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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丰富动听

曲目 《楼兰意象》 以琵琶和柳琴，勾勒古代西域
楼兰王国的神秘和魅力；《草原赞歌》用大提琴的深沉
和古筝的悠扬，描绘中国广阔的北方草原；《七彩之
和》 展现了中国不同民族的音乐特色……在圣彼得堡
亚历山大剧院演出当晚，容纳近千人的剧场座无虚
席，俄罗斯观众沉浸在中国民乐的世界里。

“这些曲目是我们精心安排的，反映了中国不同地
域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和民族风貌，展现了中国传
统音乐的多样性和发展成就。”本次演出领队、中国歌
剧舞剧院民族乐团团长栾冬说。

整场演出收获了俄罗斯观众热情的反馈，几支曲
目气氛尤其热烈，比如《百鸟朝凤》。《百鸟朝凤》是
中国民族器乐经典名曲，演奏带有仿声效果。现场，
青年演奏家刘西站用一支唢呐，吹出了成百上千种鸟
鸣声，布谷、鹧鸪、燕子、蓝雀、画眉、百灵……听
众仿佛走进了鸟丛林。“我吹的是河南版本，具有浓浓
的中原特色，还带上了表演，用各种动作和台下观众
互动。整支曲子可以说是我和观众一起完成的。”刘西
站说，他朝哪边吹，哪边的观众就欢呼，完全调动了
台下观众的热情。

音乐会最后一首曲目是民族管弦乐作品 《闻道》，
取材于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创舞剧《孔子》，表现孔子追
求真理、探索大同的心路历程。“2019 年，舞剧 《孔
子》 曾在圣彼得堡演出，这次这部舞剧以全新的器乐
演奏形式再次来到俄罗斯，有一种遥相呼应的意味。”
栾冬说，取名《闻道》，表达了共同闻大道、走大道，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念。

当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第一个音符响起，现场
观众就发出了“Wow”的欢呼声。这首耳熟能详的俄
罗斯名曲用中国民族乐器演奏，既亲切，又有新意，
体现了中俄两国音乐文化的交融。这是乐团特意安排
的返场曲。其实在几十年前，中国歌剧舞剧院前院
长、作曲家刘文金就编写了民乐配器版的 《莫斯科郊
外的晚上》。当曲终落幕，观众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响
起，本场音乐会指挥于帆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在寒冷的冬夜，俄罗斯观众给予如此高的热情，让我
们感受到无比温暖。”他说。

演出结束后，俄罗斯国立学术管弦乐团艺术总
监、首席指挥季米特里·霍赫洛夫说：“音乐会让我印
象深刻，非常棒的乐队，非常棒的指挥，音乐家们的
演奏很有力量。”俄罗斯观众斯维特兰娜激动地说，中
国演奏家展现了高超的技艺，他们的音乐令人回味无
穷，期待更多中国演出走进俄罗斯。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晖表示，中俄文化节自举
办以来，在两国各界影响日益扩大，已成为两国人民
了解对方国家优秀文化的重要窗口，对增进两国人民
相互理解、延续两国传统友谊发挥了积极作用。

搭建沟通桥梁

《江山如画》 民族音乐会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
目，在 2023 年已经演出十几场。为了此次俄罗斯之
行，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精选曲目、精打细磨，
全体演员多次联排。

“出发前，我们唯一的担心是演出音质是否会受
损。”栾冬解释说，因为演出场地是剧场，而非音乐
厅，所有演奏需要用麦克风来补音、扩音，通过音响
传递出去。对此，俄罗斯相关方高度重视和配合，两
场演出全程安排了顶级的音响团队。“我们一走台，就
放心了。”栾冬说。

除了演出，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部分团员还
观摩了俄罗斯国立学术管弦乐团和歌剧《奥涅金》，收
获颇丰。

俄罗斯国立学术管弦乐团已经有 135 年历史，曾
两次来华演出，还改编并演奏过中国作曲家赵季平
的 《和平颂》。通常来说，弹拨乐器个性鲜明，穿透
力强，但在民族乐团里如何很好地相互融合，是一
个难点。栾冬在观摩后说：“他们乐团的演奏非常融
合，包括巴拉莱卡、曼陀铃这些弹拨乐器，都配合

得特别好。”
于帆说：“我和他们乐团的首席指挥季米特里·霍

赫洛夫有短暂的交流。老先生很有风范，非常值得我
学习。”栾冬告诉记者，中俄两个乐团还达成了未来交
流合作的机制，双方将加强联系，在曲目上进行交流
和分享，并表达了同台演出的意愿。

