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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国家剧院首次深度合作

为中国戏剧走出去提供新思路

日前，“美丽浙江”文化节在土耳其伊兹密尔开幕。开幕式上展示了中国传统的纺织工艺和服饰，并为当地观众献
上华服走秀、古筝、二胡表演等精彩节目。 ■新华社记者 贺灿铃 摄

据新华社 陕西首个秦腔“流
派传承班”8 月 1 日在陕西秦腔博
物馆开班授徒，这也是半个多世纪
来，陕西第一次对秦腔几大流派
开始进行系统的梳理挖掘与探索
传承。

据介绍，京剧流派中，梅、尚、
程、荀四大流派以一贯的严谨，将国
粹京剧的手眼身法步一一传承。近
年来，尽管戏曲日渐式微，但诸多戏
曲剧种的流派依然系统地传承并兴
旺发展着。而秦腔流派的梳理一直
处于凋敝状态，令人尴尬的是，当年
的秦腔大师和老先生人走艺亡，不
仅无法亲自将技艺传授给学生，他
们的表演风格、唱腔特点也难以界
定，这使得秦腔传承一直处于窘境

之中，秦腔演员甚少能将自己归为
哪一个派别。

陕西省文化厅厅长刘宽忍表
示，秦腔是流淌在秦人骨子里的文
化，而且为很多剧种的形成提供了
养分，希望此举能为秦腔艺术流派
的研究确立开好头，使秦腔艺术后
继有人，代代相传。

据悉，由陕西省文化厅主办，陕
西著名秦腔流派传承发展中心承办
的秦腔“流派传承班”第一期将传授
被誉为秦腔须生“泰斗”的刘毓中刘
派艺术风格。刘先生亲传弟子郭葆
华、桑梓担任指导教师，再传弟子王
宏义任助教。第二期将传授王天民
王派的艺术理念，由全巧民担任指
导教师。 ■都红刚

陕西成立首个秦腔流派传承班

据新华社“欢迎来到野兽国
——莫里斯·桑达克童书插画展”日
前在国家图书馆举办。《野兽国》《亲
爱的小熊》《格林童话》等图画书名
著中的60余幅插画作品和30多本桑
达克作品及研究著作，以集中展出
的方式与国内观众见面。

桑达克是20世纪著名的图画书
大师。他一生创作了80多部图画书，
包括《野兽国》《厨房之夜狂想曲》《在
那遥远的地方》等。其中22部作品被

《纽约时报》评为年度最佳插画图
书。他的代表作《野兽国》是一本“承
认孩子具有强烈情感的图画书”，在
西方图画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宣告了“图画书的成年”。

据翻译家宋珮介绍，近代图画书
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世纪后半期，当
时的儿童图画书大多以娱乐或教育
为目的，因而多数作者会把童年塑造
成一段天真无忧的美好时光，但那只
是成人希望保留的童年印象。

“图画书创作的对象不是成人，
而是儿童。童年经验也不都是美好
的，其中不乏无聊、害怕、气愤、委
屈、嫉妒、失落……”宋珮说，桑达克
认为这些童书忽略了孩子天然就具
有的情绪困扰，他提出要让孩子直
面内在的恐惧和不安，并通过不断
学习调整，克服挫折。

正如桑达克获得凯迪克奖后发
表的感言：“透过幻想，孩子能够宣
泄情绪，这是他们驯服野兽的最好
方式。”他选择立足于儿童复杂而真
实的内心世界进行创作，希望通过
共鸣化解孩子的不良情绪。

在《野兽国》中，小主人公迈克
斯和妈妈发生冲突。妈妈骂他是野
兽，不给他东西吃，要他回房睡觉，
令他气愤不已。接着，他展开了去
野兽国的想象之旅，让怒气尽情发
作，为所欲为地大闹一通。最后，他
平静下来，决定不再让怒气隔绝自
己和所爱的人，于是脱下野狼装的
帽子，回到现实世界。迈克斯又饿
又累，而妈妈已准备好晚餐等着他。

