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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虎藏龙》里，章子怡于竹影摇曳间闪动明眸。
不过，其光彩绽放是在奥斯卡奖之后。在此之前，国人欣
赏这部电影的好像并不多，而当这部电影奔赴奥斯卡获
得10项提名、并最终捧得最佳外语片等4项奖项后，全国
掀起了一股《卧虎藏龙》热。章子怡与周润发竹林打斗那
场戏，更是成为经典。此为墙里开花墙外香，而且在墙外
香过之后墙内也紧接着香气四溢，这已是圆满结局。

然而，国内很多剧目并不能像《卧虎藏龙》那样
功德圆满，多属墙里分外红，墙外不买账。我国每年
都有数部精品剧目诞生，艺术种类十分庞大，话剧、舞
剧、京剧、豫剧、歌剧、儿童剧应有尽有，这些剧目在政
策春风的吹拂下应运而生，而且常常能在国内引起不
小轰动，受到热烈追捧。不过，当这些精品剧目走向国
际舞台时，反响效果多是平平，令人尴尬。

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但民族文化应以世界语言
体现出来，否则民族即成为那堵高耸的墙，墙内风
光无限，墙外香气都没飘过。

33场巡回演出 历时40余余天天

《风中少林》风动风动澳洲澳洲

1月 28日，《风中少林》在澳大利亚首都
堪培拉举行了首场演出，该剧在澳巡演也正
式开始。在之后的几天里，堪培拉的不少市
民深深被《风中少林》所吸引，身着礼服或正
装前往堪培拉中心剧院看演出成为他们的一
大娱乐方式，更有不少观众看了一遍又一遍，
20岁的约翰·贝克就是其中一位，他说这部
剧值得多看几遍，剧中体现的都是精彩的中
国文化。每次演出结束后，剧院大堂里挤满
了想与主演们合影的观众，剧中的小沙弥更
是观众们追捧的对象。

“对于堪培拉来说，能够请到这样的演出
团体是一件盛事。这是一个小城，大型的剧
场演出通常都懒得来这里表演。对于澳大利
亚来说，能够看到传统少林文化的杰出技巧，
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澳大利亚文化遗产专
家茱丽叶·拉姆齐（Juliet Ramsay）女士在观
看完演出后，专门给郑州歌舞剧院院长张向
荣致信，向所有演职人员表示感谢。而中国

驻澳大利亚大使章均赛观看《风中少林》后表
示：“我在海外常驻20年，这是第一次看到来
自中国的剧目观众如此爆满，掌声如此热
烈。”

澳大利亚著名制作人、经纪人 Martin
Bedford曾是好莱坞影星拉塞尔·克劳的经纪
人，在《风中少林》堪培拉首场演出时他也来
到了现场。接受采访时他表示，他曾在40年
前到过中国，也曾把很多中国剧目介绍到澳
大利亚，舞剧《风中少林》是他看过的来自中
国的最好演出，无论是制作还是舞美及演员
表演，都无可挑剔。在他看来，这个剧目在世
界任何地方都会被观众接受。

负责此次《风中少林》在澳票务推广的大
洋国际董事张女士称，《风中少林》在堪培拉
的演出上座率都在 85%左右，这对于堪培拉
来说已属罕见。就在堪培拉的演出刚刚开始
的时候，《风中少林》在墨尔本、悉尼的预售票
也已达40%。

具有百年历史的墨尔本艺术中心是墨尔
本标志性的建筑，《风中少林》墨尔本巡演就
在此拉开大幕。作为文化艺术之都，“见多
识广”的墨尔本观众的欣赏眼光很是挑剔，
即使这样，《风中少林》在墨尔本艺术中心
的演出仍然获得了如雷的掌声。《风中少
林》在墨尔本有 15 场演出，每场演出上座
率都达 70%以上。

已经在墨尔本居住 6年的华人程女士专
门带着孩子和洋丈夫观看了《风中少林》，她告
诉记者，平时她一直比较关注国内的演出，希望
借此能够让孩子和丈夫更多地了解中国。在她
看来，《风中少林》里有很多中国元素，她的孩子
虽然是在澳大利亚长大，但也能看得懂。

程女士称，对于来自中国的演出而言，
能够让外国朋友也能看懂很关键，在她身边
其实有很多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不
了解，也因此对中国有着很多误解，这就有
待于更多的中国人来传播中国文化，让外国
人了解中国文化，尊重中国文化。但是如果
一味地干巴巴地讲中国纯文化的东西，外国
人可能并不感兴趣，如果以艺术形式表达出
来，就更容易被他们接受。

奥尼传媒中国部总裁杨海婴称，虽然目
前正是金融危机时期，但对《风中少林》在澳
巡演的冲击并不大，因为在后奥运时代人们
对中国文化更加感兴趣，西方人更加迫切地
想要了解中国文化。