不只是此次俄罗斯之行，近年来，中国歌剧舞剧
院民族乐团巡演足迹遍布欧洲、大洋洲、北美洲、中
亚等地区。

刘西站曾多次随团到海外演出，比如 2016 年 10
月，他在美国、加拿大表演 《百鸟朝凤》；2017 年 2
月，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演奏《看秧歌》。“唢呐是
非常传统、接地气的乐器。这些曲目很中国，也很国
际，在国内外舞台上都很受欢迎。”刘西站说，他在活
动中也接触了很多外国乐器，能真切地感受到音乐是
相通的。

在海外演出时，栾冬常常会被外国观众问到一个
问题：中国民族乐团里为什么会有大提琴、低音提
琴、西洋打击乐呢？栾冬说：“其实除了这些西洋乐
器，乐团里的常规乐器也不限于单一民族乐器，还有
琵琶、胡琴等，都是历史上文化交融的成果，并得到
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民族，我
们接受和拥抱一切美好。”

最近，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成员正在紧锣密
鼓地排练。上半年，他们将在西班牙马德里、罗马尼
亚布加勒斯特和马耳他的中国文化中心，演出“丝路
掠影”民族音乐会，以大提琴配合其他特色民族乐
器，演绎中国音乐作品，也用中国的音乐语言诠释外
国作品。

“音乐是世界各地人民交流的桥梁，它通过声音传
递到耳朵，再传递到心灵，虽然是无形的，但音乐可
以牢牢地抓住人心，直抵灵魂。”栾冬说，未来乐团的
海外演出将尽可能多一些导赏、多一些互动，给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观众带去更加丰富的中国民乐体验。

西班牙与中国的文学文化交
流历史悠久。数百年前，西班牙
汉学先驱庞迪我、胡安·冈萨雷
斯·德·门多萨为两国文化交流奠
定基础；16 世纪，西班牙传教士
高母羡将 《明心宝鉴》 翻译成西
班牙语，这是较早翻译成欧洲语
言的中国书籍。近年来，以马诺·
帕枫-贝利松为代表的新一代西班
牙汉学家，接触中文一手文献，
把更多中国著作带给西班牙读者。

39 岁的马诺目前在巴塞罗那
庞培法布拉大学教授中西翻译，
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教授现当代
中国文学与思想，同时还是巴塞罗
那孔子学院的中文外教。他先后
翻译出版了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
和奴才》等多部作品。2011 年，马
诺与几位热爱中国文学的朋友一
起创办了“翻译中国”（China-tra-
ducida.net）网站。该网站不仅收集
已翻译成西班牙文的中国文学作
品，还定期发布他们自己的新译
作。马诺将网站当作一片学术之
外的中国文学园地，让更多西班
牙语读者有机会接触中国文化。

“中国似乎一直都在我的生活
里，尽管我无法清晰地记起第一次
听到‘中国’的具体时间。在小时
候，家人就告诉我，2000 年我们会
去中国旅行。这个承诺便一直在
我脑海中徘徊。因此我很早就开
始查找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等方面
的资料。”马诺回忆说。2006年，在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奖学金的资
助下，马诺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

马诺毕业于西班牙格拉纳达
大学翻译系，这所大学正是西班牙
汉学发源地之一。大学期间，受益
于张正权老师的中文和中国文化
相关课程，他很快沉醉于中国文化
中，从此一发不可收。本科毕业
后，马诺获得来华留学的机会。
2006年至2009年，他行走于中国大
江南北，游历众多名胜古迹，儿时在书中读到的中国变得清
晰起来。

在惊叹中国地大物博、人文繁盛的同时，马诺意识到，
当时西班牙关于中国的书籍十分匮乏，因此他一到北京便迫
不及待地买书。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他与校园内的严复半
身雕像合影，并将照片珍藏起来。在马诺看来，严复“信、
达、雅”的翻译思想对于今天的翻译工作依然有重要意义，
这也给他的翻译之路带来诸多启示。时至今日，这张照片还
总让他回想起那段在中国的学习时光。

2021年，马诺翻译的中国学者赵汀阳关于“天下”概念的
著作，由西班牙艾尔德尔出版社出版。这是近十几年来为数
不多的译成西班牙文的当代中国学术著作。据悉，目前该译
作已被西班牙国家图书馆以及西班牙德乌斯托大学、墨西哥
学院等学术图书馆收藏。

近年来，马诺最关注的领域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他认
为，翻译并非只是搬运文字，除了语言因素，还要考虑作品
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如果不熟悉输出地状况，译作就很
难被当地读者接受。因此在翻译前，马诺通常要考虑这部作
品是否符合西班牙语读者的认知以及对读者的价值。

在马诺看来，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益重要，关注中
国文学和中华思想文化的西班牙语读者会越来越多。他说：

“中国学者的观点、思想不应仅限于中国，还可以对世界其他
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生存问题提供启示。”

