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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为什么选择研究中国
科幻文学？

蒂娜：中国科幻文学是我的
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中国历史悠
久，厚重的文化底蕴是中国科幻
文学发展的沃土。中国人很早就
开始思考人类与宇宙的关系，并
形成了独特的世界观、宇宙观。
我最喜欢的诗人屈原曾发出“天
问”——“冯翼惟象，何以识
之？”“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这其中有蕴含在哲学思考中的科
学意识。中国古代有很多基于现
实的科幻故事，如 《鲁班造木
鸢》《偃师造人》 等。阅读这些
古代科幻故事，能够观察到彼时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的社会
环境、科技发展。

今天的中国日新月异，科技
工作者正聚焦科技创新、宇宙探
测，着眼人类未来。今人对新兴
科技的热望与飞速变化的现实生
活，正是中国科幻文学不断前进
的内驱力。在这个意义上，科幻
文学接过了传统经典文学的接力
棒，面向未来，探索和书写着
正 在 发 生 或 者 可 能 发 生 的 一
切。因此我认为它有不可替代
的研究价值。

问：您认为，中国科幻文学
与传统文学是什么关系？

蒂娜：中国科幻文学以颠覆
传统文学的方式赓续中国文学传
统的使命。它以丰富的想象力消
解科学的枯燥与晦涩，同时不断
将人类抛入陌生化的世界中，迫
使读者从异于日常生活的角度观
察和思考世界，从而培养、提升
同理心和共情力。中国科幻文学
与传统文学都有传递真善美的价
值追求，但前者的出现显然为后
者注入了生机活力。

问：您在去年发表了《中埃
幻想文学与科学之间的跨学科研
究——以刘慈欣和尼哈德谢里夫
为例》一文，您眼中的刘慈欣是
一位怎样的作家？

蒂娜：长期以来，科幻文学
的重镇在西方，但刘慈欣却是立
足于中国文学传统、土生土长的
世界一流科幻作家。他的作品既
有一般科幻文学对技术的褒扬，
又在根底处向中国古典史诗传统
回归，因此我觉得《三体》可以
视作现代版的“天问”。

在我眼中，刘慈欣更注重探
索人类社会与宇宙、科技的关
系，借此叩问人性与道德，从宏
观的宇宙视角省思、关怀微观社
会现实——这种对内在道德的敏
感与强烈的人性意识，是中国文
化的气质。从写作风格来看，刘
慈欣以恢宏的想象力驾驭细腻的

文字表达，几乎让技术高度发达
的未来世界直达眼前，他的文字
散发出中国语言之美。你能感受
到，他笔下的科幻世界既是当下
现实与无限可能性急速对撞的结
晶，又是中国文学传统厚积薄发
的力量显现。

问：中国科幻作品在您的国
家受关注程度如何？

蒂娜：近十几年来，中国科
幻作品在埃及逐渐受到重视。中
国科幻文学生机勃勃，我们阅读
中国科幻文学，便是在阅读当代
中国。因为科幻文学更直观地反
映出所在国的“硬实力”与谋求
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科幻文学也充分展现了
中国作家思想的深邃，为埃及读
者带来一幅幅洞察深刻的人类未
来图景。这对埃及人来说，具有
很强的吸引力。中国科幻源源不
断地激发着埃及作家的创作灵
感，也让埃及人意识到，中国人
与我们一样心怀对人类命运和未
来的关切。

中国科幻的勃兴无疑扩展了
埃及汉学界的研究视野。作为一
名中埃比较文学研究者，让更多
埃及人通过这些优秀的中国文学
作品感知与理解中国，进而丰富
我们自己的文学与文化，是我的
学术使命。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一
带一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点亮传承之“灯”

我们到颍上县探访时，年过古稀
的颍上花鼓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陈玉华刚结束社区表演团的教学排
练。她介绍：在颍上，常有花鼓灯艺
人自发筹建民间表演团，每逢县里举
办艺术展演活动，艺术团间就相互

“对灯”（竞演），一决高下。“经过近
些年的推广，大伙儿对花鼓灯的热情
被重新点燃。除了‘对灯’，花鼓灯
已成为群众娱乐健身的日常活动，这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难以想象的。”