已经在澳大利亚工作4年的李鸿称，每年来澳大
利亚演出的剧目有一二十个，但真正实现商演的剧目
只占十分之一。有的是政府部门出钱，有的是文化交
流性质，很多演出只是走进了人家的演出场地，并没
有真正地走近观众。而与其他剧目显然不同的是，这
次《风中少林》来澳大利亚演出一演就是33场，这是
真正的商演，况且票价并不便宜。

李鸿称，据她了解，国内每个省份都会出资打
造一些精品剧目，这是好事，但也因此造成了文
化产品的浪费现象，很多剧目只是为了拿奖而打
造，很少有剧目能够真正实现商演。之所以出现
这种情况，是因为国内具有演艺竞争力的产品匮
乏，目前具备外向型条件的艺术产品较少，以商
业运作走出国门的仍然局限于武术和杂技。

李鸿表示，国内很多人认为在国内得到一致认可
的作品在国外肯定也会红，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
的，墙内开花墙外未必香，国外观众接受度与国人
是不同的。比如，舞剧《一把酸枣》《大红灯笼高高
挂》等在国内反响都很火，但在澳大利亚演出效果
却并不理想。李鸿同时称，国内很多剧目由于场面
太大、道具太多造成巡演成本过高，让很多国外演
出机构望而却步。

李鸿认为，国内的一些精品剧目如果能够走上国际
演出市场，收益是十分可观的，而且中国文化如果要
走出去，必须采取商业演出渠道，“因为商演的观
众都是自己买票，且主流观众占大多数，只有这样
中国文化的受众才能是社会主流观众”。在她看
来，《风中少林》此次成功还在于与市场结合得很
密切，这次演出的宣传也很到位。与此同时，《风中
少林》这次赴澳巡演也是一次有标志性意义的尝试，这
种勇气和胆识，对于国内演出市场会有很大启示。

“此次巡演对于《风中少林》及郑州歌舞
剧院来说都意义非凡，这对我们的演出市场
是种开拓。之前在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演
出都是短暂的，只是一鸣惊人而已，而能
否做到余音袅袅要的就是实力了。”作为此
次澳洲巡演的带队领导，张向荣接受了记者
采访。据她介绍，《风中少林》问世 4年来，
已在内地 40多个城市连演数百场而不衰，
并先后实现了中国的香港行、澳门行、台湾
行和新加坡行、澳洲行。另外，为了适应不
同剧场的需求，《风中少林》在巡演的过程中
一直在不停地修改，还专门邀请来自欧美不
同国家的普通观众观看演出，并结合他们的
意见进行调整和修改。

张向荣说，此次赴澳大利亚巡演前，剧院
专门请来外国专家审看自己的剧目，并结合
西方人的眼光对舞剧的形式作出了相应的调
整，增加了国外观众喜欢的武术表演内容，同

时还特别邀请少林寺俗家弟子、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太乙拳”发明人张勋荣大师作为
特聘武术演员加盟舞剧演出，亲自上台表
演。另外，此次赴澳大利亚巡演增加了与观
众的互动环节，在中场休息时，让武术大师和
观众近距离接触，悬诊、把脉、诊疗，现场传授
养生健体之术，让当地人亲身体验并现场感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魅力，增加对中国文
化的认识和了解。

“《风中少林》把舞蹈与武术、现代元素与
传统故事、世界流行艺术形式与河南地域文
化以及舞美、灯光、音效等多种手段完美地结
合起来，用最新的舞台表现形式，演绎了少林
功夫中最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禅、武、医’
精髓，这也是它所到之处都能够大受欢迎的
原因。”张向荣说。据她透露，目前郑州歌舞
剧院正与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
的演艺机构商谈演出意向。

1月28日，大年初三，浓浓的春节节日气氛弥漫在郑州的大街小巷。就是那一
天，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在全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和热烈的欢呼声中，郑州歌舞
剧院创作演出的大型原创舞剧《风中少林》在澳大利亚巡演的首场演出圆满落幕，这
也标志着《风中少林》开始走上商业化运作的国际大舞台。

此次澳大利亚巡演，《风中少林》分别在堪培拉、墨尔本、悉尼3个城市举办33场
巡回演出，历时40余天，这是我国文艺团体大型剧目赴澳商演场次最多的一次。

在《风中少林》之前，国内无数精品剧目也向国际演出市场冲
刺过，如《大梦敦煌》《一把酸枣》《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但多是铩
羽而归。正如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文化参赞李鸿所说，在国内
走红的剧目未必就会被国外观众认可。《风中少林》此次巡演的成
功奥秘在哪呢？ 晚报记者 杨宜锦 文/图

张向荣（郑州文化局副局长、郑州歌舞剧院院长）

边巡演边完善，不断进步天地宽
民族文化要用世界语言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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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记者采访《风中少林》演员

演出现场

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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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著名制作人、经纪人
Martin Bedford和小沙弥握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