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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厉以宁教授的６页手稿出现在大屏幕
时，现场的人们都屏住了呼吸，被深深地震
撼了。这是怎样的一份手稿呀，每一页上都
密密麻麻地写满文字，其中不乏多次圈圈改
改的印记。可以看出，厉教授为此次发言精
心准备，几次打磨和修改——虽然光明日报
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和北京定福庄文化产业促
进会举办的“定福庄文化产业论坛”已经结
束几天了，但厉以宁教授的手稿却久久定格
在参会人的脑海中，也被媒体敏锐地捕捉记
录到，在微信和网络上广泛传播，让更多人
领略了名家大师的风范。

现场的与会者清楚地记得，当主持人询
问85岁高龄的厉以宁选择坐着演讲还是站着
演讲时，厉教授毅然选择站着演讲。当厉教授
颤巍巍地走向讲台时，与会者都担心他能否
坚持下来。令人惊异的是，一站上讲台，厉以
宁教授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气定神闲，顿时
就“hold”住场面。他对文化产业的几个基本理
论问题思路清晰，娓娓道来，一气呵成，原定
只有10分钟演讲延长到25分钟。

中国文化产业的研究不是从名词到概念
的文字游戏，而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
表达。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文化产业在逐渐壮
大，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话语表达却仍未健
全。厉以宁教授的这次演讲，以一位经济学大
家的思维，用经济的话语解读文化产业的现
象，用经济的逻辑研究文化产业的理论，用经
济的标尺丈量文化产业的维度。文化产业作
为产业，同样应该符合经济的规律。用产业的
视角深入研究文化产业，这将是文化产业研

究的方向。
厉以宁教授演讲的内容，分量足、含金

量高，虽然谈的是文化产业的深层理论问
题，文字和话语却简洁明了，做到了一位大
家的“深入浅出”。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
为一位经济学大家，厉以宁教授更以一位社
会工作者的深思熟虑，特别强调文化例外和
文化产业的特殊性，颇具创新性地提出，文
化产业在政府和市场作用之外还有第三种力
量，那就是道德和文化的力量。

厉以宁教授的６页手稿和他发表的观
点，体现了一位学问大家严谨科学的治学作
风和深邃开阔的眼光，体现了一位社会工作
者的社会担当。随着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学
者们也赶上一个好时代，授课和演讲越来越
多，课题和规划层出不穷。每次学者们的授
课发言和演讲亮相，虽然不苛求都要像厉教
授一样自己亲手写出手稿，但也应该达到最
起码的学术伦理要求，对听众有最基本的尊
重：心存敬畏、悉心准备，因为这关乎知识
分子作为这个社会的“良知”所在。然而事
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所谓的学者乐于
串场表演，场场老调常弹，观点和思维陈
旧，不能提供多少精神营养价值；一些人疲
于拿课题和规划，缺乏必要的调研和考察时
间，要么一纸包打天下、方案雷同，要么请
学生代劳、物不所值；一些人忙于包装个
人，动辄以创始人和带头人的光环来美化自
己，容不得不同声音，也没有多少原创成
果，徒有虚名。这样，既透支了学者们个人
的学术声誉，破坏了学术空气，还辜负了产

业和时代的期待。
厉以宁手稿缘何

成为话题？绝不仅仅是
因为厉教授首次对文
化产业发声的“名人效
应”。那是因为，６页张
手稿铭刻着老一代学
者认真严谨的治学态
度，是我们这个时代所
需的“稀缺产品”；６页
手稿就像一面镜子反
映着当今某些学者的
浮华，让那些敷衍学问
的人无地自容。

厉以宁手稿

“我跟海外版有很深的渊源”，一听
说我这个来访者是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老余激动起来。他熟练地翻出画册上面的
一篇文章给记者看：1997 年 4 月 2 日人民日

报海外版第七版，《写作·绘画·摄影·交流
——余熙的记者生涯》，作者穆青，没错，就

是大名鼎鼎的新华社原社长穆青。
长江日报高级记者余熙，利用他记者、作

家、画家、摄影家的多重身份，从1991年起自费以
民间交流方式，在 60多个国家面向政府、大学、社

会机构和新闻媒体，举办 100 多场以当代中国故事为
主题的演讲，积极向各国传播中国故事，推动世界聆听

中国声音。

“公民也是国家形象的传播者”

