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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是指导人们正确处理人
际关系的价值观。它的内容包括以
诚相待、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等。
在人际交往中，友善首先表现为友
好和善、理解包容的态度。荀子
说：“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
以言，深于矛戟”，与人相处要能
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温暖诚挚的情
谊，营造温馨良好的氛围。当然，
外在表现的热情友好需要与发自内
心的真诚关怀保持一致，与人相处
要学会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他人
着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在自
我奋斗、追求目标、实现理想的同
时，也愿意帮助他人，相互关爱，
互相扶持，共同进步。

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的一个重
要观点是天人合一，认为天地生
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万
物一体，由此得出天道与人道的关
系，解决了道德起源和道德修养的
问题；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其高于
万物的价值就在于道德，人应与万
物为友，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友
善待人的文化基础。个人的生存必
于社会中求之，离开社会，单独个
体便无力量可言，因此，人在社会
中生存和发展应当特别注重良好的
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这是友善的
社会基础。孟子从人性本善的角度
出发，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友善相处
来自道德自觉：“孩提之童，无不
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
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
也。无他，达之天下也”。“亲亲而
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是友善的
精神基础。

人们在社会中生活，与他人交
往的过程，都希望处在一个美好、
真诚、充满温情和友善的环境中，
而这样的环境实际是需靠我们每个

人去积极创造的。要做到友善待
人，首先需要自我完善，不断增强
自身的道德修养。《周易》 讲“君
子以厚德载物”，指的是君子处世
应以宽厚的胸怀涵容万物，“和以
处众，宽以接下，恕以待人”。友
善既是对外相处的态度，也是自身
成长的需求，“君子以文会友，以
友辅仁”，是说君子用文章学问来
聚会朋友，又通过朋友来帮助自己
培养仁德。“知者自知，仁者自
爱”，明智的人有自知之明，仁德
的人自重自爱，友善的人应当是一
个真诚、宽容、智慧、自信的人，
一个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人。孔子
所说的：“恭则不侮，宽则得众，
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
使人”，其实也是关于友善的立身
处世、人际交往的态度：要为人庄
重，待人宽厚，做人诚实，做事勤
勉，善待他人。

当然，友善也是需要讲究原则
和分清对象的。“人之相知，贵相
知心。”“以诚相待，以义相合。”
友善的基础是平等相待，相互理
解，相互尊重，相互信赖。友善的
更高境界是志同道合，同心同德，
同舟共济，患难与共。

友善的价值观在当代被赋予了
新的涵义而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共同的希
望、共同的追求、共同的奋斗目标
和共同的根本利益上，整个社会就
会充满和谐友爱的氛围。如同毛泽
东在 《为人民服务》 中写到：“我
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
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
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
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全国人民
的共同努力下，在全国各民族之
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军民
之间，干部群众之间，家庭内部和
邻里之间，以至人民内部的一切相
互关系上，建立和发展了团结友
爱、平等互助、共同前进的社会主
义新型人际关系。在新的历史阶段
和新的形势下，党的十八大将友善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
容，引导人们正确处理国家、集
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树立良
好的社会公德，提倡顾大局、讲风
格、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社会风
尚。这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
重要的精神力量。

作为今年北京青年戏剧节的剧目之一，《迷
宫》 显然是最古怪的一出。从观众踏进剧场门口
的第一刻起，这部“戏剧”便开启了古怪模式。

首先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站在剧场
前，指导每一个进来的观众完成“进场须知”：把
姓名写在门票上，然后关闭手机。完成的人会被
分到两样东西，一个是带灯的指环，另一个是黑
色眼罩。领到这两样物品后，只要你承诺愿意代
表人类，便可入场。一切仿佛仪式般庄重而神秘。

什么意思？每个人在脑子里打问号。但是未
及思考，便被领进一条短暂的黑路，“剧场”终于
呈现在眼前。从传统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一个
剧场。没有座椅，没有舞台，只是一个盒子般的
场地。四面被白色投影幕布围起来，除了影像发
出来的光，没有其他光线。观众被引领到事先设
计好的位置上，站着，等待“戏剧”的开始。

