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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学术交流，收获良多

“2014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是由文化部、中国社科院主办的针对国外青
年汉学家的首期学术盛宴。今年共有来自美国、法国、哈萨克斯坦、印度、
韩国等15个国家的18位青年汉学家参加。

与学术活动给人的单调、乏味、刻板感觉不同，此次研修计划安排得丰
富多彩，相当开放。青年汉学家们先是参加了厉以宁、葛剑雄、王蒙、许渊
冲、郭建宁、单霁翔等权威专家学者主讲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中国作品翻译”“中国文化和中国梦”等专题讲座，广泛涉猎当今中
国的各个方面。之后，他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领域深入到中国社科院、
中国艺术研究院、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合
作单位，与专业同行互动。

将唐朝韩愈的散文翻译到韩国的汉阳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高光敏告诉笔
者，他曾多次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上海、长沙、北京等城市都有他的足
迹，“但以往多是两国之间的学术同行进行切磋，没想到这次是与来自不同国
家的不同领域的汉学家一起交流。”专题讲座中，与不同国家、不同知识背景
的人交流让他的学术视野拓展开来。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汉语教师达沙，曾在南开大学留学，回国后一直致
力于汉语语言的教学。这次她到北京语言大学进行研讨，从中全面学习到汉
语的产生、演变，了解到中国国家汉办对汉语国际教育的项目，聆听了学者
对当代中国梦外延的讲解。

法国巴黎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中国书画部主任易凯曾经在中国美术学院
留学，很喜欢中国的书画艺术，几乎每年都会过来，“之前去过故宫很多次，
但都是作为游客，这次到故宫书画部去研讨，看到很多明清以来的真迹，对
自己很有用。”

回国后继续投身汉学

看到青年汉学家们各有收获，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政法处处长朱琦很高
兴：“之所以举办这个活动，就是为了帮助青年汉学家更加客观、公正、深入地认
识和研究中国，加深彼此间的全面认识，加大世界对当代中国的关注。”

据介绍，参加此次研修计划的青年汉学家们在开班前都曾根据自己的学
术领域和科研项目进行申请，期望在21天的研修中可以大规模地接触第一手
资料，并获得相应的支持。研究中国特色话语传播的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
术院高英姬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交流时，从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看到
了很多有用的书籍，“让我对自己的研究更有信心。”她说。

有一些青年汉学家打算回国后根据这次的见闻加大对当地汉学的推广。
“现在白俄罗斯的汉学研究还是一片空白，我想以后建立自己国家的汉学研究
协会。”达沙说。她希望可以有更多的白俄罗斯学生和学者到中国来学习、研
讨。而曾先后在北京语言大学和清华大学读书的保加利亚金娜女士也对自己
今后的学术道路充满期待，一直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感兴趣的她已经翻译起徐
志摩的诗歌。“现在中国文学的保加利亚语翻译还不多，我希望自己可以在这
方面多做些贡献。”

据介绍，“2014年青年汉学研修计划”7月22日结束后，青年汉学家们将
陆续回国。朱琦表示，这个计划并非一次性的短期交流，而希望办成一个长
期稳定的交流项目，第二期很快就要在9月开班，届时将有两倍于第一期参与
人数的汉学家参加研修。“这个项目汇聚了各国青年汉学家和中国问题研究
者，他们都有一定研究成果和发展潜力。短期看来，人数也许有限，但如果
能坚持办下去，5年、10年甚至20年后，它所产生的影响力和交流效果将会
是非常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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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看中国”中外青年影像计
划于7月2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展
映式。参加展映的5部代表作品是从
中美青年北京行、中美青年天津行、
中法青年北京行、中印青年天津行以
及中澳 （澳大利亚） 青年苏州行所摄
制的 30 多部影像作品中推选出来
的。这些影像作品从不同侧面观察并
记录了当代中国代表城市的典型中国
文化元素。

“看中国”中外青年影像计划是
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
究院发起并组织的文化体验项目，旨
在搭建一个文化沟通与交流的平台，
让参与“看中国”的外国青年对中国
城市进行文化考察，并记录、制作让
其生发感触的影像作品。

今年参与的外国青年共 59 人，
从300多位报名者中根据提交的选题
质量择优录取，分别来自美国、英
国、法国、澳大利亚、印度、新加
坡、韩国等 7 个国家 8 所知名高校。
这些外国青年都是第一次来中国，他
们在中国学生一对一的协助下，通过
亲身体验北京、天津、苏州、大连、
长沙等五个城市，各自拍摄一部以中
国文化为主题的影像短片。

这些短片里观察、记录的中国文
化元素中，有对中医、版画、昆曲、
书法、饮食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近距离
接触，也有对大众生活中的各色交通
工具、不同职业状况、多种舞蹈生
活、中式礼物等现象的观察、比较和
文化解析，还有关于中国人对待爱
情、婚姻、家庭生活等问题的心态分
析和伦理文化解读等。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杨远婴、北京
大学教授陈旭光、著名纪录片评论人
徐秋丽等对本次展映的代表短片从多
角度发表了点评。专家们指出，这些
影片是第一次到中国来的外国青年摄
制的，片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特殊角
度，也体现了他们的文化心理特征和
观察角度，如印度组的作品带有宝莱
坞的印记，从而让作品本身就体现了
文化的交流，别具一格。