宋珮说，这个故事真实反映了
孩子处理情绪的方式，他们往往幻
想自己能够征服一切，奋力反击，直
到平静下来才会重新面对现实。

桑达克的作品颠覆了美国成人
社会的儿童观，让无数孩子心生向
往。曾有一个小读者写信问桑达
克：“到底要花多少钱才能到达野兽
国？如果票价不太贵的话，我和妹
妹都想去那里度假。”

蒲公英童书馆总编辑颜小鹂介
绍，今年举办桑达克插画展也是为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桑达克是犹太人，他的亲人中
不少死于大屠杀，他自小就体会到
战争和死亡的残酷。在后来的创作
中，他调动了对童年苦难无助和恐
惧的情感记忆，正视童年并非完美
的。他的每一幅插画，都融入了对
儿童的尊重、理解。”她表示，还将有
更多桑达克的作品引入国内。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10
日。展览结束后，桑达克主题画展
将在多个省市进行巡展，届时更多
人有机会欣赏这位世界图画书大师
的作品。 ■史竞男 许雨婷

桑达克童书插画展来到中国：

帮孩子驯服内心的野兽

据新华社 中国茶文化周活动 8
月 3 日在 2015 年米兰世博会中国馆
拉开帷幕，由国内数十家茶品牌企业
组成的中国茶叶军团，将借助米兰世
博会平台，向世界展示并分享中国的
茶科技、茶品质和茶文化。

茶是中外交流历史中重要的中
国元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性符号，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途
径。本次活动以“中国故事中国茶”
为主题，6天时间里，中国的乌龙茶、
红茶、白茶、黄茶、黑茶和绿茶等六
大类茶将轮流进行主题推广。从中
国多所高等院校选拔出来的10位才
艺俱佳的女大学生将以“中国大学
生茶艺术团”成员身份，向世博观众
展演各类茶艺，讲述中国茶的中国
故事。

中国茶文化周活动由中国教育

国际交流协会主办，国际茶叶委员
会、欧盟茶叶委员会、意大利茶叶协
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茶叶学
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国茶
文化国际交流协会等组织协办，旨在
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联合国家
级茶行业组织、全国重点产茶县市、
茶业龙头企业及涉茶高校，以纪念中
国茶参展世博百年历史为契机，中国
茶文化茶品牌的一次大型跨境宣传
推广活动。

中国茶文化国际交流协会副会
长吴志斌说，中国是茶叶生产大国，
但不是强国，特别是在茶叶出口方
面，更多的是原料茶出口，包括茶叶
的一些提取物和深加工品也都是原
料性、基础性的茶产品。所以，无论
是对茶产业的延伸、产业附加值的提
升，还是茶农和茶企的效益提升，都

需要借助各类平台，帮助茶企同国际
接轨，把产业做强做大。

谈到中国茶的海外推广，作为
行业观察者的吴志斌认为，文化固
然很重要，但对于任何一种商品，产
业始终是第一位的，产业是文化的
基础。只有产业做强了，茶文化才
能够推陈出新，才能将中国的茶文
化真正弘扬下去。他表示，中国茶
海外推广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此次
茶文化周活动就是旨在帮助中国茶
企把品牌做强做大，提升品牌的国
际知名度。

据活动组委会介绍，至2014年，
中国茶园种植面积已达 4112 万亩，
茶企业20多万个，茶农3000多万人，
茶业产值超过3500亿元。在茶文化
周结束时，将评选出中国茶的 20 个
公共品牌和50个企业品牌。 ■宋建

中国茶文化周在米兰世博会开幕：

提升品牌影响壮大产业实力

据新华社 这是2015中英文化交
流年项目之一；这是中英两国国家剧
院的首次深度合作；这是中国国家话
剧院最新引进制作，也是英国国家剧
院最成功的话剧——《战马》。该剧
已在 9 个国家演出 3 个语种的版本
4000余场，观看人次达到600万，其中
文版也将于9月4日在中国国家话剧
院剧场拉开亚洲巡演序幕。

