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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于日前召
开例行发布会，会上，国
家 文 物 局 政 策 法 规 司 司
长、新闻发言人朱晓东表
示 ， 经 过 广 泛 征 集 和 评
选，2016 年文化遗产日主
题最终定为“让文化遗产
融入现代生活”。

自 2006 年起，每年 6 月
的第二个星期六是中国的
文化遗产日，相关活动一直
备受关注。朱晓东说，今年
文化遗产日提出 5 条口号，
分别是“保护文化遗产 ，创
造美好生活”“为文保员点
赞，向守护者致敬”“文化遗
产无价宝，需要你我呵护
好”“保护传统村落，留住最
美乡愁”以及“避暑山庄：和
合承德”。

“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
区，从文化古迹到乡村民
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
俗，众多的物质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形成城乡记忆的
有力物证，是城乡价值的
重要体现。让文化遗产融入
现代生活，是避免城乡记忆
消失的有力保障。”朱晓东
同时表示，今年文化遗产日
的主场城市为河北承德。

承德市政府副秘书长
孙雷介绍，6 月 11 日遗产
日当天的活动，将围绕在世界文化遗产——避
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举行。上午的活动主要有 5
项：一是在普宁寺广场举行开幕式；二是在普
宁寺广场举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避暑山庄
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果展和向守护
者致敬展览；三是为 2014年度“全国十佳文物
保护工程”授牌；为全国长城保护员代表颁发
装备；向避暑山庄武警消防官兵、普宁寺喇嘛
教务委员会义务消防队授旗；四是在承德市博
物馆选址举行承德民族团结清文化展览馆暨承
德市博物馆建设工程奠基仪式；五是举行避暑
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普陀宗乘
之庙） 竣工仪式。下午的活动主要有2项：一是
举行古建筑保护成果摄影展和中国文化遗产美
术展 （左江花山岩画）；二是实地观摩避暑山庄
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闻物宣）

从艰苦年代走来的老一
辈制琴师

操着广东腔的普通话，拄着一根拐
杖，85岁的徐弗先生，在国家大剧院的东
展厅里慢慢踱着步，欣赏第三届中国国际
提琴比赛的获奖作品。

如果没有人介绍的话，谁也不知道这
位老者是一位国家级的提琴制作大师。从
15岁起开始做乐器的他，亲身参与并且见
证了中国数十年来小提琴制作业的发展。

“我以前是做民族乐器的，后来国外
的小提琴订单大增，我就开始做小提琴
了，一做就是几十年。”徐弗说。一提到
小提琴，这位步履蹒跚的老先生马上焕发
出一股青春的活力。

1982年，徐弗曾在美国第五届国际提
琴制作大赛中一举夺得工艺和音色双奖，
那也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双料奖项。回忆
起当时参加比赛的窘况，徐弗告诉记者，
当年因为没钱参加比赛，就临时又做了一
把琴，把琴抵做参赛费用。

“以前中国制琴师参加国外比赛太难
了。寄一把琴到国外参赛，费用几乎超过
了一年的工资收入，还会遇到琴在运输途
中被摔坏的问题。甚至参加国际比赛后寄
回来的琴，我们没有钱去取，就不要
了。”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研究中心主
任郑荃教授对记者说。

然而，即便在条件那样艰苦的年代，
像徐弗、陈锦农、梁国辉、戴洪祥等老一
辈制琴大师，还是在国际比赛上拿了奖，
他们筚路蓝缕的开拓，为此后中国小提琴
制造业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回头看看，新中国成立前很长一段
时间，中国没有音乐学院，也没有乐器制
造行业。新中国成立后，提琴制作基本是
闭门造车，没有国际交流的可能性。改革
开放后，才开始有了国际交流。”郑荃
说。在他看来，中国的提琴制造能发展到

