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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2日，意大利罗马，中国对外文化集团
有限公司与意大利卡尔洛·费切利歌剧院，正式签署歌剧

《马可·波罗》 赴意演出的合作备忘录。今年 9月，该剧
将在《马可·波罗游记》的诞生地——热那亚上演，这也
是其全球巡演的首站。

多国顶级艺术家携手

马可·波罗是历史上对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影
响最深远的人物之一。200 多年前，横贯欧亚大陆的丝
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此后，中意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
流一直绵延不绝，马可·波罗、利玛窦等交流使者在中意
交往的画卷上抹上了艳丽一笔，也让两国人民结下了悠
久深厚的友谊。

2016年10月，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对外
文化集团公司中演院线在原文化部指导下发起丝绸之路
国际剧院联盟，随即提出制作原创歌剧《马可·波罗》的
规划设想，拟借助东西方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以歌剧
的形式演绎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理解与交
融，打造联盟首个原创演艺精品。项目也获得了广州市
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积极响应，使《马
可·波罗》的制作最终落户广州，并以广州大剧院为创作
基地。

作为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的首个原创作品，歌剧
《马可·波罗》的创作既是东西方携手合作的成果，也是
中西文化融合的象征。该剧由中国诗人韦绵编剧，德国
作曲家协会会长恩约特·施耐德作曲，伦敦科文特花园皇
家歌剧院前歌剧总监卡斯帕·霍尔滕执导，国际华人指挥
家汤沐海执棒，云集了中国、丹麦和英国等多国著名歌
唱家加盟主演。此外，该剧还邀请到了2012伦敦奥运会
闭幕式多媒体创意总监卢克·霍尔斯、奥利弗奖最佳灯光
设计得主布鲁诺·博艾特、埃利奥特·诺顿奖最佳服装设
计得主艾玛·瑞欧特加盟，副导演艾米·里恩以及动作导
演和编舞迈克尔·巴里同样来自英国皇家歌剧院。

互相学习与融合的过程

在歌剧《马可·波罗》创作过程中，中西文化融合是
机遇也是挑战。例如剧中几位外国主演，在学习乐谱之
外，还要学习中文以及一些简单的中国武术动作。在主
创团队和其他中国主演的帮助下，几位外国主演热情高
涨，最终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最初接到广州大剧院的委托时，恩约特·施耐德并没
有什么具体想法，随着了解的深入，他明白了“这是一
次文化的融合，有中国的文化、意大利的文化以及欧洲
的文化。因为马可·波罗来自意大利威尼斯，所以我们尝

试去融合意大利的歌剧文化和中国的文化”。
恩约特·施耐德不懂中文。“中文的发音和语言是一

个挑战，所以得想办法去翻译所有的台词，我把台词录
进录音带里，一字一句地、一夜一夜地去听这些录音。
从这些中文的词里寻找欧洲的旋律。”就像数千年来欧洲
人对东方土地充满好奇一样，无论是香料、丝绸、瓷
器、茶叶这些物产，还是远方的商人与士兵带回的消
息，都激发着施耐德对于东方文明的想象。

对于导演霍尔滕来说，执导歌剧《马可·波罗》是一
个互相学习的过程，他从这里学到了很多东方的元素和
文化。比如歌剧第三幕有文天祥被处决的场景，这个时
候女儿来和他告别，“在西方，人生终结时和至亲告别是
用亲吻来表达，但我周围的人表示中国人不会这么做。
这便是导演过程中一个很核心的问题——要克服文化碰
撞。如何调整？用什么方式来克服这些障碍并达到最好
的效果？我会通过艺术创新手段，来传达这部歌剧的内
核。既要考虑中方的意见，但也要保留自己对艺术的敏
感性。”

问题总是在磨合中解决。歌剧《马可·波罗》从创排
之处的对立到最后的融合，跨越了很多障碍，“排练的第
三天就有现场工作人员感受到了这部歌剧的动人之处，
流下了眼泪。”霍尔滕说。

