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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82岁的中国京剧艺术家
梅葆玖病逝。提及京剧，中国人首先会
想起梅兰芳，梅葆玖正是梅兰芳幼子。
传承梅派衣钵，尽展梅家风华。梅葆玖
不仅延续了梅氏唱腔的神韵，也作为中
国京剧的灵魂人物之一，致力于让传统
艺术在现代社会重生。他的离世，令诸
多华人戏迷格外惋惜。

他既传承又革新，不仅坚守经
典，也超越经典。《霸王别姬》、《贵
妃醉酒》、《穆桂英挂帅》……这些经
典曲目让京剧爱好者过足了瘾。为了
让京剧和时代、和年轻人更近，他录
制了交响乐伴奏版的 《贵妃醉酒》，
令公众更新了对京剧的印象。用新媒
体技术“复活”梅兰芳、将京剧《嫦
娥奔月》做成动画短片，都在他的京
剧复兴议程里。

他收徒授艺，因材施教，带出了
一批响当当的梨园新秀。为了不让艺
术断层，他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好苗
子，收了李胜素、董圆圆、张晶、张
馨月、田慧、谭娜、胡文阁等 40 多
位弟子，言传身教，精心培养。这些
弟子延续了梅派艺术的精髓，也逐步
成为中国京剧界的重要力量。

他发起京剧海外巡演，并把国粹
艺术带给世界。2014年是梅兰芳诞辰
120周年、中美建交35周年，梅葆玖带
队重新走访其父 80 多年前的巡演之
路，奉上 10 部梅派经典剧目共 60 场。
在美国林肯中心及肯尼迪艺术中心，
观众们领略东方艺术的美，京剧赢得
了世界的掌声。

梅葆玖的一生，是以复兴京剧艺
术为信仰的一生。有舆论担心，传人
远去，是否意味着京剧的式微之路在
加速？灵魂人物虽然凋落，但纵观其
一世所为，后世当从中窥得京剧复兴
的核心观念，在传承中不断革新，探
索让京剧从小众走向大众的方法。

其实，京剧在这几年里的公众关
注度是在攀升的：一是2010年京剧申
遗成功，让中国人重新审视这项传统
文化的魅力；二是在“文化走出去”的
大背景下，外国人对京剧文化的迷恋，
反过来也助推了中国国内对京剧的兴
趣；三是一些流行音乐借鉴传统剧艺
元素来提升内涵，也引导了更多人去
欣赏传统剧艺的美；四是整个京剧共
同体自身在革新方面的努力，让京剧
摆脱厚重古板的枷锁，以更清新多元
的面目走近公众，尤其是年轻人。

不论是梅葆玖“超越经典”的探
索，还是去总结年轻人爱上京剧的理
由，都表明：一项艺术要有生命力，
就必须从高高的“国粹”宝座上走下
来，扩大受众基础，更好地对接市
场，对接受众的口味。走出深闺，外
面的世界很精彩。为此，一要增加公
众接触京剧的机会，如各种展览讲座、
京剧进小学课堂，从小培养孩子对传
统艺术的审美，“京剧的魅力就在于，
你要么不认识它，认识它就会喜欢
它”。二要更新公众对京剧的陈旧认
知，通过让京剧与时尚元素、新媒体技
术、写实生活题材的有机融合，在保留
本体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让年轻人知
道，听戏并非是一种老派的生活方式、
旧时代的审美和晦涩的艺术语言，而
是另一种生活情趣和生命享受。三要
开发开拓文创衍生品，扩大京剧文化
传播，像京剧动漫鼠标垫、京剧脸谱艺
术品等，都很受老中青各代的欢迎。

梅葆玖辞世引发海内外对京剧复
兴话题的聚焦，再现了社会对京剧式
微的焦虑，也是京剧共同体凝聚心
力、完成他的遗愿的一个明志时刻。

（摘自美国《侨报》）

京剧复兴京剧复兴
面 临

明志时刻
乔 平

旅法二胡演奏家果敢法国文学艺术
骑士勋章授勋仪式，日前在中国北京法
国驻华大使馆举行，在京音乐界人士、
社会名流应邀出席了活动。

法国驻华大使顾山亲自为果敢授予
法国骑士勋章并致辞。他高度赞扬了果
敢为法国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艺术交流
所做出的成就，称赞果敢是真正的艺术
大师，为传播中国传统乐器在世界的影
响力作出杰出贡献。顾山大使还详细地
向大家介绍了果敢在艺术领域取得的辉
煌成绩。

果敢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他热
爱中国和自己的第二故乡法国，赞扬法
国的人文理念让他坚定了传播中国传统

