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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马德里7月1日电 由中国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和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共同主办的“相
约千年－魅力丝路文化行”活动1日晚在西班牙
首都马德里圆满结束。

“相约千年－魅力丝路文化行”是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的综合性文化交流活动之一，主要内容
包括歌舞表演、电影展映、图书展览等。这是该
活动首次在海外举办。继首站在巴塞罗那的文
艺演出大获成功后，6月30日晚，来自甘肃的艺
术家们在马德里市中心的美术宫为西班牙观众
再次献上了一台令人难忘的表演。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姚飞说，马
德里人民对文化艺术的喜爱和包容令人印象深
刻，他相信这一以丝绸之路为主题、向观众展现
东西方文明相互借鉴交融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独
特魅力的演出必将得到西班牙各界朋友的喜爱。

西班牙参议院人民党发言人伊格纳西奥·科
西多·古铁雷斯应邀观看了演出。他说，在文明
的历程中，商贸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文化、思想、艺
术的交流，而丝绸之路正是一个以贸易交换成就
东西方之间文化交流的绝佳例子。

演出在声、光、电等技术手段营造的布景下
再现了张骞、玄奘、马可·波罗、郑和等人在丝绸
之路上的求索，并将编钟古乐、敦煌壁画、佛教艺
术和丝路沿线各民族的民俗传统融入歌舞，在飞
天的衣袂蹁跹、金刚的庄严气象、霓裳羽衣的轻
纱曼舞中，在精美的服饰和动人的乐曲里带领观
众穿越千年、梦回丝路。观众们为艺术家们的精
彩表演报以热烈掌声。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权事务局副局长
任向群在演出结束后表示：“‘一带一路’绝不仅
仅是经济合作之路，同时也将促进文化交流，从
而使我们对不同的文明能抱有相互欣赏、相互学
习、相互借鉴的态度。它将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
重要动力，也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铺
垫民意基础。”

此外，1日晚，在马德里美术厅电影院还放
映了《第三极》和《天山脚下》两部反映青藏高原
和新疆地区自然景色、文化风俗、人民生活及多
民族和谐共处的纪录电影，向人们进一步展示作
为丝路起点的中国西部地区的无穷魅力。

“相约千年－魅力丝路文化行”

活动落幕

中国歌舞征服马德里观众

据新华社香港7月1日电“跃
动大湾区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2周
年晚会”1日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
举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演艺团
体、解放军驻港部队、两地艺人倾力
演出，与香港市民共庆回归纪念日。

演出现场流光溢彩，气氛热烈
喜庆。现场观众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后，晚会以大型歌舞表演开幕，回顾
香港巨大变迁，展示香港开埠100
多年来发展成为亚洲国际大都会的
壮丽图景。晚会分为“祖国颂”“大
湾曲”“追梦行”三部分。在第一部
分中，香港楠希爱乐乐团饱含深情
演唱歌曲，表达了对祖国的挚爱。
歌手李克勤演唱经典曲目《红日》，
香港儿童合唱团、音乐事务处儿童
合唱团等也带来精彩表演。

绚丽多彩的舞台光影流转。在

第二及第三部分中，来自香港和内
地两地艺人和演出团体表演了跳
绳、武术、歌曲演唱、音乐舞蹈等，赢
得了观众们阵阵掌声。

此次晚会还得到粤港澳大湾区
其他城市的支持；解放军驻港部队
也倾力演出，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
女子集体舞《青春邂逅迷彩》将现场
气氛推向高潮。

“欢迎来到大湾区，美好的将来
同理想一齐继续去追……”温馨甜
美的散场曲《共同家园》为晚会划上
圆满句号。

此次晚会由香港各界庆典委员
会与香港汇演艺能发展中心联合主
办。据主办方介绍，大湾区其他城
市的居民也应邀来到现场欣赏晚
会，与香港市民共同分享庆祝回归
22周年的喜悦。

香港举办文艺晚会
庆祝回归祖国22周年

据新华社台北7月2日电 2日中
午，在台北一处演播厅里，音乐选秀节
目《声林之王2》正在紧张录制之中。

据名驰两岸的总监制王伟忠介
绍，《声林之王》在第一季创下上亿
次观看次数纪录，播出之后获得全
球观众关注。第二季经过了海内外
共7场实体海选，报名者过万，加上
演艺经纪公司的推荐，共筛选出71
组、73名参赛者。来自大陆的22
岁的王耀扬和28岁的陈可欣将与
其他选手共襄盛举。

“很高兴看到这季节目有两位
大陆选手参加！”坐在观众席上的东
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马詠

