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著名小提琴家、浙江交
响乐团首席卢闻强在桑巴的
舞台上对 20 世纪奥地利杰出
作曲家克莱斯勒创作的《中国
花鼓》完美演绎时，无不幻化
成一种江南的诗意。

当京剧艺术家翁国生在土
库曼斯坦国际实验戏剧节上，
挥甩着长达 3 米的中国水袖，
用京剧高难度的表演技巧，强
烈抒发出剧中人物的情绪时，
无不幻化成一种精神的浪漫。

当多家国外知名媒体推
出年度好书单中，终于有了一
部让人能够读得津津有味的
中国作家麦家的优秀小说《解
密》时，无不有力地拓展了读
者的想象力。

这一年

，浙江交响

、浙江京剧

、浙江作家大步走出国门

扬帆出海

佳音频传

本报记者 刘慧

巴西有多么遥远，琴声就有多
悠扬——唢呐、笛子、锣鼓⋯⋯一
段段美妙的旋律在中西方音乐中
交融；圆号、贝司、长笛⋯⋯一个个
跳动的音符在中西方名曲中碰撞。

今年，是中国巴西建交 40 周
年，又逢中国国家主席出席第六届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并对巴西进
行国事访问。今夏，浙江交响乐团
受文化部派遣，在巴西福塔莱萨和
巴西利亚举办了多场音乐会，那一
幕幕动人情景令人难以忘怀。

７月，异国他乡的夜幕下，大海
怀抱的露天舞台上，中国文化部、中
国驻巴西大使馆主办的“华艺新颜
诗画江南”精彩片段，吸引了众多巴
西观众。而西洋乐混搭民族乐器，

桑巴舞曲混搭交响乐，更让火辣的
桑巴之国观众大开眼界。

“小小无锡城呀，盘古到如今
⋯⋯”由浙江交响乐团为巴西马累
乐团提供的江苏民歌《无锡景》在青
少年的演绎下，变得温柔深情而优
美，充满浓郁的江南风韵。当指挥
菲利普划出最后一个音符，激动的
观众顿时起立鼓掌，为这些在中国
人民帮助下而成长起来的音乐少年
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在巴西利亚举行的中巴建交
40 周年音乐会上，气势磅礴的柴可
夫斯基《F 大调第四交响曲》，热情
如火的快板，自由回旋的曲调，在
容纳了 2000 余名观众的会堂久久
回荡。舞台上，当红色的光束投射

在 77 位身着“中国红”的浙江交响
乐团演奏员身上时，华丽的杭州丝
绸犹如一抹鲜艳的江南朝阳。

伴随着悠扬的乐曲，中巴两
国的美景在舞台两侧大屏幕上一
一呈现：古老而又年轻的北京，阳
光普照的万里长城；美丽的杭州，
保俶塔倒映在西子湖畔；巴西利
亚 犹 如 一 架 飞 机 图 形 一 样 的 城
市，正迎着朝阳展翅高翔⋯⋯此
时，穿越时空的光束定格在舞台
上方高悬的中国国徽与巴西国徽
之上，为两国文化的绚丽多彩染
上了浓重一笔。

巴西文化具有多重民族的特
性。此次，浙江交响乐团送上了一曲
描绘巴西北部一个美丽村庄的当地

曲目《街上的嘉年华》，热情的巴西观
众在场内掀起一波接一波的高潮。
观众时为浙江交响乐团的演奏欢呼，
时而被马累小演员的成就叹服。巴
西观众说，这本身就是两种文化的融
合，体现着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中国
已变得越来越重要。

桑巴与江南交织，年轻与古老
并进——当晚，随着著名指挥家
于海的指挥棒在空中划出美丽的
弧线，庆祝中国和巴西 40 年和谐
合 作 音 乐 会 在 巴 西 利 亚 乌 利 西
斯·吉马良斯会展中心大会堂上
演，中国国家领导人与巴西总统，
以及拉美多国领导人出席观看了
浙江交响乐团、巴西利亚国家剧
院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出。