今天的水平，很不容易，也很值得骄傲。

从低劣、低端向中高
端、顶级转型

从闭门造琴到一举跃为小提琴制造大
国，中国只用了三十几年。这样的“中国
速度”和“中国制造”对于世界来说，已
经不是什么新奇的事。

郑荃坦言，在中国小提琴制造的早
期，是以工业化生产、质量差在世界闻名
的，甚至一度成为低劣品、“蹩脚琴”的
代名词。日本的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就曾
叹息，中国有第一流的演奏家，却用着最
末流的乐器。

但今天，这一切显然已成为过去。据
中国乐器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曾泽民介绍，
中国小提琴制造现在有两支队伍，一支是
提琴制造企业，大概七八百家，去年年产
提琴 99 万把，出口 81 万把普及型用琴。
另一支是手工制琴师队伍，大部分是海外
留学回来或由国内培养的提琴制作技术骨
干，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形成三个提
琴制作集群。

更值得一提的，中国还在音乐最高学
府中央音乐学院设立了提琴制作与研究中
心，培养研究生学历的制琴师。据中央音
乐学院书记郭淑珍介绍，培养这么高学历
的制琴师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为少见的。

手工制琴师队伍的壮大，使得中国小
提琴制造有了质的飞跃，那就是以制造中
低端的普及琴为主，向中高端尤其是顶级
琴方面转型。

“如今，我们逐渐可以用自己的乐器
武装自己的乐团了。”著名小提琴家盛中
国说，“我们要向国内提琴制作师致以崇
高的敬意。他们为国家节省了外汇，赢得
了声誉。” 正如他所说的，近些年来，中
国制琴师屡屡在一些国际比赛中摘得大
奖，国际影响力逐渐提高，有不少中国制
琴师制作的小提琴已进入中高端、顶级琴

行列。
来中国参加过 3届提琴制作比赛的意

大利提琴制作界元老莫拉西，就竖着大拇
指对记者说：“小提琴制作有意大利学
派、德国学派、法国学派，中国向各个学
派学习，一步步往上，不管是在木材还是
在油漆的工艺上，都特别优秀，水平很
高。”

距离克雷莫纳还有多远

意大利提琴博物馆馆长威拉说，现在
中国的小提琴制作已经很接近 300年前意
大利的克雷莫纳。这个因小提琴驰名国际
的意大利城市，不仅是几个世纪来小提琴
的设计研发中心，而且出现了斯特拉迪瓦
里和瓜奈里两位伟大的小提琴制作家。

对于如此高的评价，郑荃理性看待：
“我们用了 30年的时间，让国际上认识到
中国琴的质量大大提高了，中国出好琴。
很多国外的专家来中国前，都不相信中国
能做出高水平提琴，如今他们对中国提琴

的发展赞叹不已，认为提琴制作的未来在
中国。这个观念的转变非常不容易。”

不过，郑荃也清醒地看到不足，那就
是中国制琴师对琴文化的了解和美学艺术
修养还与欧美存在差距。“在中国，许多
人觉得做琴和做木工的工匠没多大区别，
说是艺术门类，许多人是不以为然的。事
实上，小提琴制作是一种艺术门类，和音
乐、建筑、雕塑、美术是密不可分的。”
郑荃说。

在这一点上，美国提琴制作家协会主
席格雷克也毫不讳言。他认为中国制琴者
在技术和知识上，水平已经很高，但是在
想象力和灵感上还有所欠缺。“不要忘了
我们是在做一件乐器。”法国制琴大师帕
特里克最想与中国制琴师分享这一点。他
说，乐器是非常敏感的，跟人一样，制作
者得跟它有对话，要赋予它灵魂。

想象力、灵感、灵魂，也许就是中国
距离克雷莫纳的距离。在旅美华人制琴师
江峰看来，它们并不像听上去那么深不可
测，实际上就是长年累月的文化积淀和艺
术修行。

1938 年 3 月 15 日，维也纳的英雄广场
上，希特勒宣布德奥合并，奥地利民众欢呼

“必胜”“致敬”；50年后3月的一天，犹太籍教
授约瑟夫·舒斯特在英雄广场旁的公寓内跳
楼自杀。

这是托马斯·伯恩哈德剧作 《英雄广
场》的故事背景。波兰导演陆帕，继去年5
月的《伐木》之后，再次将这位作家的作品
带到中国。时隔一年，京津戏剧界、知识界
也再次将目光投向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但此
次的焦点，从导演转向了作家伯恩哈德。

