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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一亿多河南人，想起那个北
京飘雨的下午，仍会觉得自豪。

牡丹花盛

清明过后一周，4 月 13 日下午，京城朝
阳门南大街2号。

那间知名蓝色大厅里，一个64岁的俊朗
北京男子，站在台上，面向全世界，为河南
代言。台下，150 余国驻华使节、国际组织
驻华代表及工商界代表、中外专家学者和媒
体记者计500余人聆听。

他叫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这场
推荐活动，主题为“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携手让河南出彩”，也是外交部第十二场省
区市全球推介活动。为此，外交部当日，取
消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

活动现场，9999朵洛阳牡丹，拼成了盛
世花墙。直教人想到，“唯有牡丹真国色，
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天，动京城、动世
界的，是一个金黄色的篆书“豫”字。篆
书，古老。豫，河南简称，一人手牵大象，
河南地图也像大象。

千里之外，另一名王姓男子，当晚在家
朗诵了一首李白 《将进酒》。家乡河南“与
世界携手”，让他胸生豪情。李白诗中说，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他叫王守杰，53岁，河南商丘梁园区农
机公司下岗职工，复转军人。极巧的是，他
常参加的诗歌朗诵活动，叫“让世界倾听河
南”。

能“与世界携手”，又“让世界倾听”，
河南有多出彩，将多出彩？

天地之中

河南在哪？一万人心中，留给河南的，
有一万个位置。

河南人喜欢说“中”。中，是中国的
中，中原的中，中庸的中，天地之中的中。
中，是河南人自认的合适位置，是历史、地
理确认的天赋方位。包括少林寺常住院在内
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是河南 6 项世
界文化遗产之一。

王毅看来，历史上的河南，是中华文明的
重要发源地，汇聚了东西南北的多元文化，形

成了和谐共生的优秀传统。他尤其提到，“习
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
念，正是根植于这些古老的传承。”

推介活动现场，8 分钟视频，贯通古
今，惊艳全场——“中国八大古都，一半在
河南”，“中国四大发明，从这里走向世
界”，“海内外华人的精神家园，百家姓氏中
72个出自这里”，“127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河
南投资”，甲骨文，轩辕黄帝，少林太极，
清明上河园，河南烩面，米字高铁……河南
出彩，目不暇接。

五千年浓缩于 8分钟，8分钟又浓缩于 8
秒。视频中，太极大师陈正雷祖孙三代，用
8 秒镜头，展示太极的无边意境，黑白分
明，阴阳交融。让人想到，中原大地生机无
限，潜力无边。诞生了太极的河南，在新时
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缩影。

对世界来说，理解河南的方位和未来，
还可以从河南联接世界的三条“丝绸之路”
入手。即分别以中欧班列、郑州—卢森堡航
线以及跨境电子商务为主要依托的，陆上丝
绸之路、空中丝绸之路和网上丝绸之路。

诗酒年华

“我有两个没想到。”河南人杨建峰，显
然有些激动。

作为“让世界倾听河南”诗歌朗诵活动
发起人，他没想到诗歌朗诵竟如此受欢迎。
他更没想到，“让世界倾听河南”这个主
题，竟与外交部推介河南的“与世界携手让
河南出彩”，有相互映衬的趣味。

去年1月，他牵头“让世界倾听河南”诗歌
征稿及系列朗诵活动，依托河南诗歌网、河南
诗歌朗诵艺术团等，面向“河南诗人和全球华
语诗人”，征集诗作，赞美“风雅河南、厚重
河南、大美河南”。很快，商丘、新乡、焦
作、洛阳等地积极响应，又很快，全省十八
地市响应，其他省份呼应。

中年人、年轻人、老人、小孩，都来了。诗
歌写作、朗诵爱好者，超乎想象的多。53岁王
守杰，就是其中一位。年轻人胡江涛，一名
银行职员，也是。河南师范大学老师唐宋，
更是专业水平，谈起新乡，他说，“姜尚才
宏佐周武，比干死谏史流芳”。

