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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故宫见。”
5月4日，韩国籍主席崔香在江苏南

京宣布，第九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决
赛将在故宫举行。20 天后，紫禁城如约
迎来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场辩论赛。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华语辩论赛
事，本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赛区遍
及全球，除内地各地的赛区外，还设
立了8个海外赛区，共吸引来自四大洲
535支参赛队参与。

海外名校表现亮眼

崔香的另一个身份是韩国延世大
学辩手、延世大学中文系大二学生。
本届比赛中她获胜两场，并获一场单
场最佳辩手，延世大学也以小组第一
晋级淘汰赛阶段。

看到赛场上唇枪舌剑的崔香，很

多人不相信她的辩龄还不到一年，而
且她和辩论的结缘纯属巧合——在韩
国，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教育处每年都
要举办“全韩中文辩论赛”。这个赛
事的特别之处在于，要求参赛的 4 个
人当中必须要有一名韩国人。几年
前，崔香抱着“试试吧”的心态报名
参赛，顺利加入了当时正在组建参赛
队伍的延世大学辩论队，夺得亚军的
好成绩。

崔 香 就 这 样 和 辩 论 队 的 其 他 成
员，踏上了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韩国
赛区的选拔征途，并且与同样拥有外
国选手的悉尼大学辩论队一同晋级 16
强。而在本届比赛中，包括他们在
内，共有 11 所海外高校入围决赛阶段
比赛，其中不乏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等海外知名高校。海外高校数量
在决赛阶段占比超 1/3，其中澳大利
亚的莫纳什大学晋级 8 强，马来西亚
国立大学晋级4强 （辩手均为马来西亚
华人）。

通过辩论更了解中文

“我喜欢辩论，思维碰撞和逻辑推
演有助于提高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希
望大家都能喜欢辩论，享受辩论。”悉
尼大学的辩手米奇发音标准，条理清
晰，汉语功底令人刮目相看，若非亲
眼所见，很难相信这一口流利的中文
出自一位金发碧眼的外籍辩手。

米奇 15 岁时，母亲来中国工作。

感慨于中国的飞速发展，母亲希望他
能学习中文，从此以后他便开始学习
中国文字和文化。接触中文辩论后，
米奇进一步感受到汉语言文化的魅
力，也加深了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世
界观的了解。为了解决汉语学习中的
问题，米奇还找到了自己的独门秘
笈：追中国的电视剧和刷抖音。他最
近特别喜欢看电视剧《都挺好》。

与米奇一样，崔香也曾在中国生
活过，初中毕业之后才跟着家人回到
韩国。15 年的北京生活，给崔香的中
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因为过去5年
间少有机会用到中文，所以日常沟通
中偶尔还是会出现韩语和中文不能流
利切换的“bug”。这次的“华辩”旅
程仿佛为她量身定制，除了与她专业
对口，能锻炼她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培
养逻辑性思维之外，也给了她在世界
舞台上开口说中文的机会。当得知自
己被邀请担任世锦赛第一位国际主席
时，崔香用了4个成语来形容当时的心
情：“心花怒放、喜出望外，对这个求
之不得的机会感激不尽。”

促进世界青年文化交流

在崔香看来，辩论展现了汉语独
有的魅力，“每一个词汇的选择，每一次
语气的把握，都会直接导致表述意义的
不同。这是汉语博大精深的体现”，而

“华辩”赛也让更多正在学习中文的外
国人提高了对中文的学习兴趣。

“我们举办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
就是希望搭建文化沟通的平台，架设
情感交流的桥梁，以开放包容的心
态，以兼收并蓄的气度，以互鉴互决
的胸襟促进交流和对话。”人民日报副
总编辑兼海外版总编辑许正中在大赛
中深切寄语青年人。

2017 年，作为世界华语辩论锦标
赛承办方的南京审计大学君和思辨
社，开始与人民日报社联合举办该项
赛事。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平台为比赛
提供了大量支持。以本届赛事为例，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转发赛事直播 40 余
场，官方微信为赛事直播定制了跳转
按钮，人民日报相关平台播放次数累
计突破 5000 万次，微博话题总阅读量
达3.7亿次。