《英雄广场》的剧情就发生在约瑟夫教授
下葬的当天，三幕中，他的仆人、家人、同事在
聊天中回溯了其一生：二战期间流亡国外，战
后返回维也纳，却终因无法忍受身边潜在的
反犹主义而自杀。结尾，约瑟夫的妻子也因再
次听到民众在广场上对希特勒欢呼的幻觉，

昏倒身亡。
该剧作者伯恩哈德（1931－1989）是20

世纪重要的德语作家，共创作了 18 部戏
剧，曾获毕希纳文学奖、奥地利国家奖等数
十种文学奖项。他的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和尖
锐的批判著称。《英雄广场》是其最后一部
剧作，1988年11月在维也纳城堡剧院首演
前后，也曾引起激烈讨论。

学者周国平说，伯恩哈德在 《英雄广
场》中愤世嫉俗地攻击了纳粹政治和奥地利
人的愚蠢、平庸。“他很极端，一再说维也
纳全都是纳粹分子；我想作者并不会真的认
为全部是纳粹分子。但他实际上想说明这样
一个问题：普遍的愚蠢、平庸就是纳粹的土
壤，在他们这些人里，纳粹很容易复活。”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认为，剧中
最主要的批判对象不是社会政治，而是第三

场揭示出的深重的、不可解的“文化危机”；其
中的悖论在于，人们道德上寻求和支持的东
西恰恰是造成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

翻译家、戏剧编导李健鸣说，伯恩哈德
1988年写的这部戏有一定的预言性和警示
性。“20多年过去了，就像剧中约瑟夫的弟弟
罗伯特教授所说，精英文化已经被平庸的大
众文化所淹没。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要跟伯
恩哈德以及陆帕学习的，对人性的关怀、对世
界文化的关怀。”

“人类的智慧各不同，但愚蠢却是一样
的。”鲁迅题材话剧《大先生》的编剧李静说，

《英雄广场》中诅咒和抨击的愚蠢、怯懦、疾
病，全世界都可以找到；如果把剧中的犹太人
换成自己身边某些被驱逐的弱势群体，各国
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自问，戏剧和文艺做了
什么？

三十多年不懈努力 外国专家高度评价

中国也能出好琴
本报记者 郑 娜

可能没有一个乐器比小提琴更能引
发外媒对中国的关注了。这个拥有西洋
血统，代表着西方精致、顶尖传统手艺的
乐器，在过去的三十几年间，被中国制造
迅速占领了市场，让西方人大跌眼镜。

2005年，路透社记者以“中国制造
的小提琴淹没了竞争对手”为题，报道
了中国乐器进入世界的状况，文章说中
国变成了神秘的小提琴制造工艺的最大
实践者，中国产品正在挤走日本铃木小
提琴公司和雅马哈公司的产品。

2007年，《洛杉矶时报》的另一篇文
章 《中国，神奇的小提琴王国》 则表
示，过去10年里，中国小提琴改变了世
界弦乐器的生产格局，虽然中国生产的
乐器质量大幅提高，但就顶尖水平来
说，中国还没有占领供专业人士和资深
业余爱好者使用的高级乐器市场。不
过，也许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如今，时间又过去了10年。中国小
提琴在占领了世界市场的同时，是否撕
掉了廉价、中低端的标签？

5 月
12 日，在
第三届中
国国际提
琴及琴弓
制作比赛
颁奖音乐
会上，著
名小提琴
家吕思清
用获奖作
品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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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哈德作品再次来华引热议

文艺如何面对人类“文化危机”？
白 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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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如何面对人类“文化危机”？
白 瀛

由中国和秘鲁戏剧艺术家合力打造的西班
牙语版中国话剧《乌合之众》，近日在秘鲁首都
利马中秘友谊馆举行首演，极具冲击力的剧情
和情真意切的表演，赢得全场观众热烈掌声。

