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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国鹏

2月20日晚，山东省杂技团带来的“欢
乐春节”庆祝泰王后84岁寿辰专场杂技演
出，在泰国首都曼谷的拉玛九世王公园成功
举办。活动吸引来5000余名观众到现场观
看，足见演出的吸引力。当晚的杂技专场，
精彩奇妙的节目表演，与周围赏心悦目的园
林美景相映成趣，更为这次“欢乐春节”活
动增添了许多值得品味的新意，文化山东的
魅力也让泰国民众遐思神往。

作为文化部等联合主办的“海外春节”
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泰
国·中国山东文化年”系列文化活动的收官
项目，由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山东省文
化厅、曼谷拉玛九世王公园和泰中文化促进
委员会共同主办的这场杂技演出，让“中泰
一家亲”的友好感情更深更浓。由于拉玛九
世王公园是皇家花园，泰国皇室办公室对活
动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泰中文化促进
委员会等泰国机构赞助二百万泰铢支持舞台
搭建和场地安排。

泰国好声音冠军得主担纲主持

2月20日下午四点，这场庆祝中国传统
节日新春佳节和庆祝泰国诗丽吉王后84岁华
诞的文化盛典拉开帷幕。

由中泰双方组织的暖场活动就不同凡
响。

国家级非遗项目潍坊风筝代表性传承人
郭洪利现场放飞25米长的巨龙风筝。眼看着
这么长的风筝飞上天，观众惊叹不已。对
此，郭洪利还有些遗憾：“风小了点，如果
风再大些，能飞得更高更漂亮。”

泰国方面组织的舞龙舞狮表演同样令人
赞叹。让人印象最深的，还是高台上人叠人
的造型，上层队员踩着下层队员的脑袋居然
立成六层。位于最高层的是一位小女孩。一
位队员介绍，这名小女孩子只有两岁。真是
让人惊叹当中还捏了一把汗。好在小女孩十
分淡定，毫不紧张，看来好像已经很有经
验。

泰拳当然也是泰方的保留节目。六名泰
拳选手登场表演泰拳，在雄壮如战鼓的乐声
中，他们先后两两对打，肘击、膝盖攻击，
简洁、凶狠又凌厉无比的攻防，让人看得血
脉贲张。其中一位选手介绍说，自己的名字
就叫A，“就是英文的第一个字母。对我来

说，有机会参加这样的表演当然非常高兴。
我去过中国两次，到过昆明，不过那是为了
交流武术。”

主办方还特意邀请了泰国“好声音”第
一季的冠军得主马惠桢、来自泰华卫视的郁
龙前来担纲主持人。演出前，两人在后台认
真对台词，到了舞台上配合得相当默契。马
惠桢说，前来担当这样一场重要演出的主持
人感到很开心，自己对中国也很有感情：
“我去过北京、深圳、贵阳、桂林等地，在
那些地方学过中文。今晚的节目，除了抖空
竹我在台湾看过外，其他都是第一次看到，
很精彩，每一个节目都很精彩。”

杂技绝技令观众惊叹

下午6点，庆祝活动正式开始。泰国枢
密院大臣甘通·信塔瓦隆、泰中文化促进委
员会主席披尼·扎鲁颂巴、曼谷中国文化中
心主任蓝素红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词。蓝素红
表示，作为中国的品牌海外文化活动，欢乐
春节系列活动已举办了12届。“本次活动主
旨为庆祝2016年中国新年，并向为中泰交流
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泰国王后84华诞祝寿，这
将成为一个中泰人民同欢的嘉年华。”

山东省杂技团的表演压轴登场。
精彩的《转碟》，一时让舞台如数株梅

花绽放。《吊环》表演，盛装女孩似空中飞
鸟，自由洒脱，展示着美的力量。《钻圈》
最后叠到四个圈高，当演员腾跃而起，穿圈
而过，现场是一片惊讶的喊声，连主持人都
称“手心里一直捏着一把汗”。此后《倒
立》、《单人绸吊》、《蹬鼓》、《手技弹
球》、《蹬人》、《抖空竹》、《女子技
巧》、《绳技》等，有刚有柔，有灵巧有力
量。最后的《车技》表演，10位年轻女孩在
一辆自行车上如“孔雀开屏”，更是给现场
增添了一派暖融融的喜庆氛围。