然而，这并不是一场“戏剧”。大屏幕里播放
着快速闪回的新闻片段，动荡、分歧、灾难、事
故、奇闻轶事……每个人瞬间被蒙太奇的世界包
围起来，耳边响起一个声音在问：“这是人类的全

部图景吗？在这个图景里，我们作为个体究竟在
一个什么位置？处在什么状态？我们进入沉思的
迷宫了吗？”

这个宇宙般的发问是戏眼，也正式拉开了这场
戏的序幕。观众们从这一刻才明白，哦，原来站着
的地方就是舞台，自己就是“表演者”。这并不是一
场“观看”的戏剧，而是一场参与的“戏剧”。

来自新加坡的女导演张玫彦更喜欢把这出
“戏剧”称为“发现之旅”——“在这个迷宫里，
我们模糊了舞台的边界，让观众站在表演者的角
度来看这台剧，不对，是观看，同时也是参与，
进而进入到自己的内部并有所发现。”

整个“发现之旅”可以分为四个环节：第一
环节是让观众戴上眼罩，打开指环上的灯，不受
外界干扰地回答问题，跟随音乐舞动身体。第二
环节是把观众分成 5 个小组，分别到 5 个“实验
站”进行体验。第三环节是挑选若干观众，挑战

“世界最难问题”。第四环节是模拟“世界灭亡”。
不论哪个环节，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都是不

容拒绝的使命。

“你是否正在恋爱中？”
“你是否容易迷失？”
“你觉得这段时间以来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你是谁？”
“你是否愿意为了保护所爱的人撒谎？”
“你是否相信你会快乐地死去？”
问题有幼童般简单的发问，有哲学意味的思

考。据导演介绍，他们从世界各地搜集了很多人
的记忆、困惑、梦想和瞬间的灵感，归纳出这些
问题，希望借此建立起一个“意识集合的蜂巢”，
通过个人的记忆进入人类的历史，进而洞见将来。

从人的不同体验的具体细节中，或许可以发
现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本真。这是导演最感兴趣，
也最想通过戏剧达到的目的。这个世界本就是迷
宫。进入迷宫后，每个人将如何本能而真诚地去
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那里有每天发生的故事，
有你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究竟什么是人类的
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一个又一个的记忆片段，一
个又一个的问题，以及一个又一个的转场中，在
迷失的瞬间，你能否找到自己的位置？

2014 年是中法建交 50 周年，
一系列盛大的文化活动纷纷在两国
举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

“圆明重光”——圆明园文化展
了。应文化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
会邀请，“圆明重光”再次走出国
门，于近日在法国巴黎举行展览，
对圆明园及“三山五园”文化进行
更广泛、更深入的展示传播。以

“圆明重光”代表的神秘而悠久的
中华文明世界的大门，再次向欧洲
人民敞开。

展示圆明园“三山五
园”文化

该展览于 9 月 8 日上午在分展
场巴黎欧洲时报文化中心开幕。当
天晚上，作为主展场的巴黎新华影
廊开始同期展出。本次展览内容相
当丰富，以时间为序列，通过图
片、影像、模型、文物构件 （仿制
品）、数字多媒体等形式，虚实结
合地展示圆明园鼎盛、蒙尘与重华
的历程，不但前两次展览上的展品
悉数登场，还特别制作了“圆明园
大宫门区模型”，包括南起宫门前
大影壁，北至正大光明殿后之寿山
的建筑景观。大宫门区是清帝御园
圆明园的前朝所在，包括御园正门
大宫门、出入贤良门，及四十景之
首“正大光明”与“勤政亲贤”，
圆明园重要的仪典活动均在这里举
行。

另外，圆明园按 1∶25 的比
例，以清朝史料记载和样式房图样
制作了 12 件红木建筑模型，表现
圆明园内极具代表性的建筑单体，
包括正大光明殿、镂月开云殿、蓬
岛瑶台殿、汇芳书院眉月軒、慈云
普护自鸣钟楼、杏花春馆小城关、
文源阁、方壶胜境哕鸾殿、海岳开
襟、清音阁戏楼、万方安和、澹泊
宁静。模型做工精湛，形制逼真，
气势恢宏，震撼人心。不仅展示了
昔日圆明园皇家建筑的风采，也代
表了目前国内最顶尖的手工艺术。
在法国展举办期间，为使在圆明园
内游览的游客也可以见到木雕模
型，圆明园管理处特意在正觉寺内
保留了万方安和、澹泊宁静两座模
型，供广大游客欣赏。

