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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俄国都是文化大国，各自
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
源，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近年来，
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指引
下，两国文化领域合作蓬勃开展。

据文化部外联局亚非处处长龚佳
佳介绍，自2006年起，中俄连续互办
国家级大型活动，包括 2006—2007 年
互办国家年，2009—2010 年互办语言
年，2012—2013年互办旅游年，2014—
2015 年互办青年友好交流年，2016—
2017年互办中俄媒体交流年。在上述
活动框架内，中俄互办文化节、文化论
坛、文化大集，互派演出团、艺术展览，
参加在对方国举办的国际艺术节和艺
术比赛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
活动，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俄连续签署文化合作计划

1992 年 12 月 18 日，叶利钦总统
访华期间，我外交部长钱其琛和俄罗
斯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在北京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
政府文化合作协定》，该文件成为两
国在文化领域内开展交流与合作的纲
领性文件。到目前为止，在该协定框
架内两国文化部陆续签订了 11 个文
化合作计划，并均已顺利执行。

2016 年 7 月 4 日，在中国国务院
副总理刘延东和俄罗斯政府副总理戈
洛杰茨见证下，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丁
伟与俄罗斯文化部副部长茹拉夫斯基
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俄
罗斯联邦文化部 2017—2019 年合作
计划》。

2000 年 11 月，中俄双方在中俄
总理定期会晤框架内成立了副总理级
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下设教育、
文化、体育、卫生 4 个合作分委会。
2007年7月，中俄双方签署政府间议
定书，将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更
名为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

中俄互办大型文化活动

自 2006 年以来，中俄两国互办
文化节已成为机制性项目，是两国文
化交流中活动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
广、受众人数最多的品牌活动，受到

两国各界民众的广泛关注。
2016 年我国在俄罗斯举办“中

国文化节”。此次文化节历时 1 年，
系中俄媒体交流年的重要活动内容。

“中国文化节”开幕式于 2016 年 7 月
4日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
理刘延东和俄罗斯政府副总理戈洛杰
茨出席致辞并观看了演出。演出受到
全场高度赞扬和热烈欢迎。

“中国文化节”活动期间，中方共
组派16个团组、369人次赴俄，举办地
方文化周、音乐、舞蹈、戏剧、武术等专
场演出、舞台艺术对话等 30 余场活
动，活动地域覆盖欧洲部分、伏尔加河
流域、乌拉尔地区、远东及西伯利亚地
区、克里米亚地区等广大区域。

自 2010 年起，“中俄文化大集”
活动于每年8月在中国黑龙江省黑河
市和俄罗斯阿穆尔州布拉戈维申斯克
市同步举办。文化大集活动已成为中
俄地方和边境地区文化合作交流的品
牌项目，有力推动了中俄边境地区和
地方间的文化合作。第八届中俄文化
大集于今年6月22日在黑河市举办中
方开幕式，6 月 2 日在俄布拉戈维申
斯克市举办了俄方开幕式。

设立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和
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

2012 年 12 月 5 日，时任国务委
员刘延东与俄罗斯副总理戈洛杰茨共
同为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揭牌，文化
中心启动运营。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
重点面向俄罗斯主流社会，积极与当
地政府部门、文化机构、民间组织开
展合作，举办文艺演出、展览、学术
研讨、互译出版、电影放映等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成为在俄推广
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中俄文化
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阵地。

2016年7月4日，中共六大会址常
设展览馆建成仪式在莫斯科五一村举
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
普京致贺辞，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和俄罗斯政府副总理戈洛杰茨出席仪
式，宣读两国元首贺辞并发表讲话。

在这些文化交流活动中，中俄两
国顶尖艺术家集聚一堂，为两国人民
带来文化艺术盛宴，使两国人民友谊
更加深厚，彼此的心贴得更近。

周五下午，柏林大雨滂沱。但在一个不起眼
的公寓里，却挤满了20多位德中民众。他们是冒
雨前来看中国电影的。2 个房间放映 2 部不同电
影：客厅放映新电影《被偷走的那五年》，原本是
卧室的地方放映老电影《夜店》。

