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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部 基 于 共
同文化瑰宝创作
的歌剧《玛纳斯》，
传递了中国与吉
尔吉斯斯坦人民

的深厚情缘与友谊；一台尽显中国民乐精华的音乐
会 《国之瑰宝》，汇聚了来自古丝绸之路上的“知
音”，与“一带一路”的时代乐章交相辉映；一出合作
制作、改编自文学巨匠普希金作品的京剧《奥涅
金》，见证了中国与俄罗斯两国文学艺术的深度交
融与合作……

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上合组织秘书处、山
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上合组织国家青年演艺
论坛”在山东青岛举办，来自国内外顶级剧院、乐
团的嘉宾们，通过线上线下交流研讨，讲述近些年
来以文艺作桥梁，促进民心相通所取得的丰硕成
果，向世界展现了多样文明相互交融的和合之美。

一部《玛纳斯》，传递两国情谊

“从雪峰流下的塔拉斯河，汇成月亮
一样的湖泊，她是那样圣洁那样高贵，人
们叫你阿依阔勒。圣洁的月亮湖阿依阔
勒，你有多少神奇的传说。”

2019 年 6 月 11 日，中央歌剧院原创
歌剧《玛纳斯》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芭
蕾歌剧院演出，可容纳近千人的剧场座无
虚席，现场响起掌声 30 多次，谢幕时长近
20分钟，兴奋的观众高喊着剧中“赛麦台依”

“卡妮凯”“玛纳斯”的名字，用最真挚、最热
烈、最持久的掌声表达他们的喜悦。

歌剧《玛纳斯》源自中国三大古典民族史诗之
一《玛纳斯》，讲述了柯尔克孜族民族英雄玛纳斯和
他的子孙一共八代人，为了民族振兴而不断抗争、
奋发进取的故事。作为“一带一路”上传唱千年的
文化瑰宝，史诗《玛纳斯》不仅在新疆地区影响广
远，也在沿线国家影响广泛，尤其是在中国邻邦吉
尔吉斯斯坦，“玛纳斯”有着重要意义，吉尔吉斯斯
坦最高荣誉勋章就以其命名。

中央歌剧院外事部主任朱文歆介绍，2018 年 6
月，歌剧《玛纳斯》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时
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观演后，当场邀请

《玛纳斯》到吉尔吉斯斯坦演出。一年后，时值上合
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在吉尔吉斯斯
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央歌剧院一行157人赴约前
往，演出大获成功。

“歌剧《玛纳斯》在弘扬英雄主义的同时，进一
步促进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人文领域的密切交往与联
系，有力助推民心相通，这部剧在吉尔吉斯斯坦的
成功演出，牵动的不仅仅是中吉两国文化交流的风
帆，更唱响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交流和文明
互鉴。”朱文歆说。

一台《国之瑰宝》，汇聚丝路知音

中亚自古就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
传统乐器如琵琶、二胡、扬琴、唢呐等，都是通过
古丝绸之路流传到中国，经过改良发展，成为中国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感受哈萨克斯坦国家音乐学院学生与中国民乐
演奏家的心有灵犀，领略塔吉克斯坦边陲小镇吉沙
尔人民的淡定祥和，震撼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
千年重镇的沧桑厚重，感动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朋
友们的热情亲切，沉浸于俄罗斯圣彼得堡马林斯基
剧院让人向往的艺术氛围……对中国歌剧舞剧院民
族乐团团长栾冬来说，这一切美好瞬间都定格在这
些年来乐团巡演的旅途上。

“巡演之路是一条汇聚知音的路，是一条促进不
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民心相通的路，是一条追求和
平、友谊的宽阔大道，在这条路上我们广交朋友，用民
族音乐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栾冬说。

在2018年“欢乐春节”的巡演中，中国歌剧舞
剧院民族乐团为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等国家的观众，带去了大型民族管弦乐音乐
会《国之瑰宝》。这台音乐会汇集了新疆少数民族音
乐、朝鲜族音乐、戏曲音乐、南音音乐等民族民间

音乐瑰宝，展现了中国“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
俗”的音乐文化版图。

音乐会在中亚三国上演后引发热烈反响。乌兹
别克斯坦纳沃伊国家大剧院副院长告诉栾冬，这是
剧院有史以来第一次上演中国的民族音乐会，“如同
梦境一般”，让他无比激动。每场演出结束后，中国
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的几位年轻演员都会拿起摄像
机，与观众面对面交流，记录下一段段真切真诚的
感受。音乐的对话，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

一出《奥涅金》，彰显东西交融魅力

兴起于19世纪中国的京剧，与创作于19世纪俄
罗斯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一经碰
撞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

2017年6月，国家京剧院与俄罗斯亚历山德琳娜
剧院就联合制作京剧 《奥涅金》 签署合作备忘录。
2019年11月，中俄建交70周年之际，中俄代表在圣
彼得堡国际文化论坛上，正式签署联合制作《奥涅
金》的协议。