今年春节前夕，短短4天，“让世界倾听
河南”活动，在开封、郑州、商丘举办三场
大型诗歌朗诵，分别是“东京梦华”、“中原
诗会”、“四城诗会”。如此高频率以诗歌朗
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活动，并不多见。春节
后，从商丘的“故道寻梦”、“白衣礼赞”到
新乡的“牧野之春”，洛阳的“花开洛阳”，
到马上举行“庆祝五一”，活动一场接一
场，群众热情高。

诗在河南有根。你看，“若问古今兴废
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再看，《诗经》“国风”
中不少篇目，是中原先民“情动于中而咏歌
之”。河南不少诗友认为，千古名篇《将进
酒》，也是李白“与友人岑勋（岑夫子）应邀，到
嵩山另一好友元丹丘（丹丘生）的颍阳山居做
客，三人登高饮宴，借酒放歌”。

“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是中
央寄予河南的崇高使命。而用诗歌、用朗诵
这种文艺载体宣传河南厚重的文化，可以说
是最好的、也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刘
玉杰分析说。作为商丘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他长期关注“让世界倾听河南”活动和
中原文化传播。

早在 1975 年，正在美国休斯顿
莱斯大学读书的3位学生创办了狂飙
剧社。之后不断吸引众多来自中国大
陆、港台的演员和舞台艺术工作者加
盟，如今成为海外为数不多的能融合
两岸三地侨胞共同进行文艺创作的平
台和传播中华文化艺术最具影响力的
社团。舞台上的“狂飙人”，无论来
自“两岸”还是“三地”，都称自己
是华夏子孙的“中国人”，可谓群星
璀璨。

回首30多年的舞台春秋，“狂飙
社”在休斯顿排演的剧目加上各类艺
术形式的演出高达数十场。他们真是
艺高胆大，一个海外的业余话剧社竟
然敢排演话剧史上最高难度的莎翁
剧、曹禺剧，如改编为中国古装的莎
剧《李尔王》、曹禺原作《雷雨》《原
野》、中西方名剧《蓝与黑》《赵氏孤
儿》《玉观音》、歌舞剧 《玉珠串》
等，真让人不敢相信。

2018 年 2 月 17 日，中国农历大
年初二，对于“狂飙社”来说，又一
个重要的日子。当晚，由狂飙剧社、
休士顿华星艺术团联合制作、莫言亲
自授权、朱安平执导的 6 幕古装剧

《霸王别姬》，首次在美国隆重公演。
《霸王别姬》 由莫言创作于 1996 年，
2000 年在北京首演。作品对历史进
行全新的解释，对人物进行大胆的假
设。公演前夕，莫言发来贺辞说：

“感谢你们把我的话剧 《霸王别姬》
搬上了休士顿的话剧舞台并作了全新
的诠释”。

历经 365 天艰辛排练，《霸王别
姬》最后浓缩成两个半小时的视觉盛
宴，展示在观众面前。随着大幕徐徐
拉开，一场来自历史深处的春秋儿女
大戏，带领观众穿越时空，仿佛又回
到那战火纷争的楚河汉界。江山社
稷、红墙黛瓦、爱恨情仇、千古兴
亡、百年悲笑，一剧尽览。6幕舞台
一气呵成，了不起的莫言把所有人物
放在刀锋上塑造，他要表现的是绝望
中的人性，最后到达“爱与死”的巅
峰。剧中，霸王呈现出自己的性格与
命运，虞姬完成自己的成长与转变，
吕雉演绎了自己的双面人格，范增倾
泻自己全部的爱与绝望。每个演员都
拼尽才华，创造了光彩夺目的角色。

项羽的扮演者辛建，毕业于上海
戏剧学院，原天津人艺演员。他的扮
演英气逼人、血肉丰满，声如金属般
铿锵，既演出了霸王的重情重义、铁
骨铮铮，也演出其性格简单、骄傲暴
躁，将名垂千古的悲剧英雄，生动地
呈现在观众面前。