加深中意两国情谊

文化的融合总能打动人心。2018年 5月，歌剧 《马
可·波罗》在广州大剧院和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进行了首轮
演出，引发世界各地高度关注。英国《金融时报》对这
部剧给出了四星好评，美国最古老的古典音乐杂志美国
音乐年鉴 《Musical America》 深度报道了这一文化盛
事，并于 12月 22日在首页刊登了文章 《Top Ten Mu-
sic Trends/Events in China， 2018》，盘点了 2018 年度
中国十大音乐事件，《马可·波罗》成功入选。

“中国和意大利位于古丝绸之路的两端——700 年
前，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正是沿着丝绸之路，不
远万里来到中国，向西方揭开了我们这个东方古国的神
秘面纱，从而为人类文明交往史翻开了新的一页。700
年后，我们将马可·波罗这位文化使者的故事，再次搬上
戏剧舞台，我们衷心希望，这个讲述中国和意大利古老
友谊的故事，能够受到意大利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喜
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金生表示。

2019 年，《马可·波罗》将展开第二轮巡演，6 月前往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泉州，9 月前往意大利热那亚。
2020年是中国意大利建交50周年，意大利也是马可·波罗
的故乡，热那亚与广州是国际友好合作交流城市。把《马
可·波罗》带回家，不仅将进一步密切中意文化艺术交流与
合作，也将进一步加深中意两国人民间的情谊。

为纪念屠格涅夫诞辰200周年、列夫·托尔斯泰诞辰
150周年和高尔基诞辰150周年，3月15日，由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的新版俄罗斯经典自传体小说在北京俄罗斯
文化中心举行首发式。

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与爱好者共同分享三位俄罗斯文
学大师的自传体作品——屠格涅夫的 《阿霞》《初恋》

《春潮》，列夫·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高

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主任奥莉加·梅利尼科娃在致辞

时表示：“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独特的民族
特色，同时又不局限于本民族。俄罗斯文学让你感同身
受，引发你思索。书中并没有现实的答案或者办法，但
会引起你的兴奋、怀疑或者反对，会教你思考。我认
为，这是俄罗斯文学魅力无穷的秘密所在。”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肖丽媛指出，三套自传体
小说，既体现了作家本人的人格，又书写了俄罗斯人的
性格，既写出了人物的内心，又刻画了时代的样貌。她
期待读者可以如钱穆所说，在这些经典作品中“发现更
高的人生”，“迎来自己的光明时代”。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教授、北京外国

语大学“长青学者”张建华分别发表主题演讲。刘文飞
介绍了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这三位文学大
师在俄罗斯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然后
一一介绍了这九本书的译者，强调这九本书都是“经过
时间检验和读者筛选之后留下的名译”，都是人文社

“压箱底的宝贝”，是“大作家的大书”，是“名著名译”，
“值得购买、值得阅读、值得收藏”。张建华重点品鉴了屠
格涅夫自传体小说《阿霞》《初恋》《春潮》中的爱情主
题和女性形象。他认为中国读者比较熟悉屠格涅夫的六
部长篇小说，相比之下，“屠格涅夫这些生命的记忆之声
似乎显得微弱。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更，
这一被记忆激活的青春爱情书写愈益显示出其独有的风
采和魅力”。 （高 军）

“马可·波罗”回意大利
□ 本报记者 郑 娜

俄罗斯文学大师的成长手册

歌剧 《马可·波罗》 共三幕，全长 168

分钟，通过深度演绎 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

马可·波罗与父亲尼科洛·波罗、叔父马泰

奥·波罗，自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往返中国的传奇经历，再现了宋末元初的

风云际会、兴衰更替以及围绕东西方贸

易、文化交流而展开的正义与邪恶、文明

与野蛮的较量。波澜壮阔的史诗格局，尖

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哀感顽艳的壮士悲

歌，荡气回肠的爱恨情仇，彰显了丝绸之

路的文化价值和人文风采，抒发了对人类

和平、世界和谐的赞美和祈颂。

图为歌剧《马可·波罗》第一幕剧照。

中演院线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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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3 日，第 47 届香
港艺术节落下帷幕。每年2
月至3月举办的香港艺术节
早已成为一年一度亚洲乃
至国际艺坛的盛事，不仅
造福着香港本地的居民，
更吸引大量内地甚至各国
观众前往参与。今年艺术
节期间，笔者两次从北京
飞 往 香 港 ， 着 实 过 足 了