江南乐奏响桑巴

阳春四月，手捧 2014 年土库曼
斯坦国际实验戏剧节最高奖项——

“金质戏剧荣誉奖”,浙江京剧团团
长翁国生率《王者俄狄》剧组载誉归
来。这是该剧在国内国外巡演 120
多场后获得的首个国际大奖。

本届国际实验戏剧节邀请了中
国、美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塔吉克
斯坦、埃塞俄比亚等 14 个国家的实
验戏剧参演。浙京《王者俄狄》在该
国首都莫拉佩斯大剧院率先登场，
独特的中国京剧演绎手法让当地观
众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戏剧同行相当
惊诧，无论是长达 3 米的水袖飘飘
起舞，还是演员口中
突 然 喷 出 的 熊 熊 火
焰，或者是前后空翻
的各种惊险跟斗，都
让 观 众 发 出 阵 阵 惊
呼：“中国京剧太神奇
了！”

能 容 纳 1000 多
人的莫拉佩斯剧院座
无虚席，所有的土库

曼斯坦观众都是第一次看中国京
剧，近两个小时的激情演出，震撼了
大剧院，50多次的喝彩叫好和鼓掌，
让《王者俄狄》的演绎一直处在炽热
的气氛中，演员们非常投入，充满着
激情与张力，特别是主演翁国生的
表演，无论是唱做念打翻，还是人物
大段的咏叹念白和呼喊，让观众为
之动容，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感慨同
情的眼泪。

舞台上《王者俄狄》用时空跳
跃、场景空灵的独特表现手法，充
分发挥了中国京剧虚拟性、假定
性的美学品格，运用视觉冲击力

很强的“戏曲长水袖技巧”写意
性的展示和抒发“俄狄王”自我
惩戒的痛苦场景和内心悔恨。
在莫拉佩斯大剧院空灵宽广的
舞台上，在简洁朴素的场面中，
扮演“俄狄王”的翁国生用大开
大阖的动作化表演，为土库曼
斯坦观众营造出气氛强烈并充
满动势的舞台场景，运用了外
部剧烈的虚拟性动作语汇来形
象化的展示剧中人物复杂的内
心情感。

翁国生在这一独特的场
景中，在剧烈的京剧音乐锣鼓
配合下，两缕冲天射出的超长

“红色水袖”非常形象的象征

着刺目之后从“俄狄王”眼眶中喷射
而出的两股鲜血，“俄狄王”极端痛
苦地挥甩着长达 3 米的血红水袖,又
好似漫天的鲜血围绕着他挥洒、飞
舞，此时翁国生表演的京剧技巧让

“刺目”这一特殊的戏剧情景和事件
无限地放大变形，非常夸张地强化
了事件发生后所带来的结果，让这
一结果延化成一种情绪的张扬、一
种精神的浪漫、一种情感的意象，充
满着戏曲“假定性”的深邃意味，给
观众以充分的舞台想象空间。漫天
飘舞的“血红长水袖”，“甩发”、“跪
步”、“翻身”等京剧高难度的表演技
巧，强烈地抒发出剧中人物的悲伤
和坚毅，具有浓郁的戏曲象征意味
和浪漫意境。

同时，舞台实验和前卫的演绎，
使得京剧《王者俄狄》也彰显出中国
京剧的传统和本体化。翁国生扮演
的“俄狄王”集京剧三大行当——武
小生、官生、落魄穷生于一身，细腻
地展示出“俄狄王”这个悲剧英雄被
可怕的命运捉弄的三个不同阶段；

“高拨子”、“快板流水”、“唢呐导板”
等众多繁杂的京剧板腔体的激情演
唱；满台翻身的甩发、跪步、颠步，超
长的水袖耍舞，全景式塑造人物性
格，使得“俄狄王”经历了一次戏剧
人生的时空穿梭。

京腔京韵传中亚京腔京韵传中亚

美国当地时间 2014 年 3 月
18 日，我省作家麦家的谍战小说

《解密》英译本在美、英、加、澳等
21 个英语国家同步上市，《解密》
还被收进著名的“企鹅经典”文
库。

本次出版麦家小说英译本
的，除了企鹅兰登书屋，还有美国
文学出版商业集团 FSG。据麦家
作品的海外代理谭光磊介绍，他
们是2012年与FSG建立麦家作品
版权交易关系的。FSG 总编辑艾
瑞克·钦斯基看过书稿后迅速作
出反应：“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如
此痴迷于一本小说，迫不及待要
出版这本书。”付梓前，为了表达
对这本书的喜爱，他还在扉页给
读者致信，毫不掩饰对《解密》的
喜爱，称：“麦家可能是这个世界
上你们尚未听闻的最受欢迎的作
家⋯⋯这是一部难得一见、引人
入胜、语言优美的小说，让我欲罢
不能。”去年8月样书出版后，他又
给各路书评家赠书、写信，极力推
荐。