青年舞蹈家王奕童扮演的虞姬，
既柔情万种又率性端庄。毕业于北京
舞蹈学院的她，成功驾驭话剧的独白
与对话技巧。尤其是最后的一幕，虞
姬抽出项羽鞘中的长剑，翩翩起舞，
慷慨悲歌，王奕童以其深厚的舞蹈功
力如行云流水刀光剑影，把全剧推向
高潮。

出身戏剧世家的郭枫饰演吕雉。
莫言笔下的吕雉敢爱敢做，她一方面
精通权术，另一方面也敢于为了爱情
不惜飞蛾扑火。曾经担任独唱演員的
郭枫，嗓音浑厚有力，表演层次分
明，将充满了人格矛盾的“前吕后”
吕雉刻画得栩栩如生。这个人物令人
耳目一新，拍手叫绝。

忠肝义胆的范增由侨界著名的
“老”演员高勇出演。具有深厚京剧
功底的他一亮相即赢得满堂彩。2007
年，高勇在曹禺名剧《原野》中成功
扮演青壮仇虎，此番扮演一代老臣，
气质上从早年的血气方刚转换为年迈
沧桑的无力绝望。他最后呼叫苍天，
以死明志，荡气回肠，催人泪下。

话剧《霸王别姬》的海外首演获
得巨大成功。作品以史鉴今，以今明
史，让观众在感受中国文化的震撼和
跨越时空的人文思考的同时，也为以
多元文化著称的美国休斯顿注入一股
清新的中国文化风。

《霸王别姬》
“狂飙”休斯顿

□ 陈瑞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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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车开道，沐佛仪式的队伍庄严入
场，带来新年的祝福。身着盛装的境外学生
载歌载舞，用赠送祝福花环，点洒圣水的方
式，拉开泼水节的序幕。

4 月 14 日、15 日，由华侨大学校学生
处、华文学院主办的一年一度的东南亚佛历
新年泼水节如期而至。华侨大学境内外学生
在欢声笑语中用清凉的水花泼洒祝福，迎接
夏日的到来。

每年4月13至15日是东南亚泼水节，也
称“宋干节”，是泰国、老挝、缅甸等国家
的佛历新年。这是一个代表新旧交替的节
日，意在祈求洗去过去一年的不顺。

开幕式上，境内外的学生们为现场观众
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各国学生的
民族舞蹈、校艺术团的街舞秀、歌曲合唱
等，同学们展示着才艺，台下观众欢呼连
连，好不热闹。

一年一度的泼水节佳丽选美比赛让观众
的热情达到高潮。来自泰国、缅甸、马来西
亚、老挝、印度尼西亚、中国等6个国家的佳丽
分别走上舞台，展示华美的民族服装，并进行
才艺表演。最终，泰国佳丽凭借颇具特色的
结合厨艺的沙律舞蹈拿下选美比赛的冠军。

在华文学院，来自泰国、老挝、缅甸等
东南亚国家和斯里兰卡的留学生摆设多个摊
点，自制当地特色美食，让人流连忘返。他

们身着精致的服饰，展示着别样的风俗，给
这场泼水盛宴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水枪、水盆、水勺，充气水床、灌水气
球……当泼水活动开始，现场顿时变成了欢
乐的海洋，各式各样的“武器”轮番上阵，
伴随着动感十足的音乐，境内外学生怀揣着
对彼此的真诚祝福，将清凉的水花尽情泼
洒。

“学校为我们举办的泼水节很有家乡的
氛围！”旅游学院 2017 级的缅甸学生段祖
琴、陈丽祝刚从泼水大战中退出，尽管浑身
湿透，但也不掩兴奋之情。她们表示，离开
家乡过节的机会难得，一年只有一次，尽管
今天天气有点微凉，也不愿意错过。

来自希腊的华文学院学生王菲瞪大眼睛
在现场观察着节日庆典中各种新鲜的事物。
她表示，“我对亚洲文化很感兴趣，尤其是
中国文化。我以前来过三次中国，这次体验
东南亚的泼水节活动，感觉很特别，也玩得
很开心。”

