前来看，语言的吸

引力远不如画面声音来的使人轻松，比如

大家看《红楼梦》的电视剧，里面有美丽

的林黛玉，有体贴的贾宝玉，有直观的画

面，都不想去看 《红楼梦》 的书了。”王

蒙说他为此很担心：因为语言和人的思想

联系最紧密。教育学家有研究表明，受教

育程度低者，很难在语言上有足够的发展

……

看完王蒙的这段评论，不由得让我们

想到如今的文化现实。这的确正如王蒙所

说，我们的思想、精神和心灵，正在受到

技术、网络等各方面的进攻。我们受到了

各种图像的进攻，这些图像不给我们任何

空闲去思考；我们受到各种印刷品的进

攻，这些印刷品使我们不必再去思考。我

们把思考的任务交给了“视听产品和网

络”，这造成了我们精神的贫乏，思想能

力的退化，这种实质的丧失甚至会波及我

们的创造活动。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王蒙

为什么说发达的视听产品取代了我们的文

学阅读，为什么要忧虑和警示“文学可能

消亡”了。

真正的文学、真正的文学阅读的失

落、没落，在不同的文学历史发展时期，

都能很轻易地找到这样的例子和事实。而

今天，现实的文学环境、阅读潮流，也的

确正是这样的一种情形。现实中，我们每

个人都听到了更多的声音，从各个方向传

来；也看到应接不暇的画面，包括新产品

广告、电视新闻、肥皂剧……商业利益制

定的潮流将人变成附庸；世界成了各类大

潮流、大事件、大人物和抽象数据理论构

成的庞然大物。迷失、空虚占据了披着虚

荣外衣的人们。而我们听到的发自心灵和

灵魂的文学的声音，却日渐稀少。

再看看大众读者的阅读趣味，现在图

书界畅销的或者大众读者所广泛阅读的，

是以文学名号或者文学的面貌出现的“读

物”为主，而文学、文学作品或者真正的

文学的阅读，则越来越不足，越来越少

……恐怕谁都不能回避当今文学界、阅读

界的这样一个尖锐的现实，就是文学在日

渐没落，各种各样的“读物”泛滥、风

行。

因此，王蒙告诫大家“文学可能消

亡”，实际上就是警示我们，在今日“视

听产品和网络如此发达”的情况下，我们

需要抢救我们的文学的感受力，我们需要

从文学的阅读中汲取和培养思想的能力，

精神的能量，我们需要通过真正的文学阅

读重获感受欢乐、悲伤、同情、愤怒的能

力。文学使我们的生命充满活力和激情，

成为精神健全、饱满的人。文学会让我们

呼吸从容、目光清澈、神情舒展、容貌亲

切，会让我们心灵与心灵相互靠近。文

学，会让浮躁不安的人沉静地坐下来，阅

读、思考他人的生活、他人的感受，从而

缓缓走进自身的内在，逐渐唤醒他生命里

本就存在的各种感受力。人类的文学宝库

中所蕴藏的感动与美妙，会成为我们的新

生之门。这就是我们今天更需要文学、文

学阅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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