当晚巴黎的展出中，这些精巧
的模型吸引了所有媒体及观众的注
意力。中国古建筑无钉、无胶而能
成形且美观可靠的神奇工艺，令他
们在此流连，细细观摩，赞叹不
已。一位参观完展览的法国观众
说：“展览让我看到北京文化的魅

力。”
同时，展览还呈现数字圆明园

的丰硕成果：播出“再现圆明园”
影片，展示圆明园盛世辉煌景象；
用全息柜展示圆明园馆藏文物，用
数字方式展示圆明园丰富的文物收
藏的艺术魅力。并首次以数字全息
方式展示西洋楼复原研究的最新成
果，包括海晏堂、谐奇趣、大水法
的复原效果。其他展品还包括成龙
电影《十二生肖》中的道具“十二
生肖兽首”、玉雕圆明园全景图、
石构件复制品如圆明园界石、石
鱼、西洋楼石构件等，令欧洲观众
能更加全面地了解到以圆明园为代
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园林文化的魅
力。“圆明重光”展览期间，还在
欧洲时报文化中心同期举办“贝家
花园”展览。

国内外各界高度评价

2012 至 2013 年，“圆明重光”
分别在德国及俄罗斯、英国、北京
世纪坛举行，均受到了热烈欢迎，
盛况空前。用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
德的话说：“圆明园文化展已经引
发了新的中国热。”德意志历史博
物馆馆长科赫先生评价说：“圆明
园对我而言是超凡卓越的建筑群。
它还承担着一个重要的纪念作用，
承载着中国人民对屈辱过往的警
醒。”俄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席季塔
连科先生则表示：“圆明重光展览
展示了中国人如何吸取历史教训和
经验，自强不息发展伟大文化的行
动。这非常值得尊敬和致敬，中国
人给我们所有人树立了榜样。”

对于“圆明重光”于中法建交
50 周年再度出访欧洲，国内外各
界高度评价，认为“圆明重光”系
列展带着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
使命走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自古
以来以和为贵的思想精髓与丰富精
神内涵，不仅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
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其艺术价值与
人文价值也必将推动世界文化交流
的发展。

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秘
书长白杰表示，希望通过“圆明重
光”与两大展览让法国观众了解中
法两国关系的历史以及两国人民间
的深厚友谊，并感受中国圆明园艺
术和北京的城市之美。中国驻法国
使馆文化参赞李少平表示，今年中
法建交50周年之际，约有800项交
流庆祝活动在两国举办，其中文化
活动占了很大比重。文化是沟通两

国人民情感的纽带，希望通过此次
两个文化展进一步增进中法两国的
友谊和了解。

两个展览同为中法两国庆祝建
交 50 周年框架内的活动，也是中
国首都北京为中法建交 50 周年献
上的特殊礼物。中法建交 50 周年
庆祝活动法方总协调员马克·毕栋
在展览开幕式上接受采访时说，他
曾3次到访圆明园，对那里的优美
风景和文化底蕴赞叹不已。他说，
此次展览能在法中建交 50 周年之
际来到巴黎，无疑将会为法国民众
带来更多了解中国的机会，为法中
文化交流增添重要内容。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
董俊新致辞说，中法文化交流源远
流长，长期以来，中法文明不断交
流借鉴，为两国文化增添了绚丽色
彩。从柏林、莫斯科再到巴黎，

“圆明重光”——圆明园文化展不
断促进着中外文化交流，让更多人
能通过展览感受中国园林之美以及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促进他
们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可以预料，
这席源自圆明园的东方古国文明盛
宴，即将持续在欧洲发酵，带来更
加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纳 文）

“圆明重光”巴黎展引广泛关注——

感受中国圆明园艺术和城市之美

“圆明重光”巴黎展引广泛关注——

感受中国圆明园艺术和城市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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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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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宫》：以戏剧之名探寻人性《迷宫》：以戏剧之名探寻人性

友善的价值观在
当代被赋予了新的涵
义而进一步得到发扬
光大。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建立在共同的希
望、共同的追求、共
同的奋斗目标和共同
的根本利益上，整个
社会就会充满和谐友
爱的氛围。