主人雷汉友博士 （德文名汉约·雷曼） 给大家
准备了薄荷茶、奶糖和薯片。大家边吃边看，边
喝边聊。中方参加者交 5 元人民币入场费，德方
参加者交 3 欧元——这个传统已经延续了 10 多
年。退休职员玛格特是常客。她说，来这里看电
影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她喜欢这里的轻松
氛围，无论中国人还是德国人，中国电影是大家
的共同语言。环境科学工程师贝蒂娜曾多次去过
中国，最早一次是1985年，并且居住了一年。去
过中国之后再看中国电影，她感觉更加亲切。她
认为，对从未去过中国的德国人来说，看中国电

影能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
雷汉友1980年到1985年曾在同济大学教授德

语。在那里他学会了中文，喜欢上了中国电影，
还娶了中国太太。回德国时他带回了能买到的所
有中国电影拷贝。那时候的中德往来还很单调，
不仅德国民众不了解中国，中国民众也不了解德
国。独乐乐，还是众乐乐？雷汉友萌发了邀请大
家一起来观看中国电影的想法。观看电影不仅能
获得艺术享受，还能了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
展。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场所能让大家轻松地交
流意见。2001年，他买下一处公寓房，建立了中
国电影俱乐部。他对本报记者表示，希望为德国
和中国民众提供一个像家一样、能舒畅交流的场
所，增进彼此理解。

对于播放什么样的电影，雷汉友没有固定计
划，全凭喜爱。但他也关心时事。在德国媒体的

涉藏报道出现大量噪音时，他挑选播放了 《冰山
雪莲》《丫丫》《农奴》 等电影，帮助德国民众全
面客观认识西藏。

如今的中国电影俱乐部已升格为“柏林中国
俱乐部”。因为这里除了放映电影，还是德中民众
开展活动的场所：打乒乓球、下象棋、打牌、打
台球等等。经常来参加活动的既有去过中国的德
国人、学汉语的外国学生，也有华人留学生和移
民。俱乐部的邮件列表上已有 1000 多名联系人。
雷汉友说，虽然这个俱乐部只是块小地方，但在
他心目中却很重要，因为这是德中民众交流的
家。尽管个人能力有限，但他将会竭尽全力坚持
做下去。

在雷汉友的支持下，柏林华人童声合唱团也
宣布成立。柏林华人童声合唱团指挥杜咏霏表
示，童声合唱团不仅可以培养华人孩子们对中华
文化的兴趣，而且能塑造他们团结协作、开朗自
信的性格。成立不到一年，合唱团已经有30来个
小团员。他们参加过柏林华人春节联合会、柏林
合唱节、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招待会等多场
公开演出，受到各界好评。目前它已经加入柏林
合唱联合会，并是其中唯一的华人团体。

得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来德国访问，正
在排练的孩子们都兴奋不已。他们整齐列队唱起

《歌声与微笑》，希望通过媒体把自己的心声传达
给习爷爷，祝愿访问取得成功。

苏格拉底曾说过：“世上最快乐的事，莫过
于为理想而奋斗。”在追寻音乐梦想的道路上，
有人一帆风顺早日实现了自己的歌手梦，有人
则还在为之而奋斗。由湖南卫视打造的大型互
动音乐综艺 《我想和你唱》 给怀有音乐梦想的
人提供一个平台，让梦想照进现实。通过这个
节目，有人圆了自己的舞台梦，有人圆了自己
想与偶像同框的合唱梦。

《我想和你唱》是一档全民嗨唱、轻松好玩
的音乐派对节目，只要你怀揣着音乐梦想，就
能在舞台上表现自己的实力。节目的第二季模
式升级，互动人数大大增多。节目组没有设置
任何门槛与年龄的限制，舞台上曾出现过 60多
岁的“摇滚奶奶”，50 多岁坚持音乐梦的大叔，
当然也有不少年轻歌迷。歌迷通过上传合唱视
频，便可能被挑选到节目现场，与偶像一起唱
歌。为了最大程度地展现素人唱歌的画面，演
播厅目光所及之处全部都是长条形的屏幕，组
成一道万人想唱墙。即使素人不在现场，也能
让素人与偶像同框嗨唱，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
合唱。与合唱团那种正儿八经的合唱形式不
同，这里没有特别庄严的气氛，呈现的是一种
KTV 的气氛，轻松自在的风格贯穿全场，歌迷
在这个舞台上可以当面对偶像表达自己的情感。

“与其仰望，不如合唱”的口号诠释了

《我想和你唱》 的节目核心，歌迷和明星被放
在平等的位置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星素互
动，回归了受众本位。这档互动综艺节目，以
素人为主，明星为辅，证明星素结合的节目是
可行的，明星亮点十足，普通人也毫不逊色。
节目让普通人离梦想更近，纯粹的音乐梦打动
了人心。 这几日，一场特殊的京剧名家书