睿对记者说，两岸同文同种，语言、
文化各方面都非常相近，非常欢迎
大陆选手来参加这一活动。

看着站在舞台中央热情洋溢的
年轻歌唱选手，马詠睿说：“我相信
他们的表现也能够给台湾的年轻朋
友带来一些启发。两岸之间应该有
这些文化传承的活动来拉近彼此距
离，而且在现阶段更加重要。”该节
目中的导师林宥嘉、萧敬腾等都是
活跃在两岸的知名艺人。

曾经与湖南卫视合拍过电视剧
的马詠睿说：“大家都知道歌声是最能
传达感情的。借由这样的传达，我相
信两岸之间的感情能够更深、更厚。”

台湾音乐选秀节目
架起两岸歌声的桥梁

7月1日，在贵州省丹寨县南皋
乡石桥村，苗族妇女在烘干手工皮
纸。

贵州省丹寨县石桥村是首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皮纸制作技

艺”的传承地之一。近年来，造纸技
艺传承人弘扬传统工艺，将古法造
纸加以文创设计，产品畅销国内外
市场，民族传统工艺也成为旅游观
光的新热点。 新华社发

古法造纸展新颜

在中法建交55周年之际，古城
苏州近日在法国巴黎开启以“苏式
生活”展示体验为主题的文化交流
系列活动，旨在以昆曲、国画、苏工
苏作所代表的苏州传统文化为载
体，向法国民众充分展现苏州形象。

作为此次文化交流活动的重头
戏之一，昆曲《浮生六记》海外首演
于7月1日在巴黎十八区政府庆典
大厅上演。

开幕式上，苏州园林昆曲主题
的装置艺术“iSuzhou Box”由中
法双方代表徐徐展开，昆曲演员带
妆从中漫步走出，再现了苏州古典
园林艺术与昆曲艺术的完美结合，
惊艳现场观众。在接下来的演出
中，昆曲《浮生六记》以流畅的叙事、

唯美的表演、细腻的动作和动人的曲
调，在观众眼前缓缓展开一幅闲情逸
趣的江南风物画卷。一场一景中，无
不体现了苏州的风土人情、风雅生活
和审美取向。

本次海外首演，主创团队专门将
舞台表演、故事框架等方面进行了优
化，并配以中法文字幕介绍，为巴黎市
民解读“昆曲之美”和“苏州故事”。7
月4日至10日，昆曲《浮生六记》还将
受邀参加法国阿维尼翁艺术节。

法国自由撰稿人让-曼努埃尔·
加贝尔在演出现场告诉记者，这是他
第一次观看中国戏曲。“昆曲《浮生六
记》以东方哲学视角展现对人生、对爱
情的深刻思考，主人公如梦如幻的感
情往事和人生经历，宛若一部东方的

‘爱丽丝梦游仙境’，加上温婉动人
的唱腔和精美的服装，令人不由赞
叹东方艺术和东方哲学的魅力。”

昆曲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
的剧种之一，以曲词典雅、行腔婉
转、表演细腻著称，被称为“百戏之
祖”。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
产代表作”。

当晚，与昆曲《浮生六记》演出
同时举行的还有《昆曲戏画人物》作
品展。本次画展精选了苏州国画院
刘佳、贾茹、马忠贤、李超德、李亚光
等知名画家的近30幅作品。参展
画家贾茹表示，戏曲的舞台空间布
置与水墨写意画在艺术形式上具有
相通之处，两者皆以“意会”为审美

之法，以“留白”为艺术手段，观展的
法国民众可以从这些充满苏式风格
的艺术作品中充分领略东方艺术独
特魅力。

主办方表示，7月3日至4日，
在巴黎蒙马特高地圣彼埃尔教堂教
区展厅还将举办苏州非遗手工艺
展。展示期间，来自苏州的16位非
遗传承人为广大游客和巴黎市民现
场表演苏扇、苏绣、核雕、桃花坞木
刻年画、太湖窑陶瓷制作等手工技
艺，同时还有琳琅满目的文化创意
衍生品。

作为友谊的象征，苏州还特别
带来两块御窑金砖，分别赠送给蒙
马特区和法国建筑遗产博物馆。

新华社巴黎7月1日电

向法国民众展现苏州形象

“苏式生活”遇见时尚巴黎

今年恰逢轻歌剧大师雅克·奥
芬巴赫诞辰200周年，《霍夫曼的
故事》是其晚年创作的最后一部作
品，也是他最为著名的歌剧作品之
一。7月10日至14日，国家大剧
院制作奥芬巴赫歌剧《霍夫曼的故
事》即将再次搬上舞台，这也是该
版制作首演六年之后二度与观众
见面。

奥芬巴赫唯一正歌剧作品

在19世纪的巴黎，德籍法国
作曲家奥芬巴赫的新剧作一定是
香榭丽舍大街上最时尚的元素，对
于当时的外国游客来说，奥芬巴赫

创办的“巴黎人喜剧院”是到巴黎
旅游的“必打卡景点”。受剧院场
地和条件的约束，奥芬巴赫生平创
作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短小精悍的
轻歌剧，大量的经典轻歌剧作品也
使其被世人誉为“轻歌剧之父”。
但在奥芬巴赫人生的最后，他留下
了《霍夫曼的故事》这部唯一的正
歌剧。