《乌合之众》讲述了一个热血青年为母亲复
仇的故事。它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人、艺
术室主任喻荣军担任编剧，秘鲁女导演玛丽萨·
贝哈尔执导，孔子学院拉美中心翻译。

当晚8时许，可容纳200人的中秘友谊馆座
无虚席。台上，秘鲁戏剧艺术家倾情演绎太平
洋彼岸的故事；台下，观众无任何语言隔阂、
全身心地投入精彩剧情之中。演出结束后，在
观众热情洋溢的掌声中，前来利马参加话剧艺
术交流活动的喻荣军、导演玛丽萨走上舞台与
演员牵手致谢。

喻荣军说，这部话剧用了很多中国传统戏
曲的形式，同一个演员会在台上演几十个人
物，用不同角度看同一事件，排练难度大。尽
管如此，他认为秘鲁演员当晚的表演非常出
色，“把我剧本所想表达的东西传递给了观众，
我非常喜欢他们的表演”。

秘鲁天主教大学学生阿拉娜·马德里说，这
是她第一次看中国话剧，她认为剧情精彩，表
演出色。

据秘鲁天主教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朱玉
山介绍，将中国作家的佳作推上秘鲁话剧舞
台，是孔子学院拉美中心举办的“中国作家拉
美行”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为了让秘鲁观众
更好地理解剧情，了解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
孔院拉美中心将 《乌合之众》 翻译成西班牙
语，这也是中国话剧首次被翻译成西班牙语。

中国驻秘鲁大使馆文化参赞朱晓燕说，中
国话剧登陆秘鲁，有助于当地民众增进对中国
文化和社会以及中国当代话剧艺术的了解，将
促进两国在戏剧表演艺术领域的交流。

据主办方介绍，《乌合之众》还将在秘鲁演
出多场。 （张国英）

中国话剧《乌合之众》

秘鲁首演受赞誉

由戴玉强、莫华伦、魏松三位著名歌唱家
组成的“中国三大男高音”近日在京宣布，将
成立“三高文化专项基金”，传播中国文化，促
进高雅艺术的推广普及。与此同时，三大男高
音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通过网络招募亲传弟
子，以公开课的形式传授声乐技巧、艺术鉴
赏、舞台表演、塑造人物等内容。被选中的弟
子将在三位歌唱家领衔的专业教师团队指导
下，进行系统化的学习。整个教学过程将实时
上传网络，其他声乐爱好者可以全程观摩学习
和跟进互动，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

三大男高音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借助网络
的力量，以点带面，培养几个人，辐射数万
人。这是我国网络声乐慕课的一次尝试，为声
乐教学模式开辟了一条新路。 （郑 娜）

日前，湖北鼎韵山水
艺术村项目在黄冈市团凤
县杜皮乡开工，标志着华
中地区首家艺术村正式落
户黄冈。鼎韵山水艺术村前
后分两期建设，一期项目由
鼎韵画家村、“筑·居·思”建
筑作品展、“游园惊梦”主题
景观园林等组成。

同时，杜皮乡政府与
鼎韵山水艺术发展有限公
司签订了“共建山水文化
助力老区扶贫”的协议。
鼎韵将通过山水艺术村项
目 的 建 设 及 后 期 推 广 运
营，积极开发相关产品，
包括当地特色农业及农副
产品、手工艺品、古村落
保 护 等 ， 将 民 营 企 业 资
本、技术、市场、人才等
优势与当地生态、土地、
劳动力、特色资源等结合
起来，帮助当地居民脱贫
致富。 （安 冬）

“中国三大男高音”
将网络收徒

华
中
首
家
艺
术
村
落
户
黄
冈

第三届中国国际提琴及琴弓制作比赛日
前在北京举行，300多件作品参与了此次比赛。

图①：参赛作品
图②：获奖作品在国家大剧院展出
图③：意大利评委在评选作品

（本文图片由中国乐器协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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