《赶考》亮相中国评剧艺术节

近 日 ， 由 西 柏 坡 红 歌 艺 术
团、唐山丰润评剧团演出的大型
现代评剧 《赶考》，在唐山燕东大
剧院演出，成为第九届中国评剧
艺术节的一大亮点。

该剧以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3
月 23 日率领党中央离开我党最后
一个农村指挥所——平山县西柏
坡，前往北平的重大历史事件为
背景，以阐述“赶考”意义为主
线，通过生动感人的故事，从多
角度、多方位将以毛泽东主席为
首 的 党 中 央 严 格 治 党 ， 爱 民 亲
民，廉洁自律，以身作则，勇于
听取不同意见的形象呈现在舞台
上，主题鲜明，情节感人，表演
生动，发人深省。

为把 《赶考》 打造成精品剧
目，西柏坡红歌艺术团与唐山丰
润评剧团组织编创队伍，深入北
京、石家庄、平山西柏坡等地调
查创作，剧本经多位国家级知名
编剧几易其稿而成。（杨 宁）

《蒙古游牧图》新书发布

蒙古文化和历史地理研究取
得新进展。日前，由中国人民大
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乌
云毕力格教授等编著、北京大学
出版社出版的 《蒙古游牧图：日
本天理图书馆所藏手绘蒙古游牧
图及研究》 在北京发布。该书对
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中国清朝末
年至民国年间 45 幅蒙古地区手绘
地图进行了整理、刊布、研究和
释读，是国际学术界首次全面公
布天理图书馆所藏蒙古游牧图。

《蒙古游牧图》 形成于清代，
是蒙古各旗游牧所在的地图，现
存世几百幅。其中，一部分 《蒙
古游牧图》 传到日本。日本天理
图书馆所藏蒙古游牧图共 45 幅，
其中 25 幅是其所独有，十分珍
贵。有专家认为，乌云教授从历
史地图入手，详细分析蒙古各旗
盟疆域、风俗、族群的流变，是
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蒙古学研究
著作，也填补了中国历史地图研
究的空白点。 （小 正）

周周
一 热

点

“圆明重光圆明重光””在巴在巴黎展出黎展出 陈晓伟陈晓伟摄摄

法国观众观看“圆明园
大宫门区模型”

2012年“圆明重光”在德国举行

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 文 化 国 际 传 播 研 究 院

（AICCC） 日前在京举行 《银皮书：
2013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年度报告》出版新

闻发布会。
据主编、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

介绍，该报告分为5个部分，分别从2013年度中国电影
海外传播概述、海外传播内容、国际传播效果、海外传播

渠道多样性、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应解决的核心问题角度对
中国电影2013年度海外传播总体状况进行了分析。

《银皮书》 指出，2013 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一
些突出现象，如中外合拍与合作电影成为中国电影的主
旋律、中国电影更加注重类型创作、中国电影海外推
广的渠道多样化等。同时，《银皮书》 也对中国电影

国际传播中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比如，中国电
影海外销售的困境、中国电影如何借鉴好莱坞模

式、中国电影传播渠道面临的问题等，并对这
些问题提出独特见解，认为中国电影应发

挥新媒体在中国电影国际传播中的作
用、传播中国核心价值观、将中

国电影国际传播与中华
文 化 圈

建设相结合。
《银皮书》 披露的数据反

映了中国电影真实的一面。比如，尽
管中国电影 2013 年度参加了 27 个国家及
港台地区的 76个国际电影节，89部次影片分
别在22个电影节上获得116个奖项。但是数据显
示，超过 57%的海外受访者表示不了解中国的任何
国际电影节，中国国际电影节距离真正国际化尚有一
段距离。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电影研究所所
长刘汉文研究员对《银皮书：2013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年
度报告》进行了点评，他认为《银皮书》对政府制定相
关政策具有重要参谋作用，是企业确定发展战略的良
好助手、学者研究电影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也是学生
学习电影研究方法的优秀范本。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傅红星认
为，随着《银皮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年度报
告》 的逐年出版，它将成为中国电影海外
影响力逐步增长的忠实记录，中国文
化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的客观见
证。

（郑娜）

《2013
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年度报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