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抗日喜剧电影 《铁道
飞虎》 上映。 这部电影对北京语
言大学的日本留学生西田聪来说
意义非凡。 他参与了电影的配音
工作， 能以外国人的视角体验中
国文化， 他感觉充实而又新鲜。

拜师丁广泉学相声
早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西

田聪便踏上了中国之旅， 那时他
到大连参加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30周年音乐交流活动。 当时西田
聪从一位大连阿姨口中听到了一
句地道的中国话， 虽然当时听不
懂， 但西田聪对这个热情好客、
喜欢交流的国家和文化产生了兴
趣。 抱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西
田聪在高中学习中文， 并成功考
入北京语言大学， 来到了他梦寐
以求的国度。

沐浴在悠久的中华文明以及
地道的北京文化中， 西田聪更加
钟爱中国的民俗文化。 起初只是
为了快速提高汉语水平， 他在学
校偶然听了著名相声演员丁广泉
的相声课。 这一听， 他便爱上了
蕴含中国语言文化精髓的相声，
并多次与国外留学生一起表演相
声。 功夫不负有心人， 西田聪对
相声的痴迷也使得他成为丁广泉
先生的第一个日本弟子。 “我的

师父常和我说， 相声是没有国界
的。 相声让我体验到最原汁原味
的中国文化， 也让我看到了中国
人真正的生活状态， 我喜欢从这
个角度去看中国。” 凭借相声这
个纽带， 西田聪还认识了更多和
他一样致力于宣传中国文化的好
朋友。

在学习和实践中融入中国
“我口中的中国是我所看到

的和经历的中国。” 这是西田聪
经常和别人说的话。 “国家间的
文化认知是有盲点的， 即便是一
衣带水的邻邦， 文化和思想的细
微差异也会使两个民族在一件事
情上出现差别。” 西田聪坚持自
己去看、 去听、 去感受， 因为他
知道这些并不能仅仅靠书本上的
知识去体会。

在学习之余， 西田聪经常会
和他的同学用足迹探访北京和中
国的大江南北， 并参加各种各样
的文化交流活动和节目录制， 畅
谈感受和理想。 参与北京时间节
目 《G20青年说 》、 接受 《人民
中国》 的采访、 参加 《我要上春
晚》 的选秀、 在 《留学》 杂志上
留下自己的声音……西田聪从政
治、 经济、 文化、 学习等多个方
面， 都以一个客观积极的日本青

年的视角与中国文化碰撞出激烈
的火花。 “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
的源头， 我一直想凭借自己的努
力， 了解最纯粹的中国， 听中国
人讲中国， 也让中国人听我怎样
看中国， 并真正融入中国。”

做两国友好交流的先锋
刚开始接到 《铁道飞虎》 的

配音邀请时， 西田聪的内心是矛
盾的， 因为这是一部抗日题材的
电影。 但作为一个日本留学生，
他深知战争之惨痛， 和平来之不
易， 所以他毅然接受了邀请。 当
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演职员表
中， 西田聪说： “我愿意用最真
诚的态度去了解中国文化， 去换
来中国人对我的尊重和友情。 两
个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应用更成熟理智的心态去面对、
反思， 同时携手发展。”

西田聪还在学校里组织了
“留华日本人学长会”， 让更多来
中国读书的日本留学生能够与中
国的同学加强互动， 让他们发现
中华文化之美， 看见真实有趣的
中国。 而让身边彼此怀有误解的
中国与日本朋友转变固有的想
法， 为中日友好尽一份绵薄之力
也是西田聪作为一个 “北漂” 外
国人最简单平凡的“中国梦”。

■职工文化

□本报实习记者 赵思远

■文化资讯

■文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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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至3月26日
中国美术馆

1月7日至1月18日
中国美术馆

周潇潇 整理

民间年画是与人民生活联系
密切的传统美术门类， 为广大劳
动群众所喜闻乐见， 杨柳青年画
是其中的佼佼者。 杨柳青隶属天
津， 当地印制年画始自明代中晚
期， 清代乾隆、 嘉庆年间达到鼎
盛，形成“家家都会点染、户户全
善丹青” 的盛况。 在长期的发展
中， 杨柳青年画形成了印绘结合
的独特技艺，其精湛的刻工、细腻
的彩绘、 丰富的画样以及广泛的
影响力，堪称集年画艺术之大成，
在历史上享有盛誉。

中国美术馆有着丰富的民间
美术收藏，此次“典藏活化”系列
展甄选百余幅杨柳青古版年画精
品，其中不乏粉本和孤本。展览从
题材、功能、技艺等方面进行综合
展示，通过对作品的解读，传达其
中所蕴含的民间传统思维方式和
美学观念， 呈现杨柳青年画的独
特艺术魅力， 并借此弘扬我国优
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艺术。

■北京展览

唐卡是一种在纺织品上彩绘
的卷轴画， 距今已有１３００多年的
历史， 传统的唐卡绘画多以宗教
题材为内容。 作为藏民族文化中
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
唐卡这门艺术体现着藏民族千年
的历史、 文化特色。

