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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援非：一招一式见功夫
金炫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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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歌是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音乐工

作者（佚名唱，黄准记，流行于绥德一带）

记录下来的，随后，这首优美动听、脍炙人

口的陕北民歌便广为流传。上世纪50年

代中期，作曲家王方亮把它改编成无伴

奏女声合唱后，又成为很多专业合唱团

体的表演曲目，其影响更加深远。

全曲有很浓厚的抒情性，歌词深情

地咏唱了一个美丽而有些凄然的爱情故

事。在高度抒情化的旋律中融入了叙述

因素。四个乐句采用了典型的“起—承

—转—合”的原则，音调由高音区渐次

低移，曲意也由明而暗，揭示了一种思

念和难舍之情。首句是全曲音调、音

域、节奏的缩影，包含了高度的艺术概

括力。两个切分音的连续运用，蕴含了

一种很强的内在推动力，后面的三句似

乎是首句内聚力的依次释放，给人一种

自然、顺畅之感。

这种以首句确立乐旨、塑造形象的

艺术手法具有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这

也是汉族民歌旋律的一个重要特色。另

外，到了“转”句，旋律以“1
?
—4”的五度下

行，自如地移到了

下五度系统，即由

C宫F徵调式转为

F宫C徵调式，前

两乐句与后两乐句

形成“五度结构”，

为强化音乐的情绪

起到了明显的推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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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诞辰510周年。为
纪念和弘扬吴承恩的文学成就，促进长篇小说创作
的持久繁荣，《人民文学》杂志社与江苏省淮安市淮
安区委区政府共同设立了“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并
力争使这一文学奖项成为海内外有广泛影响力的权
威长篇小说奖项。

吴承恩长篇小说奖每两年一届，以奖评期内公
开出版的、能体现长篇小说完整性艺术构思与创作
要求，字数13万字以上的作品为评选对象，通过公
开征集入围作品的方式进行。每届获奖作品的数量
为5部，含特殊题材的优秀长篇小说和优秀翻译长篇
小说各1部，奖金为每部10万元。由中国作协、国内期
刊界有影响力的作家和文化名人出任评委。首届吴承
恩长篇小说奖评选工作将于明年上半年正式启动。

吴承恩出生于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区）。他用
毕生精力创立了闻名中外的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
游记》。《西游记》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在全
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一部不朽的文化瑰宝。

（郑 娜）

吴承恩长篇小说奖设立

“新鲜提案?东山真实影像提案大会”近日在江
苏苏州东山镇举办。大会共收到来自世界各地106件
新鲜提案，最终挑选出 20个入围提案。3天会期
内，来自国内外的21位决策人、30余位嘉宾与提案
人进行全方位沟通，探讨投资、合拍、发行与项目
开发的各种可能性，力争将提案发展成作品，并通
过各类渠道到达观众。

与虚构影像相比，真实影像的样态更为丰富。
此次入围的提案从创作类型来看，既有传统的纪录
长片和系列纪录片，还有短视频、交互视频、VR视
频、纪实类真人秀。从内容来看，有以独特视角解
读中国现代化变迁，以个体视角剖析全球化背景下
的华人，以外国人视角探视中国社会，以当事人视
角叙述历史变迁，以科学视角关注地球变迁等。从
提案人来看，既有经验丰富的创作团队和公司，也
有年轻的初入者，中国、美国、韩国、英国、澳大
利亚、新西兰、越南均有入围提案。 （张姗姗）

真实影像提案大会在东山举行
重排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近日在京亮

相。它是2016年文化部重点剧目，也是国家
艺术院团演出季的展演剧目，是中国歌剧舞剧
院继 2015 年成功重排民族歌剧 《白毛女》
后，向中国民族歌剧经典致敬的又一实践。

3 天的演出如同 60 多年前一样轰动京
城。舞台上“荷粉露垂，杏花烟润”，每一
个场景都似一幅画。运用现代表现手法不但
将小说里60多年前的乡村景象真实还原，而
且有山有水、有桥有树，景象逼真，令人眼
前一亮。剧情轻松明快、节奏紧凑、层层推
展、高潮迭起。隔了几代人的演出服装，没
有让观众感到隔阂，正如隔了几代人的歌声
没有让人们感到隔阂一样，经典具有超越时
空、超越历史的魅力。在演出现场，年轻人
发现，原来以前的歌剧这么好看，音乐这么
好听；老人们在抬手擦拭双眼时，也感叹这
就是以前爱看的戏。

