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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小孩用中文演“东施效颦”、用英语演“班门
弄斧”“叶公好龙”，会是什么样子？8月中下旬，“第
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及“2018 年度国际儿童青少年
戏剧协会艺术大会”期间，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与美
国夏洛特儿童剧院联合排演的美国版 《成语魔方》 引
发不少观众的好奇与关注。

美国孩子演中国成语

《成语魔方》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近年来创作的经
典系列儿童剧，通过精心改编与演绎，将中国的成语
故事搬上舞台。因为蕴含深厚的传统文化，又富有趣
味和观赏性，一直深受大小观众的好评。

为什么会想到由美国孩子来演中国的成语故事？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杨帆介绍，两年前，美国米
苏拉的学生曾在第六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上用中文演出

《成语魔方》，并被列入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
商成果清单”，反响热烈。此后，中国儿艺决定将中
美儿童戏剧合作深化升级，尝试用中英双语演出美国
版 《成语魔方》。

“成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是中华
传统文化的精粹，也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通过用中英双语创新演绎中国传统成语故事，扩
大两国文化交流的成果，让美国青少年更好地了解中
国文化，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杨帆表示。

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向来是各国
剧院和艺术家的共同期待。作为美国最大的儿童青少
年戏剧及艺术教育剧团，夏洛特儿童剧院对于与中国
儿艺合作排演美国版《成语魔方》，也投入了极大的努
力。美国夏洛特儿童剧院教育总监、美国版 《成语魔
方》 美方导演米歇尔·朗说：“参演该剧的美国学生，

对自己能够参演《成语魔方》，学习并体验丰富多彩的
中国文化感到非常兴奋。他们非常努力，学中文背台
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他们也非常高兴，能借助此
次机会与中国的观众分享精彩故事，交流跨文化合作
的感受。”

中英文排演收获颇丰

美国版 《成语魔方》 包含“东施效颦”“叶公好
龙”和“班门弄斧”三个故事，由 10名美国学生全新
演绎。其中“东施效颦”用纯中文演绎，“叶公好龙”
用中文歌曲加英文台词相结合的方式演绎，“班门弄
斧”则用纯英文演绎。在英文编译上，此次合作也做
了很好的尝试。夏洛特儿童剧院艺术总监亚当·伯克亲
自操刀，对剧本进行编译，使之在保留中国经典的基
础上，从台词和表达方式进行本土化加工，使之更加
贴近西方观众思维。

三个故事的递进也代表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逐渐
被外国学生学习、理解、应用的过程。

在“东施效颦”中扮演范画师的托马斯·霍说是
一位不会说普通话的华裔，他表示：“通过此次演
出，进一步激发了我对学习中文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兴
趣。”在“叶公好龙”中扮演老李的安吉拉·阿诺德
说：“参演这部戏是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中国故事
很有意思，希望今后能有更多机会接触了解中国文
化。”在 《班门弄斧》 中扮演鲁班的玛雅·卢卡斯则表
示：“自己之前在英文书籍里看过很多对中国文化的
介绍，这次演出‘班门弄斧’这个故事，对中国文
化，尤其是尊师重教、谦虚做人等礼节有了更深刻的
了解。”

演出现场，美国学生充满张力的表演获得了现场

国内外观众的一致好评。该剧中方导演、中国儿艺优
秀青年演员、导演杨成介绍道，这些 15岁左右的学生
从完全不会说普通话，到如今将演出精彩地呈现，仅
用了 18天的时间。在排练的过程中，学生家长也表现
出对中国文化的极大认同，对孩子排演中国的儿童剧
给予支持，其中一位学生的家长，还专程从美国赶到
北京来看《成语魔方》的演出。

中国的哲思与幽默还在发光

作为全程参与美国版 《成语魔方》 排演的杨成，
在整个合作过程中，对中美文化交流也有了更深入的
认识。“他们一开始不是那么了解，为什么中国古人说
话比较慢，包括音乐节奏也比较慢。但是，通过学
习，他们不仅学会了中国人的唱歌方式，对于中国的
艺术创作和审美也非常认可。”