苏州大学倪祥宝教授、印度萨蒂
亚吉特·雷伊影视学院教授乔杜里、
美国波士顿大学吉奥夫·伯伊斯特教
授、法国ESRA高等视觉学院阿尔赛
梅·帕迪里奥尼分别代表各组发言，
表达了对“看中国”中外青年影像计
划的充分肯定和赞赏，并呼吁项目持
续组织下去并尽可能再扩大规模和容
量 ， 让 更 多 的 外 国 青 年 来 “ 看 中
国”，用影像记录并传播中国的新文
化。

据了解，从 7 月 25 日开始，“看
中国”中新 （新加坡）、中韩青年长
沙行、中英青年大连行将分别在湖南
大学和辽宁师范大学启动。同时，

“看中国”中外青年影像项目的所有
作品，将通过国际互联网和现场展映
等方式向全世界展播。■

巡演法国23个市镇

在北京时间7月22日凌晨举行的法国第42届和平艺术节闭幕
式上，伴随安吉县残疾人艺术团表演的 《竹海图腾》 龙舞节目的
谢幕，一连 10 天遇到的感人场景又再次出现：现场观众全体起
立，有的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举起双手示意，情感伴随泪水脱
眶而出；有的在安吉演员谢幕时，飞奔上台，紧紧地握住演员的
双手不放，还有的在欣赏完节目后，跑到后台与演员紧紧地拥抱
在一起……

从 7月 13日至 22日 10天里，艺术团通过专场、合演、联欢、
露天广场表演以及艺术踩街等多种表演形式展现中国艺术，无论
是在法国主办艺术节的桑特市艺术踩街、剧场演出，还是到法国
乡村巡演，23 场演出场场观众爆满，11 次艺术踩街次次掌声如
潮，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当地媒体更是不吝篇幅，网络、报
纸、电视同步，大密度、大容量进行报道。

与以前中国艺术团大多在华人比较集中的海外地区演出不
同，安吉县残疾人艺术团此次大多是在法国的一些城镇和乡村表
演，走进了法国五个省辖的23个市镇，观众都是土生土长的法国
本地人。

7 月 16 日下午，艺术团从住地的桑特市，来到两小时车程远
的滨海夏朗德省乎勒圣·艾斯特菲镇准备晚上的演出，这个因盛产
白兰地酒而闻名的5000人小镇，对安吉演员们的热情令人难忘。

当天因天气变化，原定晚上9点在露天广场的演出，临时改到
室内的乡村剧场，热情的观众把只能容纳3000人的剧场挤得水泄
不通。

法国人最重视个人隐私保护，一般人很难走进法国人家。但
在安吉人面前他们却敞开大门。当天下午演出前的走台排练刚一
结束，当地居民就把30名安吉演员当成明星一样，一个个用小轿
车抢着接回家。聋哑演员竺娟娟用手语激动地说，“我在法国简直
就成了明星！”

听不见声音的特殊演员

“这是一群听不见声音的特殊演员，他们以特殊的方式奉献的
特殊艺术，是献给法国观众的励志文化盛宴。”7 月 14 日晚 9 时
许，在艺术节开幕式中国专场演出时，报幕员的话音刚落，台下
就沸腾了。

美妙的声音都源自竹子发出，演奏的乐器都源自竹子制造，
由于演奏的竹乐器外观造型独特、演奏方法新颖，音乐或雄浑或
威武，或激昂或舒缓，法国观众在 《竹山谣》、《竹海春雨》 的优
美旋律和劲舞表演中如痴如醉。当通过翻译介绍，这是用安吉竹
子为乐器，用竹子敲打出欢乐的音符时，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
息。观众们感叹不已：“这是东方的神奇！”、“这是世界上最伟大
而崇高的艺术！”

在大西洋卢瓦尔省勒普利盖恩市，法国观众被 《竹海图腾》
的龙舞表演所征服。作为安吉一朵民间艺术奇葩，竹叶龙距今已
有 200多年的历史。《竹海图腾》 的道具是由 9盏竹笋灯、一盏龙
头灯和一盏龙尾灯组合而成的竹叶龙，可分可合。在演员的舞动
下，舞龙变成龙舞，竹叶龙腾、跳、翻、滚，静则竹海碧波，轻
风拂面；动则蛟龙腾空，气势磅礴，法国观众无不为它巧妙的设
计、精湛的工艺、激情的表演和壮观的场面所感染。一个个惊呼

“这是一个高超的魔术！”

他们的努力感动了指导老师

2009年安吉成立残疾人艺术团，一批各具特色的乡镇残疾人
艺术团也应运而生，演员们平时散落全县在各地，或在企务工，
或在家务农，或在校读书，有演出才集合到一起。他们多次夺得
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的大奖，并走进中央电视台。