贺敬之、乔佩娟、郭兰英、丘玉璞、郭
淑珍等老一辈艺术家都观看了演出，他们当
中的一部分人曾是60多年前歌剧《小二黑结
婚》的首演者。作为当年的创作者之一，贺
敬之看完演出后表示，歌剧《小二黑结婚》
在我国民族歌剧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60
多年后的今天，由又一代新人重新排练演
出，他们的艺术才华和辛勤劳动，取得了令
人振奋的成功，受到了广大观众热烈欢迎。
这对于歌剧界发扬民族新歌剧的传统，在多
样化发展中促进中国民族歌剧事业进一步发
展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一级编剧，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
冯俐认为，看歌剧《小二黑结婚》，从头到尾
都有一种熟悉而陌生、亲切而新鲜的感觉：具
有时代价值的人物、情节，带着泥土、青草气
味的台词、唱词，既民族又歌剧的音乐。戏剧
文本的改编堪称成功的范例：完成了戏剧结

构，保留了主要人物和故事主体，更保留了小
说语言风格鲜明的特点，形成了经典台词。而
作为歌剧的主要“台词”——歌词的成功创
作，可以说与原小说的语言珠联璧合、浑然一
体。“土”得那么生动、鲜明，清丽得如同田
园牧歌。信手拈来的比兴笔法，更赋予这歌词
中国式的美感。就连喧叙调的歌词，都那么独
特而妙趣横生。

北京青年报记者伦兵表示，歌剧《小二黑结
婚》虽然经历了60多年的风雨，今天看来依然
是中国民族歌剧的经典。宣叙调和喜歌剧一直
是中国歌剧创作的短板，而在《小二黑结婚》中，
宣叙调是那么情真意切。中国语言韵律怎样能
够化为宣叙调，通过《小二黑结婚》的排演应该
好好来研究。此外，中国歌剧中的喜歌剧屈指可
数，《小二黑结婚》的重排恰好也能推动喜歌
剧的创作，对当代歌剧创作和演出来说是一个
很好的启发。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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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智、杨赤、李胜素，日
前率领中国国家京剧院一团一行65人，携京剧经典大
戏全本《将相和》《白蛇传》再抵英伦，在伦敦孔雀剧
院进行了4场精彩绝伦的演出。

本次亮相的两出剧目是对中国传统思想价值集中
而生动的一次诠释。《将相和》塑造了中国文化所推崇
的英雄贤达形象，传达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将
相和，天下平”的政治理想。《白蛇传》则塑造了面对
爱情英勇无畏的白素贞形象，传达了敢于冲破人神界
限，为爱牺牲、至死不渝的普世情怀。

中国艺术家高水准的表演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
节，不断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鼓掌和喝彩。应邀观看
演出的英国文化传媒体育部常务秘书苏?欧文，以及著
名学者、英国科学院院士阿尔布劳夫妇表示，他们惊
叹于中国传统戏剧的艺术魅力，被其思想内涵深深吸
引，感叹中国近3000年前就已经召开了“首脑峰会”，
并提出文武官员和谐相处的哲学观点。英国皇家歌剧
院执行官奥尼尔女士表示，她非常喜欢京剧的音乐和
唱腔，此次演出演员与乐队配合得天衣无缝。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演出期间看望了全体演
职人员，感谢他们不远万里将中国的国粹艺术呈现给
英国观众。刘晓明说，今年是中英关系“黄金时代”
的开局之年，“黄金时代”需要这样的“黄金节目”，
国家京剧院此时来英访演可谓恰逢其时。

观看演出的多位侨领表示，非常高兴在英国看到
来自祖国的高水平京剧演出，希望能为京剧在英国的
推广尽一份力量。

于魁智表示，这是国家京剧院一团第三次访英，
英国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各界观众的热情参与使演
出大获成功，演员们也充分领略了英国观众深厚的文
化底蕴、欣赏能力以及对中国古典艺术的诚挚喜爱。

谈到京剧在海外的传播，艺术家们指出，为应对
京剧在海外传播过程中的挑战，京剧首先要保持对自
身传统的准确认知。早年京剧很多对外交流活动以动
作性较强、偏重武打和做功的剧目为主，后来逐渐增
加了更具思想价值和文化意蕴的唱功戏和文戏的比
重，这就是在传播过程中对京剧自身认知的一种调校。

他们认为，除了准确认知自身传统中的精华，京
剧还需努力拥有与世界先进文化对话的技术能力，并
以国际化的演出运营方式呈现。向世界尤其是西方主
流社会拓展京剧艺术，必须在视觉、听觉等舞台呈现
的各个层面拥有和接近当今的国际水准。

中国国家京剧院一团的几次赴英演出和近年来的
海外演出活动，都遵循以市场为主导的运营原则，以
平等的身份参与西方主流演出市场的竞争，在推广传
播方面下大力气，尝试以真正国际化的方式打入国际
市场。 （林卫光）

扫二维码听歌

面向平民：

让更多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来自坦桑尼亚的杜甫，原名穆罕默德?西
蒙，今年25岁，是文化部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对
非培训基地第四期非洲学员培训班的学员。这期
学员来自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莫桑
比克和乌干达，其中部分学员由当地的孔子学院
选送，也有一些学员来自当地专业的武术院校，
其中包括国家队的武术运动员。
“坦桑尼亚人太喜欢功夫了。”杜甫告诉笔