有“千班锣鼓百班灯”之称的颍
上花鼓灯，曾在上世纪 80 年代面临
传承人断层问题——青壮年外出务
工，民间灯班艺人年龄偏大，演出时
演员紧缺。在陈玉华眼中，今年以
88 岁高龄辞世的老艺人曹树芝，是
颍上花鼓灯传承的关键人物。他幼时
拜花鼓灯大师唐佩金为师，因身材高
挑、扮相俊俏，主攻“兰花”技艺。
1990 年，曹树芝带领颍上民间艺人
参加安徽省首届花鼓灯汇演，让颍上
花鼓灯名扬全省，引发关注。1996
年退休后，痛心于青黄不接的传承
境况，曹树芝积极同县文化馆合作，
收集整理颍上花鼓灯民间艺术资料，
同时在民间花鼓灯表演团中亲自教
学，培养了包括陈玉华在内的多位新
一代花鼓灯传人。陈玉华回忆说：

“耄耋之年的曹老师仍坚持每周骑自
行车往返颍上花鼓灯艺校、各乡镇文

化站，向少儿义务传授技艺。他总
说，教孩子们花鼓灯是为不辜负颍上
花鼓灯的未来！”

如今，陈玉华接过老师曹树芝的
接力棒。除了每周的社区排练、义
演，她还扎根乡镇文化站开展义务培
训。部分文化站乐器设备不全，她就
一边“咚咚个咙咚一咙咚”地大喊节
奏，一边指导动作。“有时很累，但
看到孩子们感兴趣，就觉得付出值
得。”目前，跟她课余学习花鼓灯的
孩子已有百余名。

许多民间艺人也默默坚守在花鼓
灯传承一线。今年 60 岁的黄珍是老
艺人黄华山的女儿，从 2013 年起，
她开始招收6至10岁的学员，周末和
寒暑假在自家院子里给孩子们上课，
不收学费还免费提供伙食。至今她已
教授了4批学员，其中不少人考入安
徽省艺术学院和 颍 上 花 鼓 灯 艺 术
团，成为颍上花鼓灯艺术传承的新
生力量。

2009 年，颍上县花鼓灯艺术团
成立，作为颍上花鼓灯传承基地，有
序推动这一国家级非遗的保护、传承
与发展。如今，颍上已有 10 个乡镇
开设花鼓灯传习所，中小学也积极开
办儿童花鼓灯兴趣班，开展送戏进校
园等活动，让年轻一代近距离感受非
遗魅力。

守正创新舞新姿

颍上花鼓灯的基本动作多源自当
地 农 民 的 劳 动 生
产，如“兰花”表
演时的“拾棉步”

“簸簸箕”等步伐
动作，都是模仿女
性劳作的姿态。在
此基础上，艺人们
长期钻研，不断丰
富舞蹈语汇。陈玉
华学习戏曲花旦动
作，创新使用了叼
扇、揉扇和背扇等
扇 花 舞 台 表 演 形
式，形成了自己的

“兰花”表演特点。绰约多姿的动作
辅以丰富的扇花造型，增添了美感。

若 无 新 变 ， 不 能 代 雄 。 在 95
后花鼓灯演员彭号看来，在表演学习
方面，传统颍上花鼓灯严谨的程序和
队形变化套式是演员的必修课。而为
了更贴近当代审美，年轻演员也在与
时俱进、不断创新，如加快动作节
奏、增添管弦乐伴奏、服装道具简约
化、增加演出人数等，“让古老的颍
上花鼓灯炫酷起来”。

在剧目创新方面，颍上县花鼓灯
艺术团团长朱传奇介绍：“较之传统
的情绪舞蹈，我们近年来推出的一批
新剧目更强调思想性，突出时代主
题。”艺术团在送戏下乡活动中，创
作了一批反映颍上县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主题的剧目，如广受好评的《鼓
乡巨变》，使用唢呐开场以烘托务工
人员背井离乡的情绪，继而以欢快的
花鼓灯舞蹈转折，表现返乡人才共同
致富的热闹场景。