广泛的传播，让世界范围内的青年
群体对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持续保持
高关注度，也进一步提升了汉语文化的
国际影响力。

全球最大华语辩论赛决赛在故宫举行

“环球辩论”紫禁之巅
□ 郑 娜 邵鹏俐 张佳泳

中国经济在近 20 年进入快车
道，目前稳居第二名，为世界的
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
中国的发展，也会使某些国家感
受到威胁，近期的中美经贸摩擦
成为热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发生的。正因如此，让世界客观
地认识中国、了解真实的中国正
是文化工作者、文化企业应该承
担的历史使命。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
的 《2017 中 国 演 出 市 场 年 度 报
告》显示，2017年中国赴海外演出
收 入 29.87 亿 元 ，比 2016 年 上 升
8.43%，国外来华演出收入为 47.25
亿元，文化演出国际贸易存在数量
和贸易额的双重逆差。进口大于
出口肯定是不争的事实。从票房
收益看，我们走出去的项目票房
收入还非常微薄，远远少于外国
来华的演出收入。如何解决演出
的贸易逆差，加快“走出去”的步
伐？关键还是要搭建起一个对外
文化交流的平台渠道，推出一批
中国优秀的演出剧目到国际市场。

2016 年 ， 为 增 强 “ 一 带 一
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艺术交流与
合作，中国发起成立了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发
展2年多，联盟已拥有107家成员单位，成员单位遍
布全球 38 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包括 2 家大型国际组
织，不仅成为国际上最大的表演艺术交流平台，也
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平
台，为引进各国优秀文化艺术提供了商业和渠道上
的极大便利，也为中国优秀舞台艺术提供了一个规
模和潜力都非常大的国际市场。

通过该平台，2017 年，中国精品木偶团、内蒙
古自治区乌审马头琴交响乐团走进泰国、菲律宾、
法国进行商业巡演。今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6 日，大型
原创回族舞剧《月上贺兰》在美国洛杉矶、拉斯维加
斯、旧金山三地巡演 10 场。巡演期间，超过 300 家的
美国主流媒体对《月上贺兰》给予正面报道，覆盖主流
媒体面达到了75%。今年8月，广州芭蕾舞团到美国
林肯艺术中心进行演出 《布兰诗歌》 与中国舞蹈

《在水一方》，完成了中西方文化的一次深度对话。
这些优秀剧目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一方面

对外展示了中华优秀演艺产品的风采，另一方面也
试水了海外演艺市场的特点和需求。然而，这还不
够。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走出去”加强国际合
作，提升中国原创剧目的制作能力，让中国的演艺
作品更具国际性，更好地表达中国故事，深入走进
海外观众的心。2018 年，由中国、德国、英国等团
队联合制作的歌剧 《马可波罗》，2019年，由中国、
法国、美国等团队联合制作的音乐剧 《图兰朵》
等，就是对“中国故事、国际表达”制作理念的一
次有益探索，延伸了“走出去”的深度和广度。

以心相交，方可成其久远。优秀剧目及演艺资
源是外国文化“引进来”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在敞开胸怀、
大规模引进国外优秀文化艺术剧目与产品的同时，更
应该积极推动音乐剧、歌剧、舞剧等音乐类演出剧目

“走出去”“走进去”“走下去”，坚持用优秀的舞台艺术
讲好中国故事，进一步推动世界各国开展和而不
同、兼收并蓄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实现不同文明、
民族之间的交流互鉴。

（作者为中演演出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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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提琴和打击乐奇妙的撞击声
中，2019 年叶小纲个人作品专场音乐
会日前于国家大剧院奏响。音乐会由
德国著名指挥 Stefan Malzew 执棒中国
交响乐团，携男高音歌唱家石倚洁、
小提琴家陆威、打击乐演奏家胡胜
男、钢琴家谭小棠、大提琴家秦立
巍、圆号演奏家顾聪等国内外顶尖艺
术家同台献艺。