亚历山德琳娜剧院已有260年历史，是俄罗斯最
古老的国家剧院。历史上，这座剧院与中国有着不
解之缘。1935年，梅兰芳首次访问苏联就在亚历山

德琳娜剧院登台，演出《打渔杀家》《虹霓关》等京
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爱森斯坦等苏
联戏剧、电影、文学界知名人士都到场观看，深深
折服于中国戏曲虚拟写意的巨大魅力。

据国家京剧院副院长林琳介绍，京剧 《奥涅
金》由亚历山德琳娜剧院艺术总监瓦列里·福金担任
导演，由国家京剧院编剧池浚、导演徐孟珂等组成
年轻活跃的中方创作团队。中俄两国艺术家将运用
中国京剧唱念做打的传统艺术手法，对这部作品进
行全新的开掘和演绎，以东方艺术形态呈现西方经
典名著。

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级剧院强强联合，中国
京剧与俄罗斯戏剧同台演出，分外引人瞩目。“京剧
在俄罗斯很出名，吸引了很多俄罗斯观众的兴趣。
我们都非常期待京剧 《奥涅金》，它将是独一无二
的。”福金说。

虽然 2020 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一度中断了
《奥涅金》的创作，但双方主创团队克服种种困难，
多次以线上视频会议的方式在剧本创作、导演风
格、舞美设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如今该剧按
计划推进创排，拟于2023年9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
首演，随后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内首演，并陆续开展
中俄各城市及欧洲等地的巡演。

硕果累累，演艺合作前景广阔

香港中乐团带着浸润中国传统韵律的音乐会，
前往俄罗斯的车里雅宾斯克、叶卡捷琳堡、秋

明、莫斯科等城市演出；中央民族乐团与俄罗
斯奥西波夫民族乐团联合举办线上音乐会，
巴拉莱卡琴艺术家亚历山大·尼古拉丘克与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隔空演奏琵琶曲
《绽放》；20多年来，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邀请全球五大洲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700
余个中外艺术团体、4万余名艺术家呈现了
近1100台国内外优秀剧（节）目，其中不乏

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艺术团体和艺术家，
在广阔的欧亚大陆架搭建起文明交流互鉴的桥

梁……
回首过往20余年，在上合组织各国的共同努力

下，上合组织文化领域合作深耕厚土，硕果累累，
亮点纷呈，为上合组织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注入强劲的动力。

“上合组织国家文化多元，演艺资源非常丰富，演
艺交流合作的底蕴也十分丰厚，前景广阔。”文化和旅
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副局长封立涛说。他表示，
人文交流重在持续传承，互学互鉴贵在不断创新。

近年来，作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国家队”，中央
民族乐团以“破圈”“创新”“融合”为关键词，与
国际化艺术团体找到契合点，借助互联网拓展民乐
的传播途径。截至目前，乐团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
的总订阅量已超过150万，总浏览量超2.09亿。

“我们在元宵节晚会上演的《齐天乐》，将中国
空间站传来的太空音乐祝福和民乐演奏巧妙融合，
在海外全平台浏览量达782万次。海外网友评论：有
趣有新意，原来中国民乐还能这样！”赵聪说。

近几年，疫情给全球演艺行业带来挑战，2021
年，上海国际艺术节推出副品牌“自定艺”，包含线
下剧院观摩、线上观剧、跨界融合项目体验、专业
工作坊等形式，通过对新时代艺术形式的开发与探
索，推动科技、游戏、装置、视觉、景观、非遗等
与舞台艺术融合互动，为广大艺术家与国际接轨并
沟通青年观众搭建新的平台。

“如今，随着不少中国艺术家走向世界舞台，国
外观众对中国作品的欣赏也从以往停留在惊奇惊叹
上，转向对作品内容更深层次的理解。这将激励着
中国艺术家不断创作出更好的作品，走向更广阔的
展演空间，在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上
发挥更大作用。”上海对外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艳说。

本报电 （郑 娜、吴立
群）近日，景德镇外销瓷博物
馆在江西景德镇宁封窑国际
陶艺村开馆，其基本陈列展

“陶瓷之路——走向世界的景
德镇外销瓷”（以下简称“陶瓷
之路展”）也同时开幕。

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坐
落在宁封窑大窑场中心，共3
层 ， 建 筑 面 积 达 3200 平 方
米 。 该 馆 收 藏 了 宋 、 元 、
明、清、民国各个时期和新
中国成立后景德镇销往海外
的陶瓷共计 3000 多件。馆藏
的大量明清外销瓷藏品，再
现了景德镇辉煌的制瓷历史。

其中，口径长达 56 厘米
的克拉克盘是迄今为止发现
最大的明万历青花大盘。还
有目前唯一存世带支架的 18
世纪欧洲教堂定制洗礼盆，
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
值，堪称镇馆之宝。同时，83
件欧洲定制的纹章瓷，凸显
了景德镇在中国千百年来东
西方贸易中的历史地位和重
要贡献。另外，文艺复兴时
期欧洲贵族将精美的景德镇
陶瓷用金属镶嵌工艺进行二
次加工的馆藏品，彰显了在
中西文化深入交流和深度融
合中，景德镇陶瓷起到的巨
大作用。