“戏瘾”。其中，有四部剧
目虽然艺术门类不同，却
都因为赋予旧经典新解读
而格外引人瞩目，令人留
下深刻印象。

现代舞 《泰坦——诸
神之舞》 由 2016 年首届皮
娜·鲍什奖学金得主、希腊
编舞家欧里庇德斯·拉斯卡
里迪斯创作，其灵感来源
于希腊神话中宙斯打败其
父乌拉诺斯的故事。然而
作品并未复述这个故事，
而是以完全现代的艺术手
段将这个故事化用到作者
的表达之中，舞台上集合
了现代舞、默剧、装置艺
术 、 现 代 音 乐 等 艺 术 手
段，具有高度的综合性，
生动、大胆而充满怪诞的
趣味。创意十足的表演令
人眼花缭乱，戏谑里带着
悲凉，哀愁中凝着笑靥，
调侃时却又饱含深情。作
品探讨了人与神的关系，
没有永恒的神祇，人在探索真理的路上涅槃之
后就成为了神，如同宙斯打败父亲成为众神之
王一样。

由毛俊辉导演的粤剧 《百花亭赠剑》 则是
对传统戏曲剧目的一次重新诠释。年轻的编剧
江骏杰为这部唐涤生旧作重新改编剧本，创作
新的唱词。毛俊辉导演则从表演手法、音乐处
理、舞台视觉、制作设计，甚至是排练方式上
都对传统粤剧的模式进行了新的使用，在去年
香港艺术节上推出了这部作品，今年又再次升
级改造、精心打磨后再登香港艺术节的舞台。

“年轻化”是这部作品的显著特点，不仅演员大
多是三十出头的青年粤剧演员，舞美、服装造
型上也更加贴合年轻观众的审美，同时又延续
了古典的程式，为粤剧艺术在当今的发展提供
了一种可能，也让对粤剧并不十分熟悉的观
众，对这门艺术有了一个新的审视视角。

2011 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由作曲家周龙
创作的英语歌剧《白蛇传》，将古老的中国传说
与西方的歌剧相结合，创作出一部现代感极强
的作品。全剧被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篇章，每个
篇章以一首中国古诗的合唱作为开篇，暗合着
剧情的起承转合。在笔者看来，音乐之外更吸
引人的是这部作品给传统故事赋予的新的立
意。这是一个探究爱的本质的作品，它提出一
个问题：当我们完全了解一个人的全部真相之
后，是否依旧还会爱他？如果不会，那么我们
爱的是自己以为的他，还是他本身？在这个故
事里，每个人最终都发现了自己所爱不为自己
所知的一面，许仙、白娘子、小青面对的是爱
情，法海面对的是爱情的治愈力量，当面对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真相时，他们各
自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德国汉堡芭蕾舞团带来的编舞大师约翰·诺
伊梅尔的 《胡桃夹子》 同样对原作进行了大刀
阔斧的改编。原作老鼠国王等形象都被删去，
而梦境中的冰雪王国、糖果王国则被改编成了
芭蕾演员日常在教室的排练场景和舞台上绚烂
多姿的演出晚会。于是，这场梦境成为开启玛
丽芭蕾梦想的一把钥匙，也成为对芭蕾大师彼
季帕乃至芭蕾艺术传统美的一种致敬。剧中对
于儿童心理的描摹刻画不仅可以打动孩子们的
心灵，更令每一个成人感同身受又感动不已。
女主演阿丽娜·科约卡鲁的表演令人惊艳，那些
人人在孩提时代都会有的稚拙、扭捏、顽皮以
及对喜爱的事物既心向往之又胆怯害怕的种种
心理，在剧中皆被肢体语言细腻、精准、纤毫
不差地呈现出来，让每个人仿佛看到了童年时
代的自己重拾初心。