本场音乐会是叶小纲 2019 年首场
个人作品音乐会，上演了叶小纲不同
时期创作的音乐作品，同时也是他作
曲生涯的一次整体性的回顾。开场曲
目 《峨眉》 创作于 2015 年，由四川爱
乐乐团及北京交响乐团共同委约，是
为小提琴及打击乐而作的二重协奏
曲，讴歌了峨眉山的大好景色，描绘

了四川深厚的历史人文传统。创作于
2005 年的 《我遥远的南京》 是为纪念
南京大屠杀中的 30 万平民，作品中的
大提琴以独特的声音与表达方式为中
华民族的心灵史留下了重要一笔。构
思于 1998 年的 《青芒果香》 是作曲家
以亚洲热带植物命名的系列作品中的
一首，充分显示了作曲家敏感、细致
而复杂的心灵以及对光影、色彩浓淡
对比的喜好，表现了对大自然赐予的
沁人肺腑的芬芳的感恩。创作于 2002
年的《西藏之光》，是作曲家西藏题材
作品的第三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
曲家中期作品的特征，描述了作曲家
内心对西藏神圣地貌及精神信仰的尊
重。加演曲目《圣山》，选自叶小纲第
四交响乐《草原之歌》，展现了内蒙古

地 区 宏 伟 的 山 川
河 流 、 丰 富 的 民
族 文 化 、 蒙 古 族
人 民 重 情 重 义 的
思 想 感 情 与 纯 粹
圣洁的精神崇拜。

本 场 音 乐 会
由 中 国 交 响 乐 团
主 办 ， 是 中 国 交
响乐团 2019 音乐季“龙声华韵”系列
音乐会中重要演出之一。叶小纲说：
这场音乐会浓缩了自己对祖国各地历
史、人文、风貌以及景色的体会，“讲
好中国故事、传达好中国声音是我们
当代艺术家的职责”。叶小纲认为，相
比几十年前中国音乐内容不充实、技
术不全面、美学概念与世界不接轨的

状态，目前中国音乐走出去的时机已
经成熟。

作为蜚声海外的知名作曲家，叶
小纲近年来在国内外的艺术舞台上，
绽放出无比耀眼的“中国之光”。其

“中国故事”系列个人作品音乐会，
目前已在美国、德国、英国、哥斯达
黎加、秘鲁、爱尔兰等多个国家成功
举办 20 余场。

每个音符都奏响着中国故事
——叶小纲作品专场音乐会举办
□ 郑 娜

本报电 （文 纳） 北京剧院2019戏剧节暨儿童戏剧嘉年
华将于7月11日开幕。活动为期一个多月，将上演超过30部
的国内外优秀儿童剧，举办多场戏剧相关的鉴赏体验活动以
及儿童戏剧发展论坛。

北京剧院2019戏剧节暨儿童戏剧嘉年华由北京剧院和中
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儿童剧委员会、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
戏剧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演艺工作委员会联
合举办。活动由北京剧院2018戏剧节为基础，全面升级为儿
童戏剧嘉年华。戏剧节升级后，不仅丰富了剧目种类，提升
了剧目品质，而且增加了夏令营、论坛、体验活动等，将向
儿童提供全面感受戏剧魅力、体验和学习戏剧的机会，向儿
童剧和戏剧教育行业人士提供碰撞火花、共谋发展的平台。

此次戏剧节暨儿童戏剧嘉年华将推动北京剧院形成以儿
童戏剧和戏剧教育为主的业务链条。据北京剧院总经理李占
义介绍，通过策划原创剧目、引进国外优秀儿童剧目、增进国
际儿童戏剧交流，北京剧院将努力打造成高品质儿童剧演出中
心，让更多观众形成“看儿童剧到北京剧院，好儿童剧在北
京剧院上演”的消费习惯。

