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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深圳周刊

【法国电台设立“深圳日”】

记者随机采访了十几位观众，他们无不对这场演
出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带着两个孩子的伊拉克
人布米亚激动地对记者说：“我们听懂了，并理解这
部作品所传递的关于和平、对话、进步、勇敢等信
息。”她身旁的女孩儿大声喊道：“我们尤其喜欢鼓
声。”另一名法国观众表示，演出“非常与众不同，
歌词优美又富有深刻内涵和寓意，完全体现了中国的
人文精神”。还有法国观众认为，歌词“通俗易懂而
强劲有力”。
“气势宏伟！这是一场音乐盛会，同时又富含诗

意和哲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班德
林对记者说：“不同国度的观众共赴这场和平之约，
我非常欣赏。儒家思想所传递的价值让我们看到中国
如何在 !"""年文明中形成这些思想，又是如何将这
一思想不断发扬传承。”

法国音乐评论人洛朗·沃姆斯则认为，这是法国
知识分子和音乐爱好者得以深入了解和接触中国文化
的良好开端。他告诉记者，法国古典音乐广播电台把
# 月 $% 日设为“深圳日”，从早上 & 时至 $$ 时滚动
播报《人文颂》的精彩片段和对词曲作者的采访，估
计有 $'万至 ('万听众收听。

【中西方音乐完美结合】

由深圳交响乐团及其合唱团演绎的 《人文颂》，
是深圳历经 )年精心制作的大型音乐作品，意在着力
探索和打造融通中外的文化新表述。这部作品在借用
西方人熟悉与喜爱的交响乐形式讲述中国故事方面，
做出了成功的尝试与实践。担任此次演出乐团指挥的
张国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音乐没有国界，是大
家共同的语言。交响乐恰恰是全世界都认同的一种表
演形式。在他看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远远少于中
国对世界的认识，作为文化使者，艺术家有义务把中
华文化推向世界。”

用班德林的话说，“这是中西方古典音乐的完美
结合！”虽然《人文颂》采用的是西方音乐表现形式
和手法，但其中不乏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呈现了东西
方音乐的交汇与相融。据介绍，为了用西洋乐器奏出
中国味道，作曲家王宁曾六上曲阜找灵感并三易乐
谱。他对记者说：“我尽量去表现出中国先秦时期古
朴、典雅的风格，也运用了一些配器手段来描绘编钟

等古乐器的音韵，尽量做到既古朴又当代。”
在巴黎的演出中，乐团还邀请了 *' 名外国歌唱

演员参与《人文颂》的合唱。他们都来自法国“音之
异”合唱团，仅仅经过两个下午的刻苦排练，就做到
了用字正腔圆的中文与中国音乐家同台演唱。合唱团
团长莱奥·瓦林斯基评价说， 《人文颂》 “完美融合
了多种风格，尤其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占有很大的分
量”。深圳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手陈学青也表示，
“其中有很多新的表现手法，能感觉到京剧的旋律。”

【献给世界和平的音乐之礼】

其实，《人文颂》最大的魅力还在于其承载的中
国文化核心价值观念。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
使衔代表尤少忠对记者说，《人文颂》传递了中华优
秀传统思想。这一思想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同
时也符合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人文精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认为，
《人文颂》 所诠释的“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与教
科文组织近年来倡导的新人文主义是一致的，思想内
涵深刻。

演出承办方、文明间对话音乐协会主席玛丽·玛达
沙希也指出，《人文颂》是对人文主义的颂扬，是对数千
年前开启了中华文化的伟大儒家思想的赞美。她相信，
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音乐佳作，将会带领人们走向丝
绸之路的古老传统和与和谐世界融为一体的美好未
来。
“儒家的思想和实践就是以教育促进人类和平。”

与中共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共同为《人文
颂》谱写歌词的中共深圳市委外宣办主任韩望喜，用
两个“高度契合”强调这场演出的意义：一是《人文
颂》与今年国际和平日的主题“以教育促进和平”高
度契合；二是儒家“和而不同”的教育理念，同教科
文组织提倡的尊重文化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间对话
交流与包容高度契合。

他说，《人文颂》是献给世界和平的作品。孔子思想
推崇建立“大同世界”，今天的中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
理念，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梦，因此，意在颂扬中华民族复兴的《人文
颂》，同时也是献给伟大中国梦的作品。它在国际舞台
上的亮相，不仅彰显了中国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也表达
了中国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价值体系建构并为推进世界
和平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良好意愿。

（本文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王 芳摄）

《人文颂》凸显深圳文化担当

10年来，这座年轻城市的文化发展突飞猛进，举

世瞩目。200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提出“文化立市”