这四部作品题材、国别、艺术形式等虽然
各具特色，却都在传统的土壤里开出了属于今
天的花朵。也许正像本届香港艺术节的主题

“一步一舞台”，今日丰硕的艺术成果正是来自
前人一步步的积累，当代艺术家的每一次新的
尝试也都将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经典。而这似乎
也契合香港这座城市的气质，东方与西方水乳
交融，传统与当代和谐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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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剧《百花亭赠剑》

图片来源于香港艺术节

3 月 15 日至 18 日，一年一度的法国巴黎图书沙龙
在凡尔赛展览中心举行。1 号展厅的中国图书展区内人
头攒动，书香扑鼻。参观者有的驻足翻阅图书，有的
在文化体验台学写毛笔字。这是中国出版代表团第二
十二次参加巴黎图书沙龙，内容丰富、装帧优良的图
书成为法国民众感知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发展现状的
一扇窗口。

巴黎图书沙龙始于 1981 年，由法国出版协会主
办，是欧洲重要书展之一，吸引了世界各地上千家参
展商进行图书及文创产品展示，每年有近 20 万观众前
往参观。据了解，由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团） 总公司
组织的来自北京、上海、江西、浙江等省市的18家出版
单位带来了传统文化、汉语学习、少儿读物、中国文
学、人文社科等500余种、900余册图书，其中法、英文
版图书约占 70%。最新出版的法文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二卷、《习近平讲故事》等摆放在书架中央，吸引
不少参观者阅读。

法国作家索尼娅·布雷斯莱研究中国问题多年，曾
出版 《新疆行记》《发现西藏》 等书。她向记者展示自
己刚刚拿到的最新法文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
卷，高兴地对记者说：“我仔细阅读了 《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 第一卷，对我启迪很大。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图
书在此次书展展出，这将帮助法国民众更加了解当代
中国。”

“轮到我写啦！”一群来书展参观的小学生正在中国
文化展台前争先恐后学习如何使用毛笔。在中方工作人
员的指导下，孩子们一笔一划地模仿着。带队老师萨拉
告诉记者，每年班级都会组织一次“想象中的旅行”，去
年的主题是“中国”。在“旅行”中，她带领孩子们学习
如何使用筷子、了解中国风土人情等。“理解不同文化之
间存在差异并且了解差异是什么，这对孩子们来说十分
重要”，萨拉说，“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们看到一个
立体的中国”。

展会期间还举办了“相会在巴黎——中法合作的机

会与前景”研讨会。与会代表表示，图书出版已成为文
化交流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希望中法两国进一步加深
合作，充分发挥图书在推动两国民众相互了解过程中的
桥梁作用。

研讨会上，法国出版商、历史学家费力克斯·托雷斯
向现场观众展示了他出版的中国题材的书籍。他表示，
20 多年前，他就对介绍中国文化的法文书籍十分感兴
趣，如今自己也在把中国故事讲给法国人听，对此感到
很荣幸。“当我越了解中国，我就越喜欢中国。我希望能
够有更多类别的中国图书引进法国，让更多的法国人爱
上中国。”

米雷耶·纳蒂雷尔是新索邦大学普鲁斯特研究中心
负责人，有着很多中国学生的她对中国展区的图书表
达了极大的兴趣。她对记者说，中国图书在巴黎图书
沙龙上展出，这是法中两国间的文化对话。“文学架起
了法中文化交流的桥，让我们在不同文化之间找到了
相通之处。”

书籍，架起中法文化交流的桥
□ 本报记者 刘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