除了表演和剧目上的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的创新同样重要。自 2019
年起，颍上县花鼓灯艺术团同颍上科
技学校进行校企合作联合办学，设立
花鼓灯专业，为想学花鼓灯的孩子解
决了专业学历问题，被评为省级校企
合作示范基地。艺术团的专业演员也
由起初的 20 余人增至如今的近 150
人，保证了非遗人才储备。

作为地方文化名片，颍上花鼓灯
这项古老的非遗还融入当地的文旅融
合发展中。2021 年，颍上县入选全
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佳县。顺应文
旅融合趋势，颍上县花鼓灯艺术团推
出景区花鼓灯实景演出项目。在颍上
花鼓灯大师唐佩金的故乡垂岗乡，人
们如今能在庄台风景区一睹花鼓灯表
演的风采。利用这一民俗资源发展旅
游产业，当地人吃上了“非遗饭”。

吸引世界观众目光

“花鼓歌儿满天飞，好像淮水滚
滚来。”新世纪以来，承载淮河流域
历史文化的颍上花鼓灯在中外交流活
动中光彩夺目，登上国际舞台。

2006 年，时任安徽大学徽学研
究中心主任的朱万曙和韩国国立木浦
大学闵惠兰教授率领的“关于中国农
耕文化型广场艺术及与之相关的民俗
文化调查研究”中韩合作项目代表
团，专程到颍上县观摩老艺人花鼓灯
表演。陈玉华和曹树芝搭档表演《游
春》 等传统节目，令专家大开眼界。
闵惠兰感慨道：“热情的表演让我感
受到颍上花鼓灯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
群众基础。”

十年磨一剑。2016 年，颍上花
鼓灯首次走出国门参赛。在韩国首尔
举办的亚洲第七届国际舞蹈大赛上，
颍上县花鼓灯艺术团的 《鼓乡的春
天》 从决赛 169 个节目中脱颖而出，
获大赛金奖与指导奖。参加比赛的彭
号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仍难掩激动：

“赛前团队还在酒店旁的空地紧张排
练，上场时锣鼓一响，我们便全情投
入，用4分钟的舞蹈赢得台下掌声雷
动。”意想不到的是，团队刚下场，
就有工作人员前来通知：“麻烦你们
现在不要将服装换掉，完赛后评委们
想和你们合影留念。”评委们主动在
团旗上签名寄语，日本的舞蹈大师正
田千鹤惊呼：“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
美丽的民间舞蹈！”

同年国庆节，颍上县花鼓灯艺术
团受邀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世界舞
蹈之星大奖赛暨第三届“跨越太平
洋-中国艺术节”，《鼓乡的春天》节
目获集体舞金奖和原创编舞奖，颍上
县花鼓灯艺术团也荣获评委特别奖。
现场观众动情留言：“花鼓灯跨越了
太平洋，勾起我们海外侨胞的思乡
情。”2019年，颍上县花鼓灯艺术团
还应邀参加了“一带一路东盟行”系
列活动，原创节目 《管仲故里闹花
灯》在新加坡国际青少年艺术节斩获
金奖，闪耀狮城。

“颍上花鼓灯在国外演出屡受好
评，缘于舞蹈步法与身姿独特的曲线
美。花鼓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民间舞
蹈的独特魅力，我们要把这项民间基
础深厚的非遗传承好、传播好。”朱
传奇说。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颍上花鼓灯——

展现中国民间舞蹈之美
胡 志

颍上花鼓灯——

展现中国民间舞蹈之美
胡 志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 近
日，作为越南“中国文学读者
俱乐部”活动之一，由中国作
家协会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团） 有限公司与越南芝文
化股份公司联合承办，江苏凤
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协办的《野
蜂飞舞》越南文版线上分享会
成功举办。近 20 位中越出版
人、作家、译者、媒体人和文学
爱好者围绕新书和中国儿童文
学创作展开热烈讨论。

作家黄蓓佳的 《野蜂飞
舞》以一位八旬老人回忆童年
的视角，讲述了抗日战争爆发
后，小女孩黄橙子的成长故
事。小说呈现出战乱岁月中亲
人朋友间守望相助的人间真情

和大时代的波澜壮阔，曾获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该
书由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后，近期由越南芝文化股
份公司推出越南文版。