此次展览是一次传承与创新
的集中展示， 汇集了西藏文艺界
开展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主
题实践活动以来美术家创作的
100幅优秀唐卡艺术作品。 参展
作品画风严谨， 用笔细腻， 设色
典雅， 各具特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藏族为
主体的各族美术工作者在学习继
承民族传统绘画的同时， 积极吸
纳现代造型艺术和内地绘画元
素， 创作出大批具有时代精神风
貌、 深受群众喜爱的精美唐卡艺
术作品， 使唐卡这一古老的绘画
艺术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成为新
时期西藏发展的人文记录。

中国美术馆典藏活化系列展
杨柳青古版年画精品展

天上西藏
西藏百幅唐卡作品汇展

昌平一工会干部书画作品
募集善款近24万

2016年北京演出市场
票房突破17亿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1月3
日， 记者从北京市文化局、 北京
市演出行业协会了解到， 2016年
北京市演出市场规模再次扩大，
票房收入突破17亿元， 比上年增
加10.7%。 其中， 演唱会 、 音乐
会、 马戏、 相声等演出收入增长
迅速， 增幅都在10%以上。

2016年北京演出市场持续升
温， 票房收入增长逾一成。 根据
统计， 截止到2016年12月底， 北
京共举办营业性演出 24440场 ，
较 2015年 24238场上升了 0.8% 。
全市演出市场票房收入达17.13
亿元 ， 比2015年增加1.65亿元 ，
增幅为10.7%。 其中演唱会票房
贡献最大， 达5.93亿元； 话剧演
出票房位居第二， 达2.60亿元。

此外，据统计，2016年北京观
看 各 类 型 演 出 的 观 众 人 数 达

1071.4万人次，比上年1035.2万人
次增加了36.2万人次， 增幅比例
为3.5%。 其中戏剧类和音乐类观
众最多，共超过700万人次，占总
演出人次的66.9%。 近几年，年轻
观众逐渐成为消费主力，话剧、演
唱会、 音乐会等受年轻人喜欢的
演出类型观众规模不断扩大。

据了解，在去年的24440场演
出中，戏剧类演出11835场，接近
于总演出场次的一半； 吸引观众
约461.9万人次，占北京演出市场
总观众人次的43.1%，比上年增加
了10万多人次； 票房收入为5.74
亿元，占据总票房的33.5%。 其中
话剧、 儿童剧最为活跃， 共演出
8928场，贡献3.17亿票房。 传统戏
曲观众达84.7万人次， 戏曲观众
的培育初见成效， 比上年81.3万
人增长4.2个百分点。

本报讯 （实习记者 闫长禄）
近日， 房山区周口店遗址博物馆
《穿越七十万年 ： 世界文化遗
产———周口店遗址文物特展 》在
云南省红河州博物馆开展。 此次
展览在布展形式上创新思维，通
过辅助展板、化石展示、多媒体演
示等多种手段，让“文物活起来”。

展览系统介绍了周口店遗址
的发现、 发掘、 研究及化石的丢
失、 寻找等几部分内容， 共展出
各类化石标本 、 复原像等文物

143件 （组）。 同时， 展览现场还
开展了 “钻木取火” 等科普互动
项目 ， 带领观众领略70万年前
“北京人” 的生活状态。

据了解， 为更好地传播远古
人类文化， 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充
分发辉文化传播职能， 2016年以
来先后在江西、 浙江、 福建、 云
南举办文物特展。 此次展览将持
续到2017年2月15日， 来到红河
州博物馆办展， 是结束在普洱市
博物馆展览后的第9站。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日
前， 主题为 “关爱自闭儿童， 你
我共伸援手” 的2016中华慈善之
夜慈善活动举行， 昌平区总工会
外宣干部、 民建会员、 昌平文联
理事沈新立的四幅作品 《母子》
《精灵 》 《为君开 》 《三棵树 》
共募捐到238000元善款。 募集善

款用来救助自闭症儿童。
沈新立笔名为良言 ， 2014

年 ， 他将自己创作的国画作品
《1937》 捐赠给正在筹建的南口
抗战纪念馆； 2015年向十三陵中
心小学等两所学校捐赠了1400余
册 《良言画集》， 其中收录了其
精心创作的106幅国画。

本报讯 (记者 杨琳琳 ) 近
日， 顺义区举办第二届 “最美劳
动者 ” 职工文化艺术节颁奖典
礼。 经过层层选拔， 一大批优秀
节目和多才多艺的职工选手脱颖
而出。 共评选出金奖11名， 银奖
22名， 铜奖35名， 顺义区 “职工
艺术家” 4名， 并有35家单位获
得优秀组织奖。

据悉 ， 活动以 “最美劳动
者 ” 为主题 ， 包括职工歌手大
赛、 舞蹈大赛、 健身操大赛等板
块， 前后历时6个月。 活动激发
职工的创作热情， 鼓励出人才、
出精品、 出效益， 向全区职工群
众展示文化艺术节的丰硕成果和
新时代职工风采。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周口店遗址文物云南开展
顺义为职工文艺精品颁奖

日本留学生西田聪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