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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海外读者从文学中感受当代中国魅力
助力“走出去”，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在京启动

为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提升中

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文学海外读

者俱乐部日前在北京启动。 这是一个由

中国作家协会和各国文学组织者、 爱好

者共同发起的中外文学交流平台， 首批

有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 、土耳其 、伊

朗、俄罗斯、波兰、塞尔维亚、德国、法国、

英国、智利等 12 个国家加入。

各国俱乐部将通过学校、出版社、图

书馆组织线下活动，或利用杂志、媒体、

网络、社交账号开展线上交流，通过当地

语言的翻译和当地读者的诠释， 实现中

国文学作品与当地文化的美妙交融，助

力更多中国作家走向世界， 向世界讲好

中国故事。可以期待，随着中国文学作品

获得更加丰满的生命力和“落地生根”的

国际传播力， 将有更多海外读者从文学

中感受当代中国魅力。

业内指出， 与引进外国文学相比，

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的时间还不

长。 除了少量中国作家已经通过世界文

学奖项等渠道被初步了解之外， 还有一

大批出色作家鲜活的作品尚未被国际社

会所认识。 这些作品题材十分广泛， 覆

盖乡村、 海岛、 工厂、 医院、 城市、 学

校乃至太空、 宇宙， 塑造的人物和涉及

的话题也很多 ， 从家庭伦理 、 文化身

份、 男女平等、 医疗扶贫到法治环保，

其中不乏每个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遇到的共同话题。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表示， 这些满载着人

文情怀的作品， 是中国作家给世界读者

的一份礼物， 也是向海外朋友发出的友

谊召唤。 为此， 建设中国文学海外读者

俱乐部， 向世界读者介绍中国文学， 加

深各国人民的彼此理解和情谊， 具有重

要意义。

各国俱乐部与会者将致力于推介更

多中国作家走进海外读者视野。 “文学，

是增进了解最有效的媒介平台。”马来西

亚国家语文局局长阿邦·沙拉胡丁说。马

来西亚汉文化中心多年来将 《红楼梦》

《平凡的世界》等翻译为马来文。 马来文

版《红楼梦》等线上说书会是一种全新创

举， 将成为马来西亚各族人民欣赏中国

文学作品精髓的新方式。

有着 72 年蓬勃发展历史的泰国南

美有限公司，从曼谷唐人街一家中文书

店起步 ，发展为涵盖图书出版 、中文学

校等在内的大型综合公司 。 公司总经

理 、 泰国读者俱乐部负责人陈美琪介

绍，泰国南美出版的中国“四大名著”漫

画版在流畅的泰语译文外加入插图 ，激

发了泰国读者的想象力 ， 加深了他们

对故事的理解 。 泰国公主玛哈·扎克

里·诗琳通公主精通汉语， 热爱中国文

化 ，翻译过包括铁凝 《永远有多远 》、王

安忆《小鲍庄》、池莉《她的城》等小说佳

作， 让泰国读者领略到现代汉语的魅力，

也感悟到了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生活方

式和文化传承。

“文学作品凝结着作者的奋斗历程和

理想抱负 ， 只有用心品读才能领悟其深

意。 ”英国读者俱乐部外方策划人、查思出

版（亚洲）高级编辑兰大卫表示，为确保作

品翻译的原汁原味， 无论是译员选择还是

图书编辑设计，查思出版（亚洲）都采用最

高标准。 今年秋天，他们还将围绕苏童、周

大新和李娟的作品策划活动， 向英文读者

介绍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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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武术叫功夫，功夫其实就是时间”，用《一

代宗师》里的这句台词来理解龙虎武师，再恰当不过。

在没有花拳绣腿和特效绿幕的时代，这群香港功夫武

侠片中主人公的陪衬或是替身， 经历过十年如一日的

苦练和岁月的沉淀，用一拳一脚，在电影中留下险象环

生、精彩纷呈的动作戏，让香港电影熠熠生辉。

近日上映的纪录片 《龙虎武师》 以时间为脉络，

聚焦龙虎武师从上世纪60年代的起步到当今的状况，

以口述历史的形式保存下那个空前的时代， 网络平台

上取得8.3分好评。 而龙虎武师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一代演员， 在 《新警察故事》 等多部动作戏中挑