这对于中国话剧意味着什么？
中国国家话剧院对外合作中心主任、
该剧中方制作人李东日前接受记者
专访说，希望它为国内话剧演出树立
一个新标杆，成为国有院团运营机制
创新的最佳范本，并对中国戏剧走出
去提供新的思路。

为什么是《战马》？
在英国的德文郡，酒醉的农场主

买了一匹小马驹，他的儿子艾伯特给
马取名乔伊并把它养大，在这个过程

中跟马很快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一
战爆发后，农场主为拯救自己濒临破
产的农场把乔伊卖给了军队。艾伯
特为了保护乔伊，谎报年龄参军。在
战争中，受伤的乔伊和艾伯特被送往
同一个营地医院，并得以相认……

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与制片人
凯瑟琳·肯尼迪在伦敦看过舞台剧

《战马》之后，2011 年将其改编成电
影，次年，该片在中国上映。

2011年，在英国交流访问的李东
和导演田沁鑫在伦敦西区第一次观
看了《战马》的演出。“《战马》2007 年
首演后，因为实在太‘火’，就被安排
在伦敦西区进行驻场演出。当时票
很难买。”李东说。

他说，剧院引进《战马》的主要原
因是该剧观赏性、艺术性和技术性俱
佳。“这个戏从老人到小孩都爱看，无
论是视觉、故事、情感，全部都好。创
作者是英国一流的艺术家，获得过美

国话剧和音乐剧的最高奖托尼奖。”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2015 是中英文化交流年，早在

2013年底，中国国家话剧院与英国国
家剧院就公布了合作消息。李东说，
本次合作是中国国家话剧院“事业单
位企业化管理”的一次有益尝试。

“事业单位的性质意味着公益性，
是以提供公共化服务为目的，而不是
以营利为目的。但企业化管理是手
段，可以让你的机制变得更有效率，
使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的能力更强。”
李东说，剧院曾到很多国家考察，发
现只有英国国家剧院和中国国家话
剧院的性质相似，因此最适合学习。

据介绍，作为非盈利机构，英国
国家剧院所有收入来源中票房占一
半以上，一年合8亿元人民币；其次是
各种基金的补充，最后为政府支持，
且每年都在减少。

李东介绍，英国国家剧院的一个
重要运作模式是创作出一部成功剧
目后，即委托给商业机构去运营，剧
院收取版权费。“所有的资金、体制都
为解放创造力服务，有了创造力才能
出现好的作品。”

此次合作也给了中国国家话剧院
带来了用人机制的创新。“我们这次完
全突破了原有的用人机制，所有演员
的选拔标准就是英国导演的标准，第
一次试戏的时候很多人不适应，完全
没有挑上演员。第二次试戏才选拔
完成。”李东说，此次所有的马偶操控
演员都来自社会招聘，1500名演员经
过一年的训练，最终20人入选。

“引进来”是为了“走出去”
《战马》中文版本将成为该剧的

第4 个语言版本。李东强调，中文版
不是复制，而是重新创作。“之前全部
版本都是在同一文化体系下，《战马》

中文版是跨文化的第一版。”
他表示，我国戏剧的走出去和国

外优秀剧目的引进来，是一个硬币的
两面。“之所以走不出去，是因为缺乏
国际人才，系统无法对接，这时候就
要逆向思考，引进国外的优秀剧目。”

李东说，最佳的“引进来”方式不
是简单的演出，而是通过项目合作，
全方位建立一个海外的渠道和机构，
找到和国外合作的中间点和可能性，
磨合好了，再把中国的作品通过外面
的渠道和人才带出去。

李东表示，我国戏剧难以走出
去，技术是硬标准。“《战马》的英国制
作人第一次来中国考察时，看完我们
的戏剧，直接指出了很多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是硬伤，这意味着我
国的制作水准不够，与国际不在同一
个水平上，所以只能去做简单的东
西。因此，想要走出去，必须要先引
进来。”他说。 ■白瀛 郭晨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