出生在书香之家的余熙，从小对绘画似乎有一种天分，上
世纪 80年代，他就成为湖北省美协会员。1991年 8 月，余熙第

一次应邀出国到瑞士举办个人画展。一些瑞士人问到：“中
国女性是否还在缠小脚？”“你爸爸是否蓄着长辫子……”

20世纪的瑞士人对现代中国如此陌生和疏离，令余熙顿生焦虑。
他向邀请方瑞士扶轮社提议：安排一场中国主题的演讲。8月20日，余

熙在该市最大的一座新教教堂内，面向瑞士工商界的知名人士，举办主
题演讲《今日中国的文化艺术》。在两小时时间里，现场掌声不断。首讲

成功，让余熙意识到：身处国外的中国公民也可成为国家形象的传播者和
代言人！瑞士的主流媒体《左芬根日报》、《阿尔高尔日报》均大篇幅报道了

余熙在瑞士举办的画展和他讲述的那些“中国故事”。

“您帮助我们感知了真实的中国”

瑞士的演讲激励了余熙，他利用每一个出国的机会，见缝插针讲述中国故事。
他深知美国在中国外交天平上的重要性，于是寻找机会对美国公众讲述。

1996年2月，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请余熙做演讲。余熙本来计划演讲的主题是中国
传统文化，但演讲前，很多学子纷纷举手，要求余熙介绍中国最新政治生态。获悉这些

学子毕业后将派往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驻华语地区的外交机构任职，余熙决定调整主题，结
合从事新闻采访积累的信息，从文化艺术入手，围绕人权、知识产权、反腐倡廉等问题，介

绍中国的发展进步。这场演讲引起热烈反响，时任新华社华盛顿分社副社长周锡生以《余熙
用精湛的中国文化艺术感染美国听众》为题发回通稿。

1999年，余熙应邀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举办画影展，当年现场听众之一、大使馆三等秘书詹
姆斯一眼认出了余熙。他拉着余熙的手说：“您那两个小时的演讲非常重要，帮助我们感知了真

实的中国！”

2014年2月，余熙在匹兹堡、芝加哥和旧金山，连续做了３场演讲，均是针对美国主流媒体涉
华抹黑报道而做的有的放矢的主动出击。演讲结束后，十多家美国媒体刊登他的观点，一些不实
之处得到澄清。

“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

参加余熙海外演讲的听众既有普通市民、学生，也有各国政要和媒体记者。为了实现
国家形象的传播最大化，余熙把各国政要及主流媒体记者作为重点讲述对象。余熙告诉
本报记者：“要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这样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005年，余熙自费访问冰岛时，接受冰岛共和国总统奥拉维尔·格里姆松邀请到
官邸做客。在聊天中，他意外得知，冰岛跟中国建交20多年来，因机票昂贵而从未
有任何中国文艺团体来冰举办过文化交流。余熙决定以中国公民身份游说总统同意
全额支付资金以支持在冰举办中国文化节。在他的努力下，2007年9月，“冰岛·
中国文化节”在冰岛科坡沃隆重开幕。

2014年5月，余熙在牙买加演讲，牙买加总督艾伦、前总督霍尔等政要出
席。我国驻牙买加大使馆致函武汉市委宣传部说：“牙买加艾伦总督对余熙推
动牙中文化交流表示赞许”。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门大学问”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现实波澜壮阔，但如何选取这些素
材、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是一门大学问。”余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
有大量故事，有些故事由于年代久远、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冲突，并不
适合对西方传播。因此，余熙选取的中国故事，主要是来自当代中
国社会、家庭、伦理、道德、文化中的大小故事。他编辑制作一套

《从中国当代油画看中国女性和青年形象》主题 PPT，通过对当
代中国优秀油画的图解来讲述中国故事。由于西方社会普遍喜
欢油画，这套主题PPT每次使用都广受欢迎。

在演讲时，余熙还注意提前与翻译者沟通，争取对方
理解演讲内容，做好现场翻译。同时，要注意尊重对象
国的风俗习惯。他在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演讲时，得知
泰戈尔当年授课时有脱鞋、坐地、盘腿的习惯，他也
脱鞋席地而坐，受到印度师生好评，现场气氛格外融
洽。

余熙在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写下了几千篇
新闻报道。他还是一名作家，已出版了 25 本著
作。当然，他还是一名画家，他的水彩画深受
收藏者喜爱。现在，他更享受被国外媒体称为