“我们这代汉学家，多年来持续学习中文重要的动力之
一，就是阿莉西亚·雷林克、胡安·何塞·西鲁埃拉以及张正权
等老一辈学者传递给我们的激情。如果没有这种动力、这种
对语言背后文化的热爱，是无法坚持下去的。”马诺说，自己
也将努力把这样的激情传递给更年轻的西班牙汉学家，让翻
译工作薪火相传。为此，马诺最近在巴塞罗那组织了一场中
小学绘画、写作和图书预告片视频比赛，以中国传统故事及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为主题。马诺说，他想借助文化的力量，
让西班牙少年儿童走近中国、了解中国。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讲师）

中国纪录片学院奖颁奖

本报电（记者徐嘉伟） 日前，由中国传媒大学主
办、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十三届“光影纪
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颁奖典礼 （下简称“中国
纪录片学院奖”） 在北京举办。最佳国际传播奖、最
佳纪录电影奖、最佳系列纪录片奖以及评委会大奖等
17 个单项奖现场颁出，《北京 2022》《我们的国家公
园》《听，鸟儿在叫》等纪录片获奖。

本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以“真实纪录”为主题，
共收到来自海内外媒体机构、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高
校、工作室及个人作品1325部，最终68部作品获得终
评提名。除了国内优秀作品，本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
还收到来自美国、俄罗斯、加拿大、西班牙、奥地
利、韩国等多个国家的纪录片报名，国际影响力不断
提升。

2011 年，“光影纪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诞
生，迄今已经举办 13届，发展成为包括评奖评估、展

映交流、学术论坛、作品创投的系列活动，打造出
“中国纪录片学院奖颁奖盛典”“光影映像”“光影论
坛”等知名品牌，是国内以学术性、专业性、人文
性、前沿性为标杆的纪录片领域盛会，在业界、学界
等多个层面持续发挥影响力。

主持人介绍“中国纪录电影放映计划”。 主办方供图

许鸿飞雕塑世界巡展摄影展举办

本报电（记者罗艾桦） 近期，由中共广州市委宣
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东省美术家协会联
合主办的“环游世界的胖太阳·10年——许鸿飞雕塑世
界巡展摄影展”在广东省广州图书馆举行。作为全国
政协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广州雕塑院院长，许鸿
飞从事雕塑创作 30余年，其“肥女”系列作品，人称

“胖太阳”，以诙谐、幽默、乐观的雕塑语言，生动地
描绘了中国人喜闻乐见的生活场景。尤其是自 2013年
起，“肥女”系列作品在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土
耳其、法国、新加坡、英国、美国、奥地利、秘鲁等
国家和地区累计展出 50余场，深受当地人的喜爱，是
用艺术作品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

展览还同步举行了许鸿飞 2024 甲辰龙年生肖系列
雕塑作品 《龙凤呈祥》 的首发揭幕仪式。作品将“肥
女”、生肖龙以及寓意福气和好运的祥云进行联动，表
达龙年腾飞的美好寓意。

音乐专辑《遥远的诉说》发布

本报电（袁雨晨） 日前，由内蒙古自治区霍林郭
勒市委宣传部、霍林郭勒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查干
乐团全新专辑 《遥远的诉说》 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
行。该音乐专辑共有 12 首曲目，包括 《走马的皮鞍
韂》《接亲歌》等，将蒙古族传统乐器与呼麦等表演形
式结合，呈现富有民族特色的草原音调。

查干乐团于 2010 年成立。查干，蒙古语意为“白
色”，是生命源泉的象征。乐团选用蒙古族传统乐器，
包括弓弦乐器、打击乐器和弹拨乐器等，演奏以蒙古
族科尔沁传统叙事民歌为主，结合世界音乐和现代音
乐风格元素。乐团长期活跃在草原上，践行乌兰牧骑
精神，为农牧民带去欢乐。

主办方表示，专辑 《遥远的诉说》 的发布，为霍
林郭勒市的文化和旅游项目打造了一张全新的名片，
对带动霍林郭勒市文旅产业以及推动民族文化的保
护、传承和传播，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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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腻悠长的二胡旋律、明快清澈
的古筝弦音、铿锵激昂的唢呐乐声……
不久前，俄罗斯“中国文化节”专场
演出 《江山如画》 民族音乐会在俄罗
斯莫斯科、圣彼得堡举行。演出由中
国文化和旅游部、俄罗斯文化部、中
国驻俄罗斯大使馆联合主办，由中国
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执演，以 《庆典
序曲》《茉莉花》《草原赞歌》 等经典
民乐作品，展现了中国民族管弦乐的
独特魅力，用音乐搭建起沟通心灵的
桥梁。

《江山如画》民族音乐会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演出。 莫京娜摄 （新华社发）《江山如画》民族音乐会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演出。 莫京娜摄 （新华社发）

《江山如画》民族音乐会在莫斯科大剧院演出。 亚历山大摄 （新华社发）

圣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演出现场的观众。 中国歌剧舞剧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