者。虽然职业是武馆教师，但在杜甫看来，功夫
不只意味着工作，而是日常生活，就像一日三餐
一样。因为对功夫的热爱，他准备接着学习中
文，并且想成为一名企业家，从事中国和坦桑尼
亚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工作。

有着自己武馆的樊塔红，来自埃塞俄比亚。除
了虎拳，她还会南拳和散打。在她的国家有很多学
生跟着她习武。樊塔红希望这次学成回到自己的
武馆学校，能给自己的学生带来更多新鲜的教学
内容，能让更多的学生对中国功夫感兴趣。“我还
有两个特别优秀的学生，希望他们也有机会来中
国学习功夫。”

像杜甫、樊塔红这样从事跟中国功夫相关工
作的人，在非洲不在少数。埃塞俄比亚的穆罕默
德?阿杜弗泰是一名电影导演，同样也是一名制
作人。从喜欢功夫电影到开始练习中国功夫，再
到导演功夫电影，一路走下来，他觉得中国功夫
不仅影响了他的职业规划，也影响了他的整个职
业生涯。

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是文化部授予的首批全
国对非培训基地之一，承担非洲武术学员的培
训。据校办公室副主任王思禹介绍，该校迄今为
止已经培训四期共计80名非洲学员。学员经过近
3个月的学习，基本能掌握包括太极拳、长拳等
传统武术套路和花枪、朴刀等兵刃器械项目，还
考取了武术段位证。

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除天津的武术培训
班之外，今年的对非文化培训项目多达十余个，
涵盖武术、剧院管理、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
创意设计等多个领域，培训人员100多人。

面向官员：

为非洲提供经验和智力支持

除了面对平民，此次文化培训还有专门面对
非盟青年官员的研修班。

研修班由25-35岁的成员组成。他们来自不
同的国家，来自非盟的不同部门。

尼日利亚的维特是非盟人力资源部门的官
员，2013年他来过一次中国，但专门来上中国文
化课，这还是第一次。“我们会根据自己的具体
工作，以不同的方式推进中国文化在非洲的交
流。我们还会借助中国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模式，
包括文化部门和人事部门的管理等。”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此次文化部对非人
力资源培训活动，不仅仅是增加非洲朋友对中
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培训，
为非洲文化的发展提供经验和智力支持，帮助非
洲国家保护与开发其本土丰富的人文资源，切实
促进非洲的文化发展。

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能力建设培
训班同样是成果之一。参加此培训班的加纳阿扇
缇地区主管西蒙?劳耶表示，非遗资源在非洲其
实很多，但大部分人并未有意识地加以保护，以
致许多有趣的文化在默默无闻中湮灭了。西蒙非
常推崇中国的非遗保护体系，并希望能把它引介
回国。

得到学员的认可和欢迎很重要。天津职业技
术师范大学非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潘良说：
“对非人力资源培训要明白每个项目需要达到的
效果，更要了解非洲会从中受到什么样的影
响。”他认为，今后几年将持续开展的对非文化
人力资源培训项目，要在保证规模的前提下，继
续做精项目。

文化交流：

推进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中
非文化交流大步发展，迎来最为活跃的时期。

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
中国宣布将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支持，并重点
实施包括人文合作在内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推
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其中，在文
化合作方面，中方将实施对非洲文化培训“千人
计划”，未来3年为非洲国家培训千名文化管理人
才。

此次培训活动就是中非人文合作计划的一部
分。2013年至今，此项活动4年间累计培训人员
超500人次。其间，相继举办了刺绣师培训、非
洲画家来华客座创作、武术学员培训、中非博物
馆长论坛、竹编培训、陶艺培训、舞狮培训等活
动，在中非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

培训对象的多元化，培训内容的多样性，
为来自非洲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学员提供了丰
富的体验与学习机会。毫无疑问，他们正在逐
渐成为中非文化交流合作一支不可或缺的力
量。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翟
风杰表示，中国与非洲国家历来有着特殊的感
情，近几年的交往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加
强，这将对中非文化交流带来更加积极的影
响。很多学员会在培训过程中询问能否继续申
请攻读学位，或者做访问学者。目前已经有一
些学员在培训之后重返中国继续学习。“当
然，通过文化交流，我们也可以多加借鉴非洲
人民的家庭理念以及保护生态自然的理念
等。”潘良说。

学习太极拳、长拳，考取武术段

位证，学习非物质文化管理方法、创

意设计……日前，由文化部主办的对

非人力资源培训在天津、四川、广东

等省市陆续展开，又一批非洲朋友来

到中国，接触、了解、学习中国的文

化，并将其所学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

去。经过数年的积累，中国的对非人

力资源培训用真心真意、真材实料，

让非洲朋友获得了真才实学，也使得

文化援非真正落到实处。

▲京剧《将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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