1881年2月，在奥芬巴赫去世
4个月后，《霍夫曼的故事》在巴黎
喜歌剧院首演，引得全城瞩目。那
一年，《霍夫曼的故事》仅在巴黎就
重演了100场，而在之后的6年里
它更是上演了400余场，并成为国

际上最受观众喜爱的歌剧作品之
一。

《霍夫曼的故事》中的男主角
霍夫曼确有其人，他就是德国作
家、诗人E.T.A.霍夫曼，广为人知
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和《葛佩莉
亚》都取材于他的作品，而《霍夫曼
的故事》中很多奇幻怪诞的角色和
元素就来源于E.T.A霍夫曼的小
说和故事。该剧中的科幻元素在
19世纪相当前卫，充满了浪漫瑰
丽与“蒸汽朋克”的幻想，诗人、酒
精灵、缪斯女神、女明星、机器娃
娃、科学怪人等22个角色撑起了
整部作品。霍夫曼的三段爱情故

事几乎是三个独立的小歌剧，尤其
是霍夫曼与机器娃娃奥林匹亚之
间的爱情，更是展现了奥芬巴赫超
越时代的想象力。

《玩偶之歌》《船歌》等经典
旋律再次唱响

《霍夫曼的故事》中有很多观众
们耳熟能详的旋律，比如被称为“花
腔女高音试金石”的机器娃娃奥林
匹亚唱段“玩偶之歌”，以及最著名
的唱段“船歌”。这首“船歌”也曾出
现在贝尼尼经典电影《美丽人生》
中，当所有人都注视着舞台上缓缓
驶出的贡多拉，男主角却全神贯注
看着自己的心上人，当这一代表永
恒爱情的经典旋律在国家大剧院再
次响起，也将带给中国观众别样的
感动。

《霍夫曼的故事》角色众多，人
物造型迥异，在场景切换中有不同
角色登场。为了最大力度还原奥
芬巴赫天马行空的想象，国家大剧
院版《霍夫曼的故事》不仅邀请到
一大批优秀歌唱家加盟，还在舞
美、服装、道具上别具匠心。在导
演弗兰切斯卡·赞贝罗、舞美设计
彼得·戴维森和服装设计库尔特·
沃森等主创的设计下，该版制作体
现了古典与现代风格的奇异碰撞，
在复古的整体格局中弥漫着超越
时代的先锋气质。指挥大师平夏
斯·斯坦伯格将执棒本轮演出，众
多中外实力歌唱家登台，一同为观
众讲述这部引人入胜的《霍夫曼的
故事》。 （新华网）

纪念奥芬巴赫诞辰200周年

国家大剧院复排《霍夫曼的故事》

据新华社太原7月2日电 山西省
芮城县永乐宫被誉为“东方艺术画
廊”。近日，永乐宫壁画艺术博物馆与
北京中创文旅文化产业集团签约，双方
将合作开展永乐宫系列文化产品的研
发，深度挖掘永乐宫文化艺术内涵，让
这些元代壁画“活起来”。

“这是永乐宫第一次进行文化创
意产业跨界运营的尝试。”永乐宫壁画
艺术博物馆馆长席九龙说，此次合作
将全方位推广永乐宫品牌，使得永乐
宫壁画为更多人熟知、欣赏。

北京中创文旅文化产业集团董
事长秋童说：“我们会先对永乐宫的

壁画图库进行二次开发，把图库重新
进行描摹绘制，以现代年轻人喜欢的
方式呈现出来。与此同时，我们将开
始制作永乐宫的数字化展览，未来将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永乐宫
壁画艺术的传播。”

据介绍，2019年，永乐宫文化创
意系列将围绕永乐宫独特的天上宫
阙、天官赐福等主题，开发100余款
精品文创产品。

始建于13世纪初至14世纪的永
乐宫，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大和保存最
为完整的道教宫观，为全真教三大祖
庭之一，1961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宫内除山门为清代重建外，
其余皆为元代遗物。尤为重要的是，
这里保存着举世罕见的元代壁画，总
面积达1005.68平方米，是堪与欧洲文
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壁画名迹媲美而创
作时间又早200年的艺术珍品，其中
三清殿的《朝元图》是目前中国古代最
大的人物画。

近年来，为进一步做好永乐宫壁
画保护工作，当地文物部门实施了永
乐宫壁画数字化采集、壁画监测、宫
殿建筑维修等多项保护工程，并于今
年启动了永乐宫壁画试验性保护修
复工作。

山西永乐宫将开发文创产品

让元代壁画“活起来”

《霍夫曼的故事》剧照。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