其实早在这之前，《解密》开
始在美、英两国亚马逊网站预售，
一个月来销量一直不错。按西方
惯例，一本书上市前均有一个样
书宣传推广期，一般为 3 到 4 个
月。《解密》的样书宣传期却长达8
个月，出版方还给了 15%的高版
税。其间，出版方、《纽约时报》等
多家媒体的记者到杭州专访麦
家。《解密》上市前，《华尔街日
报》、《泰晤士报》等媒体评价：“这
本书有一种特别微妙的奇异气
质，并不断设置悬念，从开始一直
到故事的结束，让读者不得不参
与到密码的破译中去。”盛赞《解
密》是一部“不可错过的中国小
说”。

6 月，《解密》的西班牙语版
由西语国家第一大出版社——
西班牙行星出版集团出版。为
了给新书造势，《解密》的宣传海
报印在了马德里 18 条公交线路
的公交车上。6 月底到 7 月底，
为了配合《解密》的宣传，麦家应
行星出版集团的邀请，开启了他
为期近一个月的西语国家之行，
其间，接受了上百家当地媒体的
采访。国际出版巨头力推、大手
笔广告、密集的媒体报道，这些
待遇，对于中国当代作家而言，
可谓相当难得。

面对这样一张上榜书单，依
旧戴着那副圆框眼镜，厚厚的镜
片下是麦家有些怯怯的眼神。
可又有谁知道，他是如何在 11
年间写就了成名作《解密》。“我
人生最早的记忆是被挑着在竹
筐里逃难的情景，蓝天倾斜着
晃来晃去，以至于我后来看到
蓝色的大海也认为它是铺在地
上的天空。”因为童年的家庭遭
遇，麦家的内心封闭，并且很孤
独。11 岁，麦家开始写日记，用
任何可以捡到的废纸写。“我对
着月光写，在田野里写，在任何
角落里写。写出了我的所思所
想。”

谁解密
中国故事
谁解密
中国故事

浙京喜获国际大奖。

巴西观众用手机和相机记录
着浙江交响乐团精彩的演出。

巴西吉马良斯会展中心中巴建交

40周年主场音乐会。

翁国生扮演的《王者俄狄》。

演出现场观众久久不肯离去。

我们这样走过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在杭
州对话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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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走下去，更要走出去。
了解一个国家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了解该国的文化艺术。近年
来，伴随浙江经济高速增长，浙江的
文化事业也在蓬勃发展，并越来越
多地走向世界。各种文化作品和产
品通过不同渠道、载体走出国门，向
世界展示浙江多姿多彩、充满活力
的文化之邦形象，让国外读者了解

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浙江。文化
交流成为连通浙江与世界的桥梁和
纽带。

虽然中国与巴西距离遥远，但丝
毫不影响两国民众对彼此文化的兴
趣与好感。今年中国驻巴西大使馆
正式发函邀请浙江交响乐团参加中
巴建交 40 周年演出，让人们心潮澎
湃的是：当乐队奏出巴西名曲《伦巴

达》的第一个音符，即刻点烧巴西人
民的热情，偌大的天然剧场里，掌声
叫好声欢呼声四起，全体观众合着热
情的桑巴舞曲跳着唱着叫喊着，台上
台下个个神采飞扬，欢乐互动的热闹
场面，让人们沉浸在无比兴奋之中
——回归传统，突破形式，超越情感，
也许是对优秀的中国交响乐作品最
好的诠释。

中国当代文学在欧美的翻译出
版，曾经很长时间停留在大学、专业
研究机构的象牙塔中。本世纪以
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
的变革，那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已经
从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中走出来，逐
步深入到欧美社会的普通读者中
间，成为西方社会普通读者了解中
国社会的一扇窗口。而这种变革正

源自于活力无限、欣欣向荣的中国
当代文学发展。

岁末，一份依据全球图书馆收
藏数据显示：在全世界112个国家和
地区，470 多种语言、两万多家图书
馆中，2014 年在海外出版的中国文
学翻译作品已有100多种。其中，浙
江作家麦家余华成为领跑2014影响
力最大的中国文学译作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