从去年10月接到法方邀请后，县残联就对这批聋哑人演员进
行了为期9个月的高强度封闭训练。

《竹海图腾》是一个快节奏的舞蹈，而演员全是聋哑人，排练
时，每一个动作要根据老师的口形、手势、表情、队形和手语翻
译的指挥。聋哑演员们用最原始最笨拙的办法，模仿老师的造
型，死记硬背，一遍又一遍地摆身段、做动作，用身体语言反复
强调节奏和力度，直至真正做到心领神会。一个动作至少要排练
三到五天，一个节目至少要两三个月才能完成。林道海和胡长智
是一对聋哑夫妻，一天高强度地排练下来，全身上下都痛，常常
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他们没有一个打退堂鼓，使得本想放
弃的指导老师也被感动了。

在法巡演期间，法国每天晚上9点太阳仍然挂在天际，而演出
任务是每天 2—3场，通常晚上 9点后进行中国专场演出，因为大多
是到乡村演出，来回需要几个小时的车程，每天回到住地都是凌晨
一两点左右，而次日上午又要艺术踩街，下午还要与各国艺术团同
台献艺，但没有一名演员叫一声苦，喊一声累。

“这是我们第一次邀请你们来，你们把中国人民对生命的热爱、
对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带到了法国，非常希望以后还能再邀请你们
来。”7月22日，安吉县残疾人艺术团结束在法国第42届和平艺术节
的演出后，艺术节主席米歇尔·佛格激动地说。

《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
新书首发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大使
札记——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一书
近日在京首发。戴秉国、外交部副部
长张业遂和程国平、俄罗斯驻华大使
杰尼索夫等近百人出席了新书发布仪
式。李肇星为该书作序推荐。

该书以回忆录的形式、亲历者的
视角，讲述了资深外交官周晓沛近四
十年外交生涯中亲历亲闻的真实故事
和轶事趣闻，用一个个历史片段和鲜
活实例生动展现了新中国外交走过的
风雨历程，浓缩了其外交生涯的感悟
和精华，为读者揭开外交的神秘面
纱。该书语言朴实却又感情真挚，具
有很强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周晓沛从 1973 年起在中国外交
部工作，曾任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科
员、驻苏联使馆研究室随员，外交部
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处长、东欧中亚司
司长，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公使，驻乌
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特命全权大
使。现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
委员、中国中亚友好协会副会长等，
著有《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等书。

——浙江安吉县残疾人艺术团巡演侧记

一群听不见声音
的中国聋哑演员，能
够在优美的旋律中跳
出奔放的舞蹈，令法
国观众欣喜若狂。作
为今年唯一受邀代表
中国参加法国第 42
届和平艺术节的中国
艺术团——浙江安吉
县残疾人艺术团，在
法国与来自世界各国
的近百个艺术团同台
献艺，赢得了法国观
众一次次最热烈的掌
声。

“安吉艺术家以
形体语言向观众展示
他们热爱生活、追求
幸福的理想，展示了
中国残疾人的聪明才
智、艺术天赋、人生
态度、拼搏精神，这
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自
强奋进、乐观向上、
充满激情的生命和力
量盛宴”。法国第42
届和平艺术节组委会
主席米歇尔·佛格说。

法国和平艺术节
组委会是一个在全球
颇有影响的民间艺术
机构，每年夏季，都
要组织全球上百个艺
术团体到法国各地巡
回演出。而今年，在
所有的艺术团体中，
安吉县残疾人艺术团
无疑成为最受瞩目的
团体。

采茶舞

法国观众为节目欢呼

18位青年汉学家
北京喜“充电”

黄 盛 程 林

《汉字心能量》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日前，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与神州艺术杂志社共同主办的 《汉字心能量》
研讨和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在 《汉字心能量》 一书中，作者皮明以汉字

“心”为重点，探寻隐藏在汉字中的心灵能量，试图破译文化结晶中的幸福密
码，并尝试创造有效传播的方法和捷径。据了解，皮明在书中将大约630余个
含有“心”字旁或“心”字底的汉字，300个含有“心”部词语的双字词组，
400个含有“心”部词语的四字成语筛选出来，组成了一个可观的语言矩阵。
他尝试以汉字“心”为视觉符号及意念载体，以多维度的“心态”释义为感
觉之源，揭示“心界”所带来的“世界”、“眼界”和“境界”的关联与转
变，解读汉字里习以为常而忽略的关于“心态”的文化信息。 （徐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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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中国叫‘纸皮核桃’。在印度，人们也将这种核桃的皮比作纸一样
薄。”7月 20日，来自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戴温蒂博士指着眼前的
核桃树对身旁不同国籍的朋友们说。当天，来自15个国家的18位青年汉学家
因为“2014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来到北京慕田峪长城，为即将结束的研修
计划画上最后的句号。为期21天的学术交流、研讨和实践，不仅让青年汉学
家们加深了对当代中国全面、客观的了解，擦出学术火花，也结下了深刻的
友谊。

“我们在法国简直成了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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