Sarun带着女儿直接坐在舞台前边的草
坪上看演出。他对《抖空竹》节目印象极

深，“真是太奇妙了，抛起那么高，还能接
下来，而且还能相互传递。”孩子则对空中
吊环表演、绳技表演、钻圈表演、车技表演
都很喜欢，她甚至怀疑演员们是不是吸收了
什么“魔法”。Angela是曼谷一所中学的管
理人员，带着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儿子来看演
出，“我感觉每个节目都很好看，这真是一
个很难忘的夜晚。我特意给孩子在这里拍照
片留作纪念。”

不得不再次提到天气。风筝放飞遗憾风
小了些，杂技表演则遗憾风大了些。山东省
杂技团团长姚建国表示：“因为舞台在室
外，风又稍大，原来列进节目单的《草帽》
这次不得不临时取消。今后，随着中泰双方
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泰国观众肯定还会有
机会看到我们的《草帽》，我们也肯定会把
更多精彩带给他们。”

艺术总监亲自吊装威亚

曼谷中国文化中心张家祥介绍，泰方对
这场演出也非常重视，“2016年是‘欢乐春
节’文化活动第12次在泰国举办，是泰国国
王普密蓬陛下登基70周年，也是诗丽吉王后
陛下84寿辰。所以，泰皇室副秘书长阿奴蓬
亲王直接负责联络处理庆祝活动的相关事
宜。今晚的演出一下子来了5000多名观众，
也是罕见的，可见活动的吸引力。”

为了这场演出安全、精彩，中泰双方团
队全体演职人员同样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2月19日，在曼谷中国文化中心工作人
员陪同下，山东省杂技团演出团队来到曼谷
拉玛九世王公园的演出现场，与泰国合作团
队交流，检查调整舞台布置、灯光设施等，
并于当天下午训练，晚上又进行了带妆彩
排。

拉玛九世王公园作为泰国的皇家公园，
是泰国最大的公园，也是曼谷最大的植物
园。园内种植着许多世界奇花异草和珍贵树
木，还有草地、湖泊、河流、假山、鸟鸣，

风景优美。眼下，白色的鸡蛋花树正开着满
树繁花。曼谷当地居民碧芳说：“鸡蛋花树
的花，颜色不仅有白的，还有红的等很多
种。这种树耐干旱，喜光照，阳光越好，开
得越盛。”

拉玛九世王皇家公园是为庆祝拉玛九世
国王普密蓬·阿杜德的60寿辰，于1987年兴建
的。御园内建有祝寿堂、植物园、乐园、晶
水园、水园和人民运动场等。此外，园内还
有中国等六国政府或民间捐建的代表各国风
格的六座小园林。其中包括中国捐建的智乐
园，是中国赠送给普密蓬国王60寿辰的礼
物，这座园林一派中国江南风格，占地约
1400平方米，分为前庭区、榭肪区和双亭湖
石区三部分。中间还有爱新觉罗·溥杰题字
的“绿荫轩”。

舞台设在拉玛九世王公园的主体建筑祝
寿堂前。舞台的框架由曼谷团队根据省杂技
团提供的设计方案搭建布置。曼谷团队的纳
文从事舞台设计工作14年了，他介绍说，
“山东团队提供的方案非常详细。为了保证
安全，我们又在中间加装了一个十字形支撑
框架，这样会更加安全稳定。”

由于有些节目需要吊威亚，19日，省杂
技团舞台总监刘庆民亲自爬到框架上系滑
轮。框架离舞台地面9米高。正逢中午，炽
热的太阳晒得钢架有些烫人，他的衣服一会
工夫就已经湿透了。“这活非同小可，这批
孩子还没带出来，不敢完全放手让他们干，
还是我自己来吧。我们得保证这场演出万无
一失。”

省杂技团灯光师王永清也表示，曼谷团
队安装的很专业，灯光设备也是一流水准
的。2月20日晚的演出中，美轮美奂的舞台
呈现也证明了这一点。

泰国枢密院大臣甘通·信塔瓦隆表示，
中泰两国血脉相连，相互间的交流由来已
久，形式多样。在两国建交踏入第五个十年
之际，这种有特色的文化交流能增进两国友
谊，焕发彼此的活力。