杨成说，在“叶公好龙”里面，有句歌词是“龙
龙龙龙，我的爱”，后来美国学生将这段歌词结合街舞
和爵士舞，设计了一套自己的舞蹈动作，令所有人感
到惊喜。在杨成看来，外国人演中国成语故事并不重
要，最重要的是通过他们的演绎，可以看到 2000多年
前的中国人的哲思、幽默、精神现在还在发光发热，
还在世界上得到传播。

作为第一个由外国儿童剧院用英语排演的中国作
品，美国版 《成语魔方》 在中国儿童戏剧交流进程中
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儿艺院长尹晓东表示，美国版

《成语魔方》的排演，不仅是中国导演并与美国艺术家
精诚合作的又一个成功范例，也是美国孩子在舞台上
讲述中国故事的一次生动实践，未来中国儿艺将以此
为基础，继续深化中美儿童剧的交流合作，让中国故
事和中国文化走进外国家庭。

7月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抢救性记录首批优秀成果推介会”在国家
图书馆举行。这个记录工程历时两年，以纪录
片为主要载体，保存和传播传承人的技艺和经
验，体现了国家对于非遗的高度重视。

中国非遗资源极其丰富。近些年来，讲
述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成为更为普遍的纪录片
叙事手法，受到广泛关注和欢迎。《舌尖上的
中国》《茶，一片树叶的故事》《了不起的匠
人》《我在故宫修文物》《本草中国》 等纪录
片，围绕普通个体进行叙事，介绍烹饪、制
茶、中医制药、文物修复等传统手工艺，个
性鲜明、技艺精湛的传承者令人印象深刻。
这些取自于现实生活的故事鲜活生动，以小
见大地反映传统工艺的文化价值和生存现
状，充满浓郁的人文情怀。

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
精神生活却存在部分缺失。非遗蕴含着传统
社会中宁静、淡泊的精神旨趣，有助于疗治
某些时代病症，使功利、浮躁的心灵沉静下
来，给人带来心理慰藉和观念启发。纪录片
人如果善于发掘非遗的内涵，就有可能满足
现代社会中人们潜在的精神需求，进一步延
续非遗在当代社会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
更多地唤起人们对非遗的关注和保护热情。

随着拍摄设备的轻便化和新媒体的兴
盛，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士进入纪录片领
域，推动了叙事手法的革新。虽然没有接受
过专业教育和训练，但他们满怀诚意和热情
投入创作，使纪录片散发着自然、质朴的气
息。《寻找手艺》《最后的棒棒》 具有较强的
代表性，采用了被称为“自我反射式”的手
法，记录了创作者深入生活寻找和发现的过
程。这些小成本的走心之作虽然影像质量不
高，但令人感到温暖和亲切，能够引发情感
共鸣和心理认同。

优质纪录片借助新媒体传播，也能够推
动非遗的市场化进程，拓展非遗的生存空
间。《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首播时，在社交
网络上刷屏，使得饮食类“非遗”广受青
睐；《了不起的匠人》播出时，与市场营销紧
密结合，大大激发了人们的关注热情和购买
行为；《讲究》在网络播出时也开启了“边看
边买”的垂直变现模式，使“非遗”产品快
速对接消费市场。

总的来说，工艺类“非遗”题材的纪录片在
近几年引起社会关注，有的还成为“网红”和

“爆款”，有力推动了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和传承。不过，“非遗”题材还是相对较少，
影响力也不够大。纪录片人应当深入挖掘“非
遗”这个“富矿”，追求多手段多面向，用生动的

“现场”唤起人们保护和传承的热情。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

院）

2018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于8月31日在京拉开
帷幕。演出季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在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为大家带来国家京剧院、中国国家
话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交响乐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央歌剧
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央民族歌舞团
演出的21台剧目。