画作品展正在梅兰芳大剧院举行。展
览展出了包括梅兰芳、周信芳、马连
良、尚小云、谭富英等名家在内的近
20 幅书画作品。之所以说它特殊，一
方面是因为这些作品大部分作于上世
纪 50 年代，是国内难得一见的真迹，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另
一方面还在于这些作品全部为新加坡
平社无偿捐赠给国家京剧院永久收藏。

新加坡平社是何组织？为何藏有
这么多京剧名家的书画？又为何要无
私地捐赠给国家京剧院？背后的渊源
令不少人感到好奇。

新加坡平社是由客居新加坡的一
些热爱京剧艺术的侨胞组建的业余京
剧表演团体 （彼时，因北京已更名北
平而称京剧为平剧，平社即平剧社团），

创立于 1940 年 2 月 12 日。虽然是业余
京剧社团，但七十多年来，新加坡平社
坚持学习排练，每年都有多场演出，代
代相传，绵绵不绝。他们既演折子戏，
也演全本传统戏，近些年更演了像《曹
操与杨修》《民族英雄郑成功》《凤凰二
乔》《杨门女将》等大型新编历史剧。

新加坡平社的活动在当地和东南
亚一些国家华侨界影响非常广泛，在弘
扬华夏文化、加强华人凝聚力、促进中
新文化交流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
用。从此次展出的书画作品可以看到，
为推动京剧艺术在海外的传播，国家京
剧院首任院长梅兰芳先生等京剧艺术
家和文化界名人，对新加坡平社十分赞
赏，纷纷为平社题词、作画，以此激励海
外京剧爱好者。尚小云曾为其写道：

“让我们友谊的艺术花朵开得更灿烂更

可爱。”周信芳为其写道：“愿京剧这朵
花，在新加坡的土壤上开放得更为美
丽。”1956 年，梅兰芳寄语新加坡平社：

“优秀的中国京剧艺术，在这几年来已
经轰动了整个世界，愿我们共同研究荐
扬，取得更大的成就。”

京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将
散落在全世界的中华儿女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线。今天，包括京剧在内的一
些中华传统文化，能在全世界范围内
得到广泛传播，与当地华侨华人不懈
的坚守有着密切关系。他们对传统文
化有着真诚、无私、炙热的爱，令人
动容，值得钦佩。他们全心全力推动
中华传统文化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
让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得以延续文化
基因，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根繁叶茂
贡献重要力量。

中俄文化交流
让两国人民心贴心
□钟 荷

2017年6月22日，中俄文化大集在黑龙江省黑河市拉开帷幕。

◎墙内看花

从新加坡平社说开去
□郑 娜

与其仰望 不如合唱
《我想和你唱》圆普通人的梦
□谢 黎

“给德中民众交流提供一个家”
——访柏林中国俱乐部

□本报驻德国记者 管克江

“给德中民众交流提供一个家”
——访柏林中国俱乐部

□本报驻德国记者 管克江

昨天我们一到葡萄牙，就感受到里斯本无处
不在的热情与活力。葡萄牙人说“没有见过里斯
本的人等于没有见过美景”。在这个令人心爽、美
景蓬勃的时节，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应葡萄
牙文化部邀请来到里斯本，与葡萄牙的作家同行
交流文学、沟通思想、建立友谊、发展合作，我
们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

按照中国农历的算法，2017 年是中国的鸡
年。而鸡在中国是生命力、吉祥、光明和勤劳的
象征。巧的是，就在来到葡萄牙之前，我和我的
作家同事应葡萄牙驻中国大使邀请，在北京 798
艺术广场，参加了葡萄牙最著名的那只巴塞罗斯
公鸡的落成典礼。那是一只 9 米高的彩色公鸡，
由葡萄牙一位年轻的女雕塑家创作。公鸡昂首矗
立在中国首都的这个小广场，大红鸡冠，喜气洋
洋，就仿佛是特别赶来向中国的鸡年道贺。接着
我知道了巴塞罗斯公鸡那古老神奇的故事，那故
事世代相传，巴塞罗斯公鸡在今天已经是公正、
诚实的化身，是葡萄牙民族吉祥的象征。我们在
中国的鸡年遇见了葡萄牙的巴塞罗斯公鸡，是一