战过高难度动作的谢霆锋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从前

的练习生练八九年才出道， 现在的新人常常 “练个九

个月就觉得要出来赚钱了”。 不论是做演员还是练功，

摒弃一夜成名的欲望， 十年如一日地潜心钻研， 方能

有所成就。

纪录片中， 香港乃至华语武侠片、 动作片镜头中

那批曾经让人热血沸腾的武师一一现身。 武行， 即动

作演员， 又被称为武师， 这一行业最初起源于戏曲。

昔日， 戏曲名伶本着培养有一技之长的梨园子弟的初

衷在香港创办几所戏剧学院， 收了很多徒弟。 谁知无

心插柳柳成荫， 随着上世纪 60 年代功夫片的崛起 ，

培养出的人才逐渐在电影中担任替身、 特技、 龙套，

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成家班、 洪家班、 袁家班等

各类武术班底逐渐开始形成。

电影海报上伤痕累累的背影， 折射出这群付出血

肉之躯的群体———“《龙的心》 有一幕是八个人一起从

七层高的楼一跃而下， 没有威亚， 几个武师是真的往

下跳， 楼下只是用纸箱垫着， 这一幕拍完导演喊的不

是 ‘收工’ 而是 ‘救人’” ———导演魏君子用三年的

时间访问了甄子丹、 洪金宝等动作片演员， 袁和平、

程小东等武术指导以及火星、 刘允、 小侯、 钟发、 黎

强权等前辈武师， 全景式展现了香港几代动作演员用

血泪和断骨、 用 “低科技” 挑战高科技的那种忘我的

付出。

在这些武师的讲述中， 香港功夫片中一个个高难

度镜头的拍摄过程逐渐被还原———当武行们从高楼的

玻璃窗中破窗出来的时候， 还必须得被挡住的木板或

是被大树刮一下才落地； 钉子扎进了武行的脚底， 为

了保证镜头 “一条过” 得咬着牙完成； 被对手打到身

体的不同的部位该有怎样的反应———一个个细节， 足

以见证香港电影工作者对镜头精益求精， 也见证了龙

虎武师付出的心血。

刻苦练功、 不怕受伤、 不断超越和突破自我的精

神成就了龙虎武师， 也成就了香港电影中一个个令海

外电影工作者都瞠目结舌的动作戏 。 龙虎武师的工

作， 究其根本， 是为了和那句 “不可能” 对抗———越

是觉得不可能， 我越是要做给你看， 让你知道 “一切

皆有可能”。 这种精神让龙虎武师用一拳一脚打出了

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正如导演徐克在镜头前所说：

“他们以前做的事情， 往后也不会有人能做得到。”

武行中， 成为成龙、 甄子丹这样的功夫巨星毕竟

凤毛麟角， 多数人从少年时甚至孩提时开始习武， 几

十年严格训练， 只在银幕上留下一个个背影抑或片尾

一闪而过的名字。 但正是这群人十年磨一剑艰苦练

武、 满腔热血付出， 在经历岁月的沉淀后， 成就了香

港功夫片、 香港电影的气质和精神。

文化广场集结五部高品质“年末大戏”
中文版《罗密欧与朱丽叶》、话剧《红楼梦》等五台47场演出将轮番登场

“‘年末大戏’作为我们最长情的一

个品牌， 这十年里成为很多观众在上海

走进剧场的理由， 它就像一扇海纳百川

的世界音乐剧之窗， 打开了大家的视野

和审美。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

费元洪告诉记者， 走过十年的文化广场

“年末演出季” 共上演 24 台 450 余场全

球知名剧目，吸引超过 60 万人次观演。

日前， 文化广场新一年度的 “年末

演出季” 揭晓节目单， 为观众呈现高品

质、 高规格舞台作品的初心不变。 自今

年 11 月起至明年 1 月的 59 天演出周期

内， 五台 “年末大戏 ” 47 场演出将轮

番登场， 由中国人演戏给中国人看。 这

其中包括两台由文化广场最新制作出品

的中文版音乐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 》

《粉丝来信》， 以及国内院团和演艺机构

带来的三台文学改编舞台作品———话剧

《红楼梦》、 话剧 《四世同堂》、 音乐剧

《白夜行》。

打造经典中文版制作
和本土音乐剧人才的展台

虽然眼下国际大戏仍无法进入国

内， 但上海演艺行业探寻国际化交流融

合、 力推本土人才的步履不停。 今年文

化广场 “年末大戏” 中的 《罗密欧与朱

丽叶》 《粉丝来信》， 是剧院自制中文

版音乐剧首次登上 “年末演出季” 这一

重量级演出季舞台。

11 月 26 日， 中文版音乐剧 《罗密

欧与朱丽叶 》 将为 “年末演出季 ” 揭

幕， 在文化广场主剧场连演 25 场。 该

版本 “罗朱” 由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

有限公司和北京九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制作出品，是法语原版首演 20 周年以来