泰国皇家公园上演山东省杂技团带来的杂技专场演出

齐鲁风情让泰国民众遐思神往

□ 于国鹏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句出自
李叔同《晚晴集》的话，在王家卫执导的
《一代宗师》中被叶问说出来，成了电影
的一句经典台词，继而又成了大众流行
语，因为大家喜欢这种“心想”则必能
“事成”的表达。从这个角度理解，这句
话如果套用到对外文化交流中，它表达的
意思则是，送出去的文化如果具有让人
“念念不忘”的高品质，则必能收到“回
响”，取得期望中的好效果。

今年春节元宵节期间，省文化厅组织
山东文化团到曼谷参加“欢乐春节”活
动，以精彩的杂技演出和精美的风筝剪纸
展览为“泰国·中国山东文化年”收官，这
些精心准备的项目，就具备了让泰国当地
民众“念念不忘”的艺术魅力。在泰国曼

谷中国文化中心展厅，遇到曼谷市民帕妮
前来参观山东潍坊风筝威海剪纸艺术展。
她是了解到中国文化中心免费开办剪纸、
风筝培训班后，积极报名参加的学员之
一。几节课下来，她已经学会制作简单造型
的风筝。因为下午还要上班，她特意趁着中
午的机会，赶到展厅再仔细欣赏这里展出的
这些风筝精品，因为这些作品实在太精彩，
她还用手机把几乎所有的剪纸作品也拍下
来。如果不是因为“念念不忘”，很难让
她放弃难得的中午休息时间。

在曼谷拉玛九世王公园举办的庆祝
“欢乐春节”和泰王后84岁华诞的杂技专
场演出，获得泰国皇室的大力帮助和支
持。泰国的阿奴蓬亲王既担任泰皇室的副
秘书长，还是九世王公园管理委员会的成
员，他直接联络处理山东文化团赴泰演出
访问事宜。新华社在报道中介绍，阿奴蓬
亲王对中国杂技表演情有独钟，幼年时首
次观看杂技表演，时隔经年，仍意犹未
尽，而那次演出正是中国团队的杰作。阿
奴蓬亲王说，中泰两国文化相近，中国杂
技水平名扬海外，深受泰国人民喜爱。阿
奴蓬亲王自小时候看过一次精彩的杂技演

出，至今“念念不忘”，这应该也是泰方
特意邀请山东省杂技团前来参加这么一次
重要庆典活动的原因之一。

因为精彩，以至念念不忘。我们文化
“走出去”的节目或项目，如何才能让海
外观众“念念不忘”呢？自然首先是精
彩，要好看好玩。就像杂技，阿奴蓬亲王
看过一次，至今难忘。山东省杂技团的精
彩表演，无疑会再一次加深他对于中国杂
技的美好印象。在杂技演出现场，许多泰
国儿童按捺不住好奇心理，直接趴到舞台
边上观看演出，他们想近距离地观察一
下，这些演员们是不是会施展“魔法”，
所以有这样神奇的本领。相信若干年后，
这些孩子们长大了，对中国杂技的印象也
会同阿奴蓬亲王那样深刻。这些孩子们可
能会因为对中国杂技的喜爱，慢慢喜欢去
了解和感受中国文化，从而成为中泰文化
交流的新使者，成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
播者。

还要注入更多打动人们心灵的力量。
即不仅让人震撼，还能够让人感动。诚
信、友好、爱情等都是人们共同的美好追
求，把这些元素注入到艺术创作、表演

中，很容易形成与观众的情感共鸣。像风
筝中的《牛郎织女鹊桥会》、《鸳鸯》等
作品，表达的是对美好爱情的赞颂和追
求，即使语言不同，仅以作品为媒介，情
感沟通起来也并无障碍，在这些作品前，
观众停留的时间往往会更长一些。这一类
情感丰满、内涵深厚的艺术作品，能够引
发共鸣，就必然会带来回响。这样也超越
了文化“走出去”那种图个一时热闹的浅
层次低水准，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核心价值观层面走出去，并能够获得正
面的积极回应。

特别值得重视的，文化“走出去”一
定要有一个平等心态。自足不必足，自大
亦不可取。因为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性
的，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才有
魏民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
所以崇己抑人尤不可取。只有平等交流，
才能寻找到默契点、共鸣点，否则极易形
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欲求听到更大的“回响”，先要让人
“念念不忘”，这样我们的文化“走出
去”才能脚步更实，形象更亮，成果更
美。