种巧合么？我想起美国作家霍桑讲过的一句话：
“人间的一切意外都是上苍的有意安排。”此时此
刻我愿意相信这句话，两个民族两只雄鸡的快乐
相逢，给了中葡两国作家相聚里斯本一个有准备
的美妙的铺垫。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中葡两国作家第一次举
办双边文学论坛。以论坛的形式举办文学活动，
使我们在相对集中的时间里，就感兴趣的文学话
题和创作体会进行无拘束的、开放的交流，相互
学习、相互借鉴。我相信，这次中葡文学论坛为
我们两国作家提供的面对面的交流机会，一定会
让我们双方各有收获。

中葡两国相隔万里，有着不同的文明发展历
程和不同的文化血脉以及社会发展水平，也有着
各具民族特色的文学传统。葡萄牙文学很早就进
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后特别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葡萄牙
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
国作家和读者能够阅读更多葡萄牙作家的作品，比
如彼列拉·高梅斯的《被剥夺了的童年》、费尔南多·
纳莫拉的《少年鼓手》，以及卡蒙斯的伟大史诗《卢
齐塔尼亚人之歌》和佩索阿的诗歌等，尤其是佩索
阿“感觉即思考”的名句，使我们感受到葡萄牙现代
诗人的睿智与前卫，还有葡萄牙文学巨匠、1998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
漫记》等一系列名篇，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即将到来的 6月 10日是葡萄牙伟大诗人卡蒙
斯的逝世纪念日，1977年，葡萄牙政府把这一天定
为国庆日。这足以说明葡萄牙民族对文学无与伦
比的尊崇的情感。卡蒙斯 16 世纪就到过中国澳
门，神奇的东方沃土同样给了他灵感。因此卡蒙斯
也可以说是中葡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先贤。

中国是世界东方的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年的
历史，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三千年。中国的
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 发表于公元前 11至 6世
纪，记载了约 500 年的诗歌作品，开启了中国诗
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也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
中国古代文学的兴起。有许多中国古代文学名著
蜚声世界，比如 《红楼梦》《西游记》《水浒》 以
及 《孙子兵法》 等著作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在

各国流传。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迎来了快
速发展的新时期，每年出版的文学类图书达 5 万
种，全国期刊发表的诗歌超过90万首，同时网络
文学异军突起，每年发布的原创网络小说多达10
万部。同时，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引进、翻译、
出版，让中国读者对世界有了更丰富的认知，拥
有古老文明的东方国度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充满活
力和创造力的文学气象。我们可以说，中国无疑
是世界的一个文学大国，但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
等因素，中国还不是一个世界的文学强国，我们
拥有世界性阅读的当代文学作品还不多。从这一
点上讲，我们应该向葡萄牙作家学习。

我所服务的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各民族作家
自愿结合的专业性文学团体，现有会员 1 万多
名。我们主办报纸和文学杂志、开办文学院、组
织作家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广泛开展与各国作家
的交流交往。我们的目的就是不断为作家的创作
创造更好的环境，为作家发表、出版作品提供平
台，更多发现并扶持有才华的年轻作家和诗人。
我们积极促进与各国作家的交流，已经与多个国
家的文学机构合作举办了多双边文学论坛，有的
论坛已经形成机制。我们期待以此次中葡文学论
坛为契机，加强两国文学交流和作家交往，将两
国当代作家的作品翻译介绍给对方国家的读者，
增进相互了解。我愿在此代表中国作家协会，邀
请葡萄牙作家参加2018年在中国举办的第二次中
葡文学论坛。如果说生活中的很多第一次都会令
人印象深刻，那么为期不远的第二次论坛也一定
值得我们期待。

朋友们，作为作家，感到欣慰的是，我们能够
用自己的作品表现我们对世界对人类的勘探与关
切，用我们的作品描写不同国家和不同阶层民众的
喜怒哀乐，用我们的故事去打动人、激励人，呼唤我
们生存的星球更多一些进步与和平，更少一些贫穷
与蒙昧。这是作家的社会职责，也代表着一个国家
和民族文化发展与进步的潜力与创新力。加强沟
通、增进了解、互学互鉴正在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
让我们携手书写中葡文学交流新篇章。

（此文为2017年6月7日铁凝在首届中国·葡
萄牙文学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潜力与创新力
□铁 凝

铁凝近影

观众参观新加坡平社赠送的京剧名家作品。

歌手陶晶莹（中）和老奶奶们一起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