活动开场，黄蓓佳提到，
这本书在她内心已酝酿了 30
年。她认为：“儿童文学作家
要在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中展
现担当。”越南芝文化股份公
司总经理阮丽芝表示，《野蜂
飞舞》因有特色的创作与感人
的故事，受到不同国家读者喜
爱，这体现了中国儿童文学创
作的国际化水平。

越南媒体 《西贡解放日
报》《农业报》 等对本次活动
进行了报道。

本报电（记者赖睿） 由中国驻
比利时大使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文化和旅游厅、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主办的 2022“新疆是个好地方”
新疆文化和旅游周近日在比利时举
行。本次活动以“冰雪新疆”“文
博新疆”“舞动新疆”“聆听新疆”
和“美食新疆”5个板块，面向比
利时公众放映主题宣传片、微短视

频、纪录片、综艺节目等，并在布
鲁塞尔举办“新疆是个好地方”风
光图片展和影视展映周等活动。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曹忠明表
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比利时民
众进一步走进新疆、了解新疆、感
知新疆，以丰富的文化和优美的风
光，拉进彼此距离，促进中比民心
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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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作家读者共话中国儿童文学

在安徽省颍上县，每逢佳节，锣鼓一响，当地非遗展演即热闹开幕。在一位手持如花般岔伞道具
的领舞带领下，身着艳丽服饰的男女演员们成对扭晃着出场。锣鼓点子忽高忽低、明快紧凑，他们扣
着音乐节拍，围绕领舞跳出或轻柔或迅捷的舞步，还频繁变换队形，引得市民围观叫好——这便是颍
上花鼓灯。

颍上花鼓灯是安徽花鼓灯三大流派之一。这一民间艺术是流行于安徽省淮河流域的一种融歌、
舞、戏于一体的民间歌舞形式，素有“淮畔幽兰”的美誉。自2006年颍上花鼓灯入选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来，当地民间艺人和专业学校致力于这一非遗艺术的传承发展。颍上
县花鼓灯艺术团更先后在韩国、美国、新加坡等地登台演出，屡获国际奖项，将淮河流域的民间文化
呈现在世界舞台上。

▲蒂娜近照▲蒂娜近照

2015 年，中国科幻
作 家 刘 慈 欣 的 代 表 作

《三 体》 斩 获 “ 雨 果
奖”，在海外掀起一股
中 国 科 幻 文 学 研 究 热
潮，埃及青年汉学家、
本哈大学语言学院教师
蒂 娜 （Dina Mohamed
Tohamy） 正 是 这 股 热
潮的推动者之一。她长
期从事中埃比较文学研
究，对中国古典文学与
科幻文学有独到见解。
近日，围绕相关话题，
蒂娜接受了专访。

▲《野蜂飞舞》越南文版

▲颍上花鼓灯节目《鼓乡的春天》在美演出照。▲颍上花鼓灯节目《鼓乡的春天》在美演出照。 ▲颍上花鼓灯演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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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文化和旅游周在比利时举行

本报电（记者杨颜菲） 11月7
日，“最美中国风 从‘新’向未
来”——第十二届中国陶瓷艺术
大展在江西省景德镇市拉开帷幕。

本届展会上有来自江西、广
东、福建、江苏、浙江、湖南、
山东、云南等 29个省市的 4000余
件 （套） 参展作品展出，包含陶
瓷产品设计、传统艺术陶瓷和现
代陶艺 3 大类，涵盖家具生活用
瓷、酒店宾馆用瓷、宴会用瓷等
日用陶瓷，陈设艺术陶瓷、文创
陶瓷等工艺陶瓷，园林陶瓷等环
境装饰陶瓷。参展作品内容丰
富，制作精美，地域特征明显，
文化气息浓郁，集中展示了近年
来陶瓷设计创新成果，折射出中
国陶瓷艺术风采。

据了解，中国陶瓷艺术大展
每 4 年举行一次，是中国陶瓷界
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活动
之一，本次大展是首次在景德
镇举行。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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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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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