青少年教育一直备受外界的关
注，如何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进一
步拉近与他们的“代际距离”，是当
今众多家长所困惑的。湖南卫视日前
推出家庭代际教育纪实节目 《放学
后》，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家庭样
本，将镜头瞄准小学生家庭在放学后
6 小时的生活，并邀请教育专家评价
总结，分享家庭教育经验，让观众从
中获得共鸣和启发。

《放学后》 打破棚内对话模式，
利用观察和记录的形式，有针对性地
就一些教育热门话题进行呈现，如电
子产品的使用、作业拖延、全职妈
妈、二胎教育、隔代教育等。节目以
最直观的影像记录反馈，解读亲子教
育中的关键点，并给出最有效的教育
方法，切实地帮助学龄儿童父母。例
如当妈妈因为成绩不理想与孩子发生
矛盾，针对“孩子情绪低落时，家长
应该怎样与其沟通”这一问题，教育

专家鼓励父母要善于倾听孩子的感
受，再真诚表达自己的感受。面对青
少年同龄之间关于该如何学会分享，
教育专家则建议，不妨引导孩子有一
种真正成为主人的身份意识，家长不
要过多介入、过多评判。

众多嘉宾表示节目教会孩子讲道
德、明礼仪、怀感恩、行孝道，把价
值观教育融入家庭教育，培育新时代
的好家风。

东方卫视从 2012 年持续推出的
女性励志节目 《妈妈咪呀》 近日迎
来第六季收官。作为一档聚焦普通
妈妈、发掘女性光芒的节目，《妈妈
咪呀》 播至第六季，仍然继续创下
收视热潮，3 次斩获同时段收视冠
军，引发关注。

第六季《妈妈咪呀》以“才艺展
示+故事讲述”的方式，展现了 65 位
普通妈妈如钻石般闪耀的人生。她
们大多经历过人生的低谷，又凭借勇
气与智慧重新出发。例如，43 岁的

“轮椅妈妈”高霞，有一个在上学的孩
子，还要带着瘫痪的前夫生活，但无
论在生活还是爱情上，她从未放弃梦
想，通过一封要求照顾前夫的征婚
信，吸引了 29 岁的小伙子陆子义，被
观众称赞为“有情有义真勇敢”。来
自洛杉矶的49岁妈妈金丽萍，从与社
会脱节多年的家庭主妇毅然奋斗成
为美国保险业精英，用实际行动打破

人们对家庭主妇“没出息”的刻板印
象。来自新疆的妈妈阿米娜曾有一
段失败的婚姻，但现在的她独自经营
烤肉店，抚养两个儿子，工作结束后
在卫生间练习印度舞，绽放出耀眼的
自信光芒。

来自各地性格完全不同的中国
妈妈，在《妈妈咪呀》的舞台上分享自
己的故事，秀出自己的才能。她们的
励志故事、真挚情感、高超才艺，充分
展示了当代中国女性的风采和价值。

本报电 （宗 闻） 近日，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发布 2019 年 4 月开卷三大畅销书榜。在“虚构类畅销书榜
TOP30”上，科幻作家刘慈欣的 《三体》 系列共计 3 部作
品，分别占据了榜单前三名的位置。据分析，这与 《流浪
地球》 热映有较大关系。当当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过年
期间 《流浪地球》 的热映带动超过上百万人在当当搜索

“流浪地球”“刘慈欣”等关键词，包括 《三体》 在内的相
关图书订单同比涨幅超 12 倍。4 月份 《流浪地球》《三体》
在当当销量同比增长超过500%。

湖南卫视《放学后》

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
□ 黄 杰

湖南卫视《放学后》

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
□ 黄 杰

东方卫视《妈妈咪呀》

展现中国妈妈风采
□ 商海艺

北京剧院戏剧嘉年华7月中旬开幕

打造高品质儿童剧演出中心

《三体》系列

再登虚构类图书销售榜首

▲悉尼大学辩手米奇▲悉尼大学辩手米奇

▲韩国延世大学辩手崔香

▲新疆妈妈阿米娜及家人▲新疆妈妈阿米娜及家人

▲音乐会后，演出人员向观众致敬

▲节目反映作业问题▲节目反映作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