“中国外销瓷体量庞大，
体系丰富，历史悠久。景德镇
瓷器的外销是陶瓷研究领域
的一个重要课题，其源流和
发展脉络的研究是学术界近
年来的核心问题。景德镇外
销瓷博物馆依托于景德镇悠
久历史和文化积淀，向世界
生动讲述景德镇外销瓷历史
文化故事，填补了瓷都外销
瓷专题类展馆的空白。”景德
镇外销瓷博物馆馆长李静说。

据介绍，“陶瓷之路展”
作为该馆的基本陈列展，不
仅囊括了汉唐至新中国时期
历代景德镇外销瓷的生产窑
址、生产工艺、装饰纹饰的
展示，还对景德镇外销瓷发
展状况、历史贡献等文化影
响价值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
释与传播。

“我们冀求通过多样化的
展示，使观者能领略景德镇
外销瓷在国际上的影响和文
化价值，让其中蕴藏的‘精
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
精神鲜活起来，从而为当代
景德镇再创‘世界瓷都’辉
煌 ， 为 助 力 中 国 ‘ 一 带 一
路’共建共享的宏伟蓝图，
增添新的光彩。”李静说。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时值
高校毕业季，各地各部门各高
校积极行动、全力以赴帮助高
校毕业生就业，一些电视节目
也通过有针对性的内容设置，
为促进大学生就业、择业贡献
积极力量。如江苏卫视日前正
在播出的职场观察节目《闪闪
发光的你》第二季，就通过观
察和分析9位实习生在投资银
行行业的实战工作场景，为毕
业的大学生和广大青年观众提
供步入职场的指导和启发。

作为一档职场类节目，
《闪闪发光的你》 凭借知识
性、真实性、服务性引发广泛
社会共鸣。节目将镜头对准工
作节奏快、强度高、专业性强
的投资银行行业，不仅可以窥
见时下新媒体、新消费、大健
康等热门行业的经济活力及运
行细节，而且在有限的节目周
期内，更完整地呈现出职场新
人遇到的种种问题，给予求职
者更全面的参照。节目没有预
设剧本，没有为了抓眼球而设
置冲突环节，以“真”打动
人。9位实习生通过为期一个
多月的实习，完成招股书更
新、行研报告、尽职调查等一
系列课题任务，并竞争最终的
正式入职名额，真实的工作场

景以及职场新人的心理成长，
让观众得以共情。

此外，节目不单单是职场
的再现，还扩大到对不同行业
社会价值的探讨。在尽职调查
环节，9位实习生深入企业调
研，出具市场调研报告，进而
探究行业的现状和发展。在某
药企调查时，实习生们看到了
这家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发展
愿景，为了让老百姓看得起病
而努力。最终，他们也通过自
己的调研报告，助力推动这个
愿景的实现。

为了帮助走出“象牙塔”
的毕业生们学习到正确的职场
观念与技能，节目不仅配置了
贴近于真实职场的实习导师，
而且还邀请了涵盖金融学者、
财经作家、教育行业创业者等
多元身份的场外嘉宾，他们从
各自的从业经历出发展开讨
论，引导观众从不同维度展开
思考。其中，关于“企业更看
重能力还是发展潜力”“职场
新人如何矫正学生思维”等话
题，在网络上引发大规模讨
论。许多年轻观众认为，通过
这档节目，对不少新兴行业的
发展和职场成长有了更为深入
的了解，有助于自己迈好走向
社会的第一步。

本报电（文纳） 7月28日至8月19日，开放式儿童
情景剧《诗仙》在中华世纪坛剧场上演，在暑期为孩子
们打开艺术之门。该剧由北京歌华文化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璀璨聚星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品。

《诗仙》讲述了超级智能机器人叨叨为了让小学生豆
豆好好背古诗，在暑假陪豆豆历经时空变换，遇见“李
白”的故事，展开了一段神奇而有趣的文化之旅。该剧
提出“开放式儿童情景剧”概念，通过新的表演形式传
承经典诗词文化，是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一次尝试。

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戏剧，《诗仙》集故事剧情、诗词
朗诵、现场互动、歌舞武术等元素于一体，在演出过程
中营造出一系列“开放”体验。比如在演出现场，小观
众们可以换装唐代学士服饰，置身故事情境当中；在豆
豆和叨叨的带领下，他们可以与“李白”近距离交流互
动；演出中，他们还可以走上舞台，参与剧情的推进。
开放性题材激发了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全新观演
模式精心打造出一个接触唐诗、理解传统文化的沉浸式
体验环境，让孩子们深入体会中华诗词的魅力。

为丰富孩子

们的假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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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秋阳摄

以艺通心，共享和合之美
本报记者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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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儿童剧《诗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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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传承诗词文化 体验非遗 乐享暑假

◎

图
片
新
闻

图片从上至下依次为：歌剧《玛纳斯》在吉尔
吉斯斯坦演出、吉尔吉斯斯坦观众与《玛纳斯》演
员互动拍照、哈萨克斯坦国家音乐学院学生与中国
民乐演奏家交流、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赴哈萨
克斯坦演出的海报。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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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
内的展陈。

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