“中国的马可·波罗”、“中国民间外交家”的
感觉，他说：“我要尽一名中国公民的能
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的马可·波罗”余熙

向世界讲好中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国故事
本报记者 张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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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吉林
省辽源市一名17岁的

少年，只身来到北京，
求学于当时琴坛领袖査

阜西。自此，从受古琴音
乐 感 召 的 少 年 到 著 名 古 琴

家，李祥霆先生的艺术道路充
满了传奇色彩和创造精神。

李 祥 霆 ， 中 央 音 乐 学 院 教
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

术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国际文化交流
中心名誉理事、伏羲琴院院长、中艺伏

羲古琴文化中心理事长。精于琴、箫、
诗、书、画，善于即兴演奏、即兴吟唱，
学术研究与专业教学交相辉映。已出版有
古琴独奏专辑唱片近３０种，学术专著

《古琴综议》 等４种及诗集 《醉琴斋诗
选》。

先生受教于査阜西、吴景略二先生，
在传承恩师们的精髓同时，细心研习管平
湖先生的录音。曾有学生问李先生琴风属
何派，李先生回答：査貌吴神管气象。并
作诗曰：“三峰至伟査吴管，铸我琴心万
里程。”有前辈大师们的导引，李先生主
动汲取传统古琴文化精神，并立志改变长
期存在的古琴“难学易忘不中听”印象。
李先生的古琴演奏，以其高超的演奏技
巧、过人的音乐感悟、深厚的传统根基、
雅致的细节处理、精妙的情感表达，在众
多古琴演奏者中独领风骚。

1989 年至 1991 年，先生赴伦敦大学
从事古琴即兴演奏研究，完成了《古琴即
兴研究》一文。这项研究不仅是对传统文
化的恢复，更从美学角度提升了古琴音乐
的语义境界，给“古琴音乐进入人心”提
供了具有实际意义的途径。先生的古琴音
乐会，往往会在后半场进行观众命题的即

兴古琴演奏。这种“与君言语入琴声”
的以人为本的温情和充满灵性的艺术

表演，与“高山流水遇知音”形
成相对的场景。

李祥霆先生深谙琴与诗
书画等诸多艺术形态之

间的呼应，明白只有
诗情画意滋养的古

琴音乐才能展现
古 琴 艺 术 的

精粹。于是先生在自己的“醉琴斋”内，
吹箫吟诗作画写字读书思考交替进行。在
一次音乐会即兴演奏中，先生的箫声以灵
巧装饰后的长音，划破长空，继而以悠扬
婉转典雅醇厚的叙述，准确表现命题，深
入听众心灵，在剧场内开启了无限的听
觉思维。早年先生习练素描，又随溥
雪斋先生、潘素女士学习国画。几十
年不懈的习练，先生的书法作品坚守
严谨传统，却不掩“风骨烂漫、天真
纵逸”之态。先生先后在伦敦大学综
合 美 术 馆 和福州画院成功举办个人书画
展。先生素有雅兴，吟诵不绝，《醉琴斋
诗选》欣然而成。李先生的古琴艺术是这
样被传统文化“富养”着！

“只要是有利于古琴发展和传播的
事，我都可以做。”先生总会这样说。
据先生自己粗略估计，在国外以及港
澳台已经举办 50 多场个人音乐会，国
内也有不止 20 场。先生认为古琴可
以“涵天地之所有，秉古今之所
怀”，其艺术本质是真诚、善
良、美好。因此他提出自己
的“琴道”说，阐明了古
琴的至真境界：“宣情
理 性 、 至 善 至 真 、
美合天地、妙亘
古今。”

▼2004 年 8 月 5 日，余熙 （左） 在法国蒙
塔日市政厅举行演讲会时，诙谐的语言博得听
众阵阵笑声。前左三为蒙塔日市市长皮埃尔·
铎尔。

▲2012 年 5 月，余熙在印度西
孟加拉邦的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中
国学院，为印度师生讲述中国故事。

▲2012 年 5 月，余熙在印度西
孟加拉邦的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中
国学院，为印度师生讲述中国故事。

▲ 2014 年 2 月 26
日，余熙 （左） 在中国
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举办
演讲会，向美国华文媒
体记者讲述中国发展建
设的故事。

▼ 1991 年 8
月，余熙 （右） 在
瑞士首次举办演讲
会 ， 介 绍 中 国 文
化，讲述中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