文化艺术的决心。果敢还即兴在现场演
奏两首中法乐曲，在之后的酒会活动
上，各界人士纷纷向果敢表示祝贺。

果敢是首位获得法国文学艺术骑士
的中国二胡演奏家，他是中国二胡宗师
果俊明之子，现居法国巴黎。他用二胡
艺术在世界 80 多个国家巡演近 2000 场，
出版各类唱片 60 余张 ，并用他的传统
二胡音乐与古典音乐、爵士乐、流行
乐、电影音乐、现代音乐和世界各国民
族音乐进行大量的合作和演出。他曾在
世界各大音乐厅演奏，二进纽约卡内基
音乐厅举办果敢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个人
独奏音乐会，引起轰动；他经常与世界
各大交响乐团合作并与世界钢琴巨星郎

朗等大师合作，引发国际上对果敢二胡
艺术的轰动效应和关注；他被媒体称作
为“在全世界宣传中国二胡最多的艺术
家”，被《纽约时报》称赞为“杰出而华
丽的演奏家”，《洛杉机时报》 称“果敢
是一个奇迹”，欧洲各大媒体称他为“二
胡大师”、“二胡英雄”，法国媒体称果敢
为“中国二胡国王”。

近几年，果敢又回到中国为家乡父
老表演，他在辽视春晚与郎朗和霍尊的
中国风组合再次引发全国观众对传统音
乐文化的轰动与热爱。2015年底，法国
政府和法国文化部授予果敢“法国文学
艺术骑士勋章”。

（摘自《欧洲时报》）

旅法二胡演奏家获骑士勋章
孔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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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琴海边，

中国城里有家华文报
本报记者 王丕屹

爱琴海边的希腊雅典，是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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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受到日本企业强化海外事业和访日游
客增加影响，日本国内企业聘用外国人才的需求高
涨。为应对这一需求，关西地区的新兴企业相继加
入到支持聘用外国人服务和接纳外国人实习的行
列。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留学生日益被日本企业欢迎。

据报道，大阪市一家相关运营聘用新毕业生网
站的公司，4月开始接受有意愿在日本企业就业的外
国留学生登记。该公司运营的网站用日语刊登了留
学生的经历和专业等信息，企业方面可以邀请相关
学生参加本公司的说明会和面试。该公司与以关西
大学与大阪大学为中心设立的国际财团合作，也从
关西大学和大阪大学以外的关西圈大学聚集留学
生，目标为 2016 年度登记人数达到 500 人。该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以中国和东南亚等亚洲出身者为
中心，专业性高的理工科人才和能够成为日本与别
国桥梁的人才需求高涨。”

4 月 22 日，京都市的一家企业与印度工科大学
合作，在该大学校内开设了一家咖啡店，作为印度
学生求职活动的聚会地。该公司免费为学生提供饮
料，预计每天将有 2000名学生到场。企业在此可以
与学生交谈，举办说明会。

受到访日外国游客市场扩大影响，也有企业通
过实习引进外国留学生。大阪市的一家公司在神户
市运营相关商业设施。该公司与神户山手大学的现
代社会学部观光文化学科合作，使一定期间实习的
学生能够取得学分。现在已经有2名学生正在工作。
为对应来自海外的游客，增加能够说外文的职员很
必要。该公司已经运营相关商业设施多年，公司也
正在商讨聘用优秀的留学生作为正式员工。

（摘自日本新华侨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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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温哥华地区中餐馆厨师严重短
缺，温哥华社区学院的厨艺学生未毕业已
获聘做兼职厨师。有厨艺教师指出，餐厅
工作虽辛苦，但厨师如今供不应求，地位
已今非昔比。同时，也有海鲜酒家店主坦
承员工工时长，难吸引年轻人入行。

现年 23岁的华裔移民潘佑南说，10岁
随父母移民温哥华，过去曾在温哥华市兰加
拉学院就读，成绩一般，一年后，到一家台式
餐厅当帮厨，发现自己对烹饪很有兴趣，于
是在3个月前，报名学习亚洲厨艺课程。

潘佑南说，过去在台式餐厅工作时，
仅能做一些简单的洗菜、切菜工作，根本
无法学到真正的厨艺，但学了几个月，经
过导师细心指导，自己功力大增。他称：

“我现在已经可以烧出一桌像样的粤菜，

最拿手的是三杯鸡及蜜汁牛肉。”最近在
导师介绍下，潘佑南已在菲沙街一家餐馆
当兼职帮厨，工作时间是下午 3时到晚上
9 时。潘佑南表示：“我平常需 7 时起床，
上午到校学厨艺，下午去餐厅打工，虽然
很辛苦，但我觉得自己还年轻，希望能拼
一拼，将来存钱开餐厅。”

社区学院亚洲厨艺课程主任曾子才说，
温哥华经济近期好转，中国移民增多，中餐
业有转旺迹象，多家中西餐馆纷纷开张，确
实餐厅厨师严重短缺。他说：“最近就接到
许多电话，希望可介绍学生去工作。”