今年演出季最大的特点是聚焦现实题材创作，集
中展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创作剧目。《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歌曲音乐会》、京剧 《生死契
约》、话剧 《船歌》、儿童剧 《我想对你说》、音乐会

《浦东交响》、《改革开放40年，引吭高歌新时代——
李谷一及她的学生们》、《筑梦新时代——“畅想京津
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专场》等7台重点主题创作
作品，将展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演出季的新创作品都是艺术家们在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中进行文艺创造的最新成果。如在 《浦东交
响》 音乐会、《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主题歌曲音乐
会》、《筑梦新时代——“畅想京津冀”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专场音乐会》的创作中，一大批作曲家、词作
家冒着严寒、多次奔赴上海浦东、广东 （深圳）、福
建 （厦门）、京津冀地区等改革开放前沿地区采风，
创作出了一系列讴歌伟大时代的精彩乐章；描绘改革

开放主题话剧《船歌》的主创人员驻扎深圳两个多月
进行创作；京剧 《生死契约》 音乐情景剧 《梦圆故
乡》等均是主创人员长期蹲点基层，扎根生活、扎根
人民的情感收获和艺术收获。

本次演出季将继续加大惠民便民力度，80元以下
低票价占50%，并将举办形式多样的艺术普及活动。

国家艺术院团自2010年启动以来，在各个重要时
间节点不断推出高质量的精品力作，不断从艺术高原
向“高峰”攀登，几年来共推出了 252部作品，很多
作品都在不断打磨中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佳作。

（郑 娜）

近日，大型文化探索类节目 《匠心传奇》 在江
苏卫视播出。首期节目中，策展人杨澜邀请演员柯
蓝亲临参观有陶瓷界“当代官窑”之称的汉光瓷，
在大师李遊宇的指导下，她们亲身下场体验，从抠
点到拉坯再到烧瓷，最终和大师一起完成了作品

《太平日子》。
与其他单讲传承的匠心类节目相比，《匠心传

奇》 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传承与创新中触碰文化精髓，
同时面向未来。节目采取户外真人秀的形式，实现与
观众的隔空对话，更加接地气。每期节目由杨澜带领
一位匠心大使探访一位大师，亲身体验工匠艺术，并与
大师共同创作一件作品。据悉，后续节目中，李沁、佟
大为、侯佩岑等12位演艺人员将和杨澜一起，走访如故
宫木器修复专家屈峰，漆艺大师甘而可等12位不同领
域的大师匠人，共同完成“国匠大展”。届时，12件作
品将进驻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于9月25日展出。

“意匠”是 《匠心传奇》 的核心表达。晋陆机
《文赋》 言“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意
匠”最初指诗文、绘画、设计等构思布局，以构建
某种艺术的范式。进入现代以来，“意匠”更多体
现一种品格、一种风采，甚至一种哲学。《匠心传
奇》 正是对意匠精神进行深度挖掘，带领观众走进
意匠大师的世界，揭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秘面纱，
让观众了解艺术品以及意匠大师们创作背后的故
事，增加对传统文化未来发展的信心，真正实现

“意在形先，匠心独具”的美感表达。 （梅 杰）

近日，“笔尖岁月，纸上光阴——中国作家网驻站
作家新作分享会”在京举行。周大新、乔叶、孑与2三
位作家分别携新作出席，围绕“文学中的时间”这一
话题进行深入讨论。

“时间”在文学创作中是一个重要元素，三位作家
的新作都讲述了与“时间”有关的故事。周大新的长篇
小说 《天黑得很慢》 着眼于当下中国的老龄化问题，
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刻画了这一庞大群体的现状及其心
境。乔叶的散文随笔集《天气晴朗，做什么都可以》和

《一往情深过生活》用浪漫而诗意的话语讲述了人该如
何面对衰老，获得生存的尊严和生命的乐趣。网络文
学作家孑与2的新作《唐砖》讲述的则是盛唐时期长安
城发生的一段段悲欢离合的故事。 （田晓凤）