“太好玩啦！刚才大家边围成圆圈，边
跳着东南亚风格的舞蹈，欢声笑语，真是太
美好了！”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6 级学生李沛
恒特意到华文学院参加活动，他说，很荣幸
自己学习生活在这多元文化融合、富有国际
化特色的校园。

泼水节活动还吸引了不少市民及外国友
人前来参加。来自斯里兰卡的张伟就携家人
一起来到了华文学院泼水节现场。“我来中
国工作，虽然不是这里的学生，但听说有东
南亚的传统节日庆典就赶了过来。”张伟
说，“感谢华侨大学，在厦门可以感受到传
统节日的氛围，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据了解，华侨大学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
始举办泼水节活动，至今已有30余年。活动
旨在让境内的学生感受到东南亚国家学生对
本国文化的热爱，感受开放、多元、包容的
文化氛围。同时，也促进境内生与境外生的
沟通和交流，增进双方的友谊。

4 月 11 日晚，在国家大剧院“中国
交响乐之春”的舞台上，苏州交响乐团

“赤子之心”交响音乐会在观众的掌声
中落下帷幕。在音乐总监、著名指挥家
陈燮阳的指挥下，锯琴演奏家杜恩武、
唢呐演奏家胡晨韵与苏交乐手一起，为
观众带来了“中国交响乐之父”朱践耳
的《第二交响曲》作品28号、唢呐协奏
曲 《天乐》 作品 30 号、《南海渔歌》 第
一组曲作品17号和《南海渔歌》第二组
曲作品17号等作品。

朱践耳是我国杰出的作曲家，其音
乐创作生涯跨度超过半个世纪，留下了
诸如 《唱支山歌给党听》《英雄的诗
篇》 等众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他的
很多交响乐作品都是“用西方交响乐的
手法演奏中国元素”，如 《天乐》 就是
为唢呐这样一件中国民族乐器而创作
的，生动体现其对中国音乐传承和发展
的“赤子之心”。

据陈燮阳介绍，此次演出的这几部
朱践耳先生的作品，都是诞生于改革开
放之后，“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交响乐创作发展成就的生动体现。”为
了以更加完美的演出状态面对首都观
众，陈燮阳和苏交的乐手们从一周前就

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排练工作。
说起与苏交的首次合作，胡晨韵连

用了几个“想不到”，想不到“这个乐
团的乐手这么年轻”，想不到“乐团里
外国人的比例这么高”，更想不到“这
支年轻乐团的士气和水平都是如此之
高”。除了唢呐之外，这场演出里还出
现了不少中国的传统乐器，尤其是打击
乐器方面，大锣、大鼓、木鱼、钟、锯
琴等一应俱全，与众多西方乐器相映生
辉，为这场重量级的演出增色不少。

苏交的 4 名打击乐手都是外国人，
打击乐助理首席 GeorgiVidenov 介绍，
虽然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演奏中国传统
打击乐器，但一场演出同时用到这么
多的中国传统打击乐器还是第一次，

“东方与西方 （音乐文化） 的结合，擦
出了不一样的火花，我们通过这些中国
传统的打击乐器，也对中国的音乐、对
中国的文化有了更深入地了解，感觉非
常棒！”

苏州交响乐团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
18日，虽然成立还不到两年，但苏交以
严格的标准，吸纳了来自中国、中国台
湾、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
利、西班牙、以色列、希腊、保加利
亚、摩洛哥、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 71 位平均年龄只有
30岁的优秀乐手，是一支朝气蓬勃的职
业交响乐团。

据苏州交响乐团团长陈光宪透露，
2018年，苏交还将远赴新加坡、马来西
亚、台湾、日本进行巡演，把天堂苏州
的“城市新乐章”，在更广的范围奏响。

华侨大学举办泼水节

尽显多元文化魅力
□ 刘 沛 陆炫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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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外学生欢度泼水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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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
版》文艺部微信公号“文艺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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