有酒家店主抱怨，即使愿意支付月薪
3100加元，也难以请到帮厨。身兼卑诗省
亚洲餐饮业东主商会会长的列治文市玉庭
轩海鲜酒家店主钟日刚指出，现在本地年

轻人认为餐厅工作时间长，因要在晚上及
假日工作，无法配合家人休息时间，薪水又
不是很高，导致愿意投身餐饮业、在厨房工
作的年轻人极少。不过，钟日刚也说，中餐
厅的人事及材料成本都比西餐厅高，若餐
厅员工待遇一切比照白人，恐怕许多中餐
厅必须被迫加价，只能关门歇业。他说：

“最近餐厅厨师奇缺，已为厨师加薪，平均
每月加200到300加元不等。”

曾担任厨师工作的曾子才表示，温哥
华是一个由移民人口组成的大城市，早期
欧洲移民最先将法国菜、意大利菜引入。
近20年来，由于大量亚裔移民来到，使亚
洲餐饮大受欢迎，单是中餐厅就有约2000
家，水平更是居北美洲之冠。他说，如今
厨师供不应求，地位已今非昔比。曾子才
说：“厨师过去往往被认为是比较低微的职
业，但近年在媒体提倡美食文化下，社会普
遍对熟练掌握烹饪技巧的厨师给予更多尊
重，令许多学生纷纷报名厨艺课程。”

（摘自加拿大《星岛日报》）

●●加拿大加拿大

中餐馆厨师紧俏中餐馆厨师紧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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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才曾子才 （（左左）） 与潘佑南与潘佑南

华商办华媒华商办华媒

吴海龙，希腊华商，来自浙江青田。
雅典“中国城”的商户叫他“吴老板”，

《中希时报》 的同仁叫他“吴社长”。《中
希时报》 社在“中国城”楼上，11年来，
吴海龙早已习惯一栋楼里不同的称谓。

2001年，吴海龙刚刚踏上爱琴海边传
说中的希腊时，雅典华侨华人还不多，吴
海龙做自己擅长的国际贸易，并在2005年
开办了希腊“中国城”。雅典市中心的

“中国城”定位于中国商品批发市场，主
要由中国商户经营服装、鞋帽、箱包、饰
品、百货、建材等，商户主要来自中国浙
江、福建。产品除了销售至希腊全境外，
还吸引了塞浦路斯、阿尔巴尼亚、马其顿
等国家的小商贩来采购。

与此同时，吴海龙忽然发现身边的华
侨华人和中国留学生多起来，华侨华人在
雅典开了中餐馆、办了旅行社，甚至有些

“华二代”孩子都到雅典当地学校上学
了。吴海龙决定创办希腊第一分华文报
纸，2005 年 1 月 1 日，双周刊 《中希时
报》诞生，第一期发行了3000份。

新媒体报道新媒体报道

《中希时报》 创办以来，见证了中希
关系的发展，旅希华侨华人力量的壮大。
先后参与并报道了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采
集仪式和2011年在希腊克里特岛支援帮助
中国从利比亚撤离中方人员。

“中国城赚钱，华文报烧钱”，这是吴海
龙无奈的总结。但对于这份报纸，吴海龙是
有感情的。他说：“华商办报纸是肯定不赚
钱，但就想在希腊华侨华人中传递中国信
息，传播中华文化。”当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浪潮铺天盖地般袭来时，头脑灵活的“吴老
板”意识到，《中希时报》不能单单是一份报
纸了，希腊中文门户网站“希中网”上线，为
希腊华侨华人和中国留学生提供中文的新
闻信息，希中网还开发了微博、微信等。

登陆希中网，网友除了可以了解全面
的希腊新闻外，还可以找到希腊的旅游信
息。初来乍到的留学生或中国游客几乎可
以在希中网上找到一切需要的信息。因
为，希中网专门设置了“生活在希腊”的
栏目，租方、买车、找工作、办签证、学
希腊语等生活信息的小广告一条接一条。

多语言传播多语言传播

众所周知，2009年10月，希腊政府突然
宣布，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
113%，远超欧盟规定的上限。鉴于希腊政
府财政状况显著恶化，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
构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
机正式拉开序幕。吴海龙的“中国城”，很多
商户退租关门歇业，报纸的订阅量也随之大
幅下滑，发行量固定在2000份。

危机尚未过去，报纸有了转机。2015
年8月，创办10年的《中希时报》在原有
中文版面基础上推出全新的希腊文版，向
希腊主流社会免费赠阅，让希腊读者看到
全方位多视角客观的中国新闻，向希腊主
流社会展示不断变化的中国。

《中希时报》希腊语版面每星期出版 8
版，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新闻。此
外，还有会选登中希两国交往活动以及旅
游、教育等新闻，向希腊主流社会传播最直
接的中国好声音。中国驻希腊大使邹肖力
发来贺信，希望《中希时报》不负众望，真正
成为中希之间一座友谊、团结、合作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