首个官方授权的中文版制作。 法语原版

“罗朱”曾作为 2012 年文化广场“年末大

戏”并在上海掀起观剧热潮。 九年过去，

“罗朱”将重登“年末大戏”舞台，完成这

部经典音乐剧巨制的中文首秀。

从引介国际经典剧目到培植原创制

作力量， 中文版 “罗朱” 联合剧目原版

主创阵容与国内顶级创作人， 阿云嘎、

张会芳、 黄绮珊等 “卡司” 阵容参与其

中。 法语原版罗密欧饰演者达米安·萨

格发来视频寄语———“阿云嘎是中国版

罗密欧的最佳人选”。 阿云嘎则告诉记

者： “我本身就很喜欢法语版 ‘罗朱’，

从大学开始就一直拿这个戏作为榜样，

这次终于有机会用中文演唱剧中的 《世

界之王》 《爱》 等唱段， 会努力唱出中

文歌词的美感。” 这部音乐剧中的舞蹈

也很考验演员的水平， “没有功底是不

行的， 我现在正在做恢复训练， 希望展

现自己的最佳状态”。

文化广场第五部中文版制作音乐剧

《粉丝来信》 也在万众期待中加入 “年

末演出季”， 将于明年 1 月上演。 不同

于以往自制作品 “小而美 ” 的温情气

质， 《粉丝来信》 作为该剧在中国大陆

的首个授权中文版制作， 深刻聚焦人性

在亲密关系中的转移与异化。 此次中文

版制作将在韩国原版基础上对故事背景、

人物角色等进行全方位本土化改编， 把故

事背景设置在解放前文学与出版的重

镇———上海， 讲述一代中国青年才俊对文

学艺术的追求和对爱的期待。 剧组已在日

前完成演员招募，白倬铭、崔恩尔、傅祥安、

郭耀嵘、胡芳洲、刘岩、舒荣波、孙礼杰、施

哲明、于晓璘、张博俊、赵伟钢等演员，将在

中文版导演高瑞嘉的领衔指导之下， 展现

这部中文版新作蓬勃向上的青春力量。

舞台再现经典魅力，以
当代解读塑造“文学大戏”

从经典文学的内核出发， 对经久不衰

的文本进行当下解读 ， 是文化广场本次

“年末演出季” 策划的核心。 从 《红楼梦》

《四世同堂》 到 《白夜行》， 包罗万象的戏

剧和音乐剧舞台将再现不同时代、 不同国

度人们的爱与恨、 痴与狂。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的话剧

《红楼梦》 将于岁寒年末之际在文化广场

主剧场内上演 。 编剧喻荣军解读说 ：

“《红楼梦》 是梦， 更是现实， 它就像是在

清风搭建的舞台上演出有关现实的梦 。”

不同于以往改编的艺术形式， 上话版 《红

楼梦》 以全本形式再现原著骨血， 整场演

出由上部 “风月繁华 ” 和下部 “食尽鸟

归” 组成， 时长六个小时跨越四个季节，

讲述一个家族的荣辱兴衰、 人情冷暖和世

间百态。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呈现的话剧 《四世

同堂》， 也将于明年 1 月与上海观众见面。

该剧改编自老舍同名小说， 导演田沁鑫采

用 “新现实主义” 手法， 复原老舍笔下的

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 讲述抗战时期祁、

冠 、 钱三家人荣辱浮沉 、 生死存亡的故

事。 《四世同堂》 将通过诸多群像戏， 生

动再现老舍先生笔下这一部浩繁深厚的平

民史诗。

除了由中国经典文学改编的戏剧作品

之外， 改编自东野圭吾悬疑小说的中文原

创音乐剧 《白夜行》 将再度加盟 “年末演

出季”， 明年 1 月迎来百场纪念演出。 该

剧由集英社官方授权， 染空间出品制作，

韩雪、 刘令飞领衔主演， 原班人马将重回

文化广场的舞台。

纪录片《龙虎武师》海报。

文化广场新一年度的“年末演出季”揭晓节目单，包括中文版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粉丝来信》以及文学改编舞

台作品———话剧《红楼梦》、话剧《四世同堂》、音乐剧《白夜行》。 (均演出海报)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