战略。10年间，政府财政文化投入逐年增加，市级财

政文体广播事业总预算从2003年的6.45亿元，增长到

2011年的30.1亿元。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增加值从2003

年的 135.3亿元 （占整体经济总量的 4.73％） 发展到

2012年的1150亿元，占全市GDP的9%，年均增速超

过20%。

工商发达之地，必是文化兴盛之都。深圳 10年来

3个项目获得文化部文化创新奖，先后4次获得“全国

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称号，成为中国城市文化发展

的风向标。

深圳将其文化追求概括为一句话：“全球视野、民

族立场、时代精神、深圳表达”，阐明了深圳作为特区

的文化担当。 《人文颂》 就是这种文化担当最好的诠

释———创新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做中华文化的使者，推

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与世界文明对话交流，致力于

中华文化复兴和“文化强国”的城市实践。

深圳的文化担当意识与文化创新实践，不仅是一城

一地的文化探索和文化实践，而且是在中国和平崛起文

化战略中，与文化立国强国的伟大创造和宏伟目标密切

关联，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强烈的时代精神、鲜明的

国家立场的“深圳表达”。深圳能够紧跟世界文化的潮

流和趋势，密切关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

的基本态势，正确理解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对区域文化建

设的发展要求，催生新的文化自觉，进行理性的自我定

位。

《人文颂》既是继承更是创新

作为《人文颂》总策划，王京生一直强调：任何伟

大的复兴，都是汲取历史精华、融合时代观念的创新过

程。中国儒家思想中真正有活力的正是它的人文性、民

族性和人民性，这是深圳创作大型儒家文化交响乐《人

文颂》的主要原因。创作《人文颂》，就是要寻找新的

意涵、活的文化，挖掘、弘扬儒学传统文化的当代价

值，回到人的本身，回到人的价值上去。以儒家思想占

主导的中华文明既是悠久的又是崭新的，应该在新的时

代，用它的价值和光辉，沐浴着全人类。

作为《人文颂》文学脚本创作执笔者，深圳市委对

外宣传办公室主任韩望喜认为， 《人文颂》 所歌颂的

仁，不是我们以前所说的“妇人之仁”，而是以人为本

的人性关怀。对应的现代价值观念就是博爱、包容。

义，不是所谓的君臣之义，而是以人为本的正义大道。

对应的现代价值观念就是正义。礼，绝不是孔子对周礼

的热衷和恢复旧制度的政治追求，更不是等级森严的封

建礼教，而是以人为本的和谐之道。对应的现代价值观

念就是秩序、和谐。智，是以人为本的人生智慧。信，

是以人为本的生命承诺。

深圳的《人文颂》不是为了精神复古，也不是简单

的文化凭吊，而是要彰显儒家文明在当代政治制度、公

共政策、社会实践的层面上应当被传承和光大的价值内

涵。正是这种创新性的时代表达让传统的儒家文化精神

具有现代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

娃为《人文颂》巴黎演出专门发出书面致辞，称赞《人

文颂》主题与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新人文主义十分契合。

这也是她热情邀请《人文颂》赴巴黎演出的根本原因。

文化只有创新才有未来

中华文化的复兴必然是基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上

的一种创新文化的兴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

像《人文颂》一样，对传统文化进行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的推陈出新。

文化的创新既是方法上的，更是观念上的，它创造

文化的增量，决定着文化的未来。深圳近年来在文化产

业发展中探索出文化 +科技、文化 +金融等文化产业

发展新模式，催生了华强文化科技、雅昌文化集团等一

大批创新型文化企业；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探

索出市民文化大讲堂、24小时自助图书馆、政府公益

文化基金管理等一系列创新举措。更重要的是深圳在观

念上的创新，深圳率先提出21世纪“拼文化”的理念，

让“以文化论输赢、以文明比高低、以精神定成败”成

为社会共识；率先提出“文化立市”战略，确立以“维

护国家文化主权”与“实现市民文化权利”为核心的

“文化强市”目标。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时，深圳举办了“深

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评选活动，“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让城市因

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等当选十大最具影响力的“深圳

观念”，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由“十大观念”的故事

结集出版的 《深圳十大观念》 受到全国上下广泛关注，

并引发了全国性的“观念阅读潮”。“深圳十大观念”

是深圳精神与深圳文化最鲜明的符号，是一个时代的精

神坐标。

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需要更多像“深圳十大观念”

和《人文颂》这样新的文化创造。

金声玉振，鼓乐和鸣。在激越浑厚的乐曲

声中，深邃悠远的歌声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会堂响起———“仁慈之心，

如同大地，包容人类成兄弟”。

9月21日是国际和平日。当天晚上8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了大型儒家文化合唱交

响曲《人文颂》专场音乐会。演出现场座无虚

席。前来观看的有各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使团代表、法国文化艺术界人士以及中国驻法

国大使馆官员。逾千嘉宾欢聚一堂，共享音乐

盛宴。

这是《人文颂》的国际首演。5个华彩乐

章，分别以“仁、义、礼、智、信”为主题。“善待他

人就像自己，不分种族和地域。”《人文颂》用精

辟简洁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诠释了儒家思想要

义，用音乐向世界娓娓述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

的热切心声以及中华文化的价值与光辉。在一

个多小时的演出中，乐曲伴着合唱，或铿锵激

昂，或婉转流畅，或庄重威严。起伏跌宕的旋律

和寓意深刻的哲理，令观众沉醉。

国际和平日是联合国重要的国际纪念日之

一，呼吁全球在这一天停止战火和暴力。《人

文颂》专场音乐会，为今年的国际和平日纪念

活动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演出结束后，观

众们纷纷起立，报以热烈而经久不息的掌声。

用音乐向世界讲述中国梦
———记大型合唱交响曲《人文颂》在巴黎成功举行国际首演

本报驻法国记者 王 芳 李志伟

观众在仔细阅读演出资料手册。

深圳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手陈学青在排练时与外国

同行切磋技艺。

演出结束后，观众起立鼓掌。

9月 21日，一场题为 《人文颂》 的大型

儒家文化交响乐在巴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部

奏响，引发国际舆论广泛关注。它来自中国深

圳，从创意、文学脚本创作、音乐创作到演出历

时7年之久，数易其稿，十余位学者、艺术家和

数百位演职人员参与其中。所有的执著和艰辛

都为着一个目标：让世界了解中国。正如《人文

颂》总策划，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所

言，“《人文颂》的创作目的在于用音乐这种无国

界的艺术形式告诉世界，‘我们是谁’，要在世界

文明的舞台上唱响华夏正声。”

开阔的国际视野 强烈的时代精神 鲜明的国家立场

解码《人文颂》走向世界秘籍
■ 杨世国 程全兵

图为法国观众排队入场观看《人文颂》演出。 郑东升摄

图为法国观众仔细阅读《人文颂》介绍资料册。

图为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