让人念念不忘，方能倾听回响

山东省杂技团的演员在泰国首都曼谷的拉玛九世王公园进行车技表演。

山东省杂技团的演员在泰国首都曼谷的
拉玛九世王公园表演“钻圈”。

在平等交流中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如何应对西方在文化上对中国的偏见、误解甚至
挑衅，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
题。我们应积极开展平等的文化交流对话，在与其他国家
文化交流互动中阐明自己的观点主张，在回击无理指责、
澄清误读误解中寻找共同点、增进共识。”

———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张西平
说。“在文化传播方面改变西强我弱的局面，需要创新和
发展我们自己的传播学理论，努力占据世界文化交流对话
的制高点。这需要我们深入探究当今世界格局变化的文化
背景与原因，探索建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国际视野
的文化话语体系，进一步增强我们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话
语权。需要强调的是，文化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联，文化传
播工作者一定要把文化传播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作为一体
两面，纳入自己对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理解与实践。”

非遗研培计划

不是对非遗项目的大规模改造

●“为提高传承能力，增强传承后劲，迫切需要采取
新的措施完善传承链条，扩大传承人群队伍。中国非遗传
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就是这样一个新举措。但研习培
训计划不是对非遗项目的大规模改造。”

——— 文化部非遗司巡视员马盛德说。“研培计划以非
遗中覆盖面最广、最能带动就业的传统工艺类项目为切入
点，以提高传承能力为抓手，委托高校等相关单位开展研
修、研习和培训，帮助传承人群提高文化艺术素养、审美
能力、创新能力，在秉承传统、不失其本的基础上，提高
中国传统工艺的设计、制作及衍生品开发水平，促进传统
工艺走进现代生活。需要强调的是，研培计划并不是要取
代原有的师徒传承。一个多月的综合培训不可能完成任何
一个科目的系统教学，更不可能取代师傅的教导。我们的
目的是让传承者提高理解和领悟能力，让传授者探索更好
的传授方式。”

新型城镇化必须关注文化生态平衡

●“当前，在中国新的城市化浪潮中，城市发展能否
为寻求文化认同的社群留下生长空间，如何让传统文化实
质地进入城市公共生活，是当代城市发展与文脉接续的关
键所在。今天的新型城镇化，应该更加注意到文化辐射，
关注困难群体的城市生活状态。”

———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傅守祥说。“在新型城镇化的
文化治理中，政府要全面创新文化管理机制与手段，通过
制度安排，利用和借助文化的功能用以克服与解决新型城
镇化中出现的各类文化问题，实现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
与共治的‘文化治理’，通过文化考评加强对各层政府部
门工作的引导。要让‘文化治理’成为规划新型城镇化发
展的必要手段。”

(孙先凯 辑)

□记者 孙先凯 通讯员 赵秀峰 报道
本报惠民讯 没有明星大腕，没有绚丽多彩的舞台，更

没有高档座椅。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二，已有800年历史的
书会“激情”不减，200多名草根艺人，负鼓携琴，齐聚惠民县
胡集镇“唱东西南北人间情，说古今中外世上事”。吸引周围
百里村民，身着新装，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前来听书、赶
会；曲艺爱好者、大批摄影者候鸟般涌至。上百书棚，吹拉弹
唱，数万观众，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热闹非凡。

在西河大鼓的书棚里，一位扎着小辫，满脸稚气的小
姑娘那一板一眼，字正腔圆的表演，引来听众阵阵喝彩。
小姑娘叫张文琪，辽宁喀左人，她师傅许同贵在非物质文
化遗产进校园的演出中看中了小文琪，短短两年的培养，
她说的“张飞请诸葛”，“寇老西审葫芦”，多次在当地
县市获奖。许同贵老人说，一直担心曲艺没传人，“这下
不担心了，有这个小闺女，坚持住，一定能唱好。”

今年的胡集书会上，我们既可以听艺人唱戏说书，又
能品尝马蹄烧饼等传统美食，还能欣赏剪纸、泥塑、柳
编、葫芦刻画等滨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书会现场随处可
见举起手机拍摄的群众，如果因工作生活忙碌无法现场感
受盛况，点开朋友圈同样可以享受书会氛围。人人拍，人
人发，人人点赞，随时发到朋友圈、微博、QQ、论坛，
营造了一个“网上胡集书会”。

800年胡集书会依然火爆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苏兵 报道
2月20日，淄博市博山区博山镇的镇中心广场上，22

支农民文艺代表队依次亮相。威风锣鼓、舞狮子、大秧
歌，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引来观众的阵阵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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