亚洲扬琴协会成立大会日前在京举行。亚洲扬琴
协会是由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伊朗、印度
等亚洲扬琴大家庭的音乐家共同发起，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批准注册的专业社团机构。协会力求通过联结亚
洲范围内的音乐家，让有着 4000余年历史的古老乐器
扬琴焕发新机。协会首届会长由中央音乐学院扬琴教
授刘月宁和香港扬琴教育家吴朝胜联合担任。大会当
天，“亚洲扬琴协会·北京高峰论坛”同时举行。来自
亚洲地区的著名扬琴教授、著名作曲家、演奏家、基
层社会教育专家、乐器制作家以及来自国内10余个省
区市的扬琴专业师生，举行了主题音乐会、作曲家交
流会、教学研讨会、专题讲座、乐器工作坊、前沿信
息分享会等交流研讨活动。 （修 菁）

美国来了“东施”“鲁班”“叶公”
□ 本报记者 郑 娜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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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助力非遗传播
□ 苗元华 宋文康

十大国家艺术院团献21台新品力作十大国家艺术院团献21台新品力作

亚洲扬琴协会成立

文学随时间穿行

《匠心传奇》体味“意匠”精髓

▲中央芭蕾舞团大型芭蕾舞剧《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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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邀海内外作者书写爱情诗

由《十月》杂志与云南丽江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
首届“爱在丽江”爱情诗接力赛日前启动。诗赛将面向
海内外汉语现代诗歌和歌词写作者进行以爱情为主题
的征文，通过持续近一年的擂台式诗歌作品展示竞赛，
传承弘扬以七夕等古老节日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
2018年 9月 1日至 2019年 6月 30日，诗赛将先后进行周
评、月评，并在2019年丽江“中国七夕情诗会”现场评出
年度总冠军作品。获得总冠军的诗人将获10万元奖金，
并被授予丽江市荣誉市民称号。 （宗 文）

▲美国学生饰演的“东施”

▲美国学生表演《叶公好龙》▲美国学生表演《班门弄斧》

如今，观看精品大剧成为观众对电视剧的
诉求。《天盛长歌》以精致的场景设计和服装道
具给予了观众美的享受，为今夏的电视荧屏注
入了清新古典之风。

服装与建筑华美与“古味”，是 《天盛长
歌》 的显著特点。中国古代服饰、建筑文化
源远流长，千百年来影响着民众生活的方方
面面。这部以电影规格制作的电视剧，将华
夏民族巧夺天工的建筑和服装工艺搬上电视
屏幕，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比如陈
坤扮演的天盛朝六皇子宁弈所穿的上绣几何
纹路的特色服装，符合中国古代贵族男子以
绸缎为主要面料、上绘纹样的穿衣习惯。倪
妮饰演的凤知微在恢复女儿身后，发式和衣
服生动再现了古代女性“石榴裙裾蛱蝶飞，
见人不语顰蛾眉”的温婉场景。

《天盛长歌》 也以镜头彰显着“月上柳梢
头”的古典式婉约。剧中有一个场景深深刻
在笔者的脑海中：远处是湛蓝的夜空与高耸
的城门，并排的宫灯与行色匆匆的背影遥相
呼应，宫人手中的灯映照出细长的人影，宽
大的袖袍下，青石板笔直向前，将过往故事
说得意蕴悠远。

该剧的造型、服装与道具均出自香港的张
叔平之手，他作为该剧的美术指导与服装设
计，以沉稳的色彩搭配与构图，使该剧尽显浓
郁古典风。该剧导演沈严原本擅长讲述现实故
事，让 《天盛长歌》 在高度还原中国古代建
筑、着装与人物精神面貌的基础上，又注入了
一份别样的写实。

（海 涛）

《天盛长歌》

为荧屏注入

清新古典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