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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第一 保护为主
在文化多元发展和并存已形成

潮流的当代社会，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年前颁布的《保护和促进文化
表现多样性公约》和 "#年前颁布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如今
已成为各国的共识。我国也结合两
个公约，根据国情，制订了一系列政
策和规划部署。不过，如何理解“文
化表现的多样性”和如何看待“非
遗”的保护发展，一直是学术界、艺
术界热议的话题。“非遗”保护专家
田青指出：“我国的‘非遗’保护，虽
然起步较晚，但速度快、成效大。"#

年前大多数人还不知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什么的中国，目前已有 $%个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非遗’项
目，大大领先于世界各国。”据他介
绍，上世纪 &#年代我国统计的各地
地方戏剧种为 '!#多个，如今至少
有 "##个地方剧种已消失。所以，他
提出对“非遗”品种应“抢救第一，保
护为主”，“‘非遗’重在原汁原味地
保护，没有发展的任务”。

相互对话 聚合反应
然而，各国艺术节总监们却更

多地谈到了传统文化与当代观念融
合与创新的成功经验。爱丁堡国际
艺术节总监乔纳森·弥尔斯表示，爱

丁堡目前仅夏季就有 %个艺术节同
时举办，他主管的国际艺术节创办
&(年以来，努力摆脱“欧洲中心论”
观念，始终以全球的视野把各国多
样性艺术展现于艺术节平台。在爱
丁堡国际艺术节中，每一个节目都
融入了各国的传统文化和当代人的
思想价值观，相互的对话也丰富了
各自文化的内涵。

英国霍金斯事务所董事长约
翰·霍金斯回忆了上海世博会的经
历，他说：“全世界的人为什么愿意
参加世博会，因为世博会是一个聚
合反应的舞台。不同的民族、不同地
域的文化传统、艺术创意聚集在同
一个平台上相互影响、融合，具有创
造未来的乐趣。”显然，这一类观点
更多地坚持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既
需要传统与当代的纵向结合，也需
要不同文化间的横向影响，与田青
提出的“原汁原味”阐述有颇多不同
之处。

依据公约 出台政策
事实上，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

保护和包括“非遗”在内的传统文化
继承保护，是两个相互作用的文化走
向。在文化传播业和现代娱乐业高度
发达的今天，诞生于民间土壤的“非
遗”正在变得弱小和脆弱。“文化多样
性”坚持了领土内各民族文化的存在
合理性与必要性，保护了包括“非遗”
在内的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国家商
务部代表指出：“在贸易全球化、投资
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生产的电影占全
球一半的放映时间，票房达全球三分
之二以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土文
化如何提高竞争力？”而《保护和促进
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和)*+相关
规定，给各个国家提供了出台限制外
国影视播放时间政策的依据，也给本
土文化产品和民族文化提高竞争力
提供了空间。记者从论坛代表发言中
获悉，多年来我国国产电影的票房一

直低于进口电影，但自中国加入《保
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后，
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政策，去年，国产
电影票房收入首次超过了进口电影，
竞争力得到了显著加强。

保护创新 并行不悖
“非遗”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然

而，除了由各国予以抢救和保护外，
还需艺术家们在实践中继承与创
新。本届艺术节委约谭盾创作的微
电影交响诗《女书》，让听众不仅感
受到了作曲家为存在于山村的民间
艺术赋予的现代创意，还得知当地
政府选拔传承人学习“女书”的措
施。在我国各地，各级政府目前都设
立了抢救和保护“非遗”的机制，正
如田青所说，保存传统文化的“种
子”，使我国已成了“非遗”大国。但
将“种子”保存在博物馆的同时，还
需要在当代社会土壤中给予创意
的滋润，让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从艺术发展的规律来看，每个国
家、每个时代的艺术创作，都离不
开传承、创新，这也是促进“文化多
样性表现”的重要动力。因此，抢
救、保护和创新、发展，是两条并行
不悖的道路，并且，互为依存、互为
影响地构成了当今世界各国文化的
多样性格局。

资深记者 杨建国

老“种子”需新“土壤”滋润
艺术节论坛热议“非遗”保护继承与发展创新———

! ! ! !本报讯（记者 杨建国）为期 , 天的本届
艺术节演出交易会昨天落幕，来自 '!个国家
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 ,## 多位代表，经
过 ,天的“看样订货”和密集洽谈，达成了 $,,

项交易意向。其中，中国文化“走出去”项目首
次超过“引进来”项目，为 "",项，引进项目为
!$项，国内机构间演艺合作项目 ,!项。

参加本届艺术节演出交易会的国外机构
比去年增加 "#-，尤其是国外艺术节形成了
主流买家。'台由艺术节中心参与委约制作的
原创节目受到欢迎，比利时布鲁塞尔音乐节、
智利圣地亚哥艺术节、澳大利亚亚洲艺术节
等，已明确表示邀请谭盾与上海交响乐团演出
的微电影交响诗《女书》，另有 ",个音乐节和
音乐厅表达了邀约意向；由国家话剧院演出的
《青蛇》，已与墨尔本艺术节进入落实档期和舞
台技术条件的洽谈；上戏原创音乐话剧《苏州
河北》，也接到了澳大利亚有关剧院的邀请意
向。最受各国演出商关注的是目前正在上戏校
园举行的“扶青计划暨青年创想周”委约节目，

京剧街舞剧场《融》、昆剧肢体剧场《陀螺》、多
媒体音乐剧场《对话》、室内乐作品《白鳍豚歌》
等，已有多家艺术节和剧院提出“购买”请求，
韩国首尔演出交易会还希望与艺术节达成战
略合作，相互推荐委约节目。
本届交易会加大了“现场推介”和“剧场推

介”演出的力度，因此，不但使演出商们能当场
“看样”，还能直接洽谈。如二胡演奏家马晓晖
在现场推介表演后，加拿大音乐制作人马上拍
板邀请她录制唱片和巡演；河南博物馆华夏古
乐艺术团专程运来了整套编钟、骨笛、陶埙等
仿古乐器，现场表演时也与波兰弗洛茨瓦夫音
乐节等签约。

据了解，在上戏小剧场推介的形体剧《水
生》和北京木马特洛亚剧团的舞台剧《爱的捆
绑》，是“剧场推介”中的最大赢家，前者喜获
"#多家外国艺术节与剧院的演出意向，后者
则与维也纳艺术节、香港艺术节、以色列梅
尔策经纪公司、加拿大火山剧团签订了合作
意向。

! ! ! !本届艺术节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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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国

! ! ! !本报讯（记者 杨建国）由上
音主办的“第四届巴洛克室内乐
大师班”活动，昨起在上音附中校
园举行。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和美
国奥柏林室内乐团，将在为期 &

天的活动中，为全国九大音乐学
院及附中的师生和听众带来 &#

堂大师公开课、$#场专题讲座、.
场国际化精品教学拓展和 ,场音
乐会。“巴洛克室内乐大师班”举
办以来，已引起国内音乐教育界
的重视。学习巴洛克音乐的各种
表现手段和技法，极大地丰富了
音乐学子们的知识积累。

在为期4天的本届艺术节论坛活动中，来自各
国的艺术家、艺术管理人士和政府官员、学者，围绕
“包容、开放与创新———尊重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
间对话”这一主题各抒己见，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统文化，是重在“原汁原味”地保护继承，还
是重在发展中创新，则成为讨论的焦点。

! ! ! !《第一届世界当代女人
壶展》近日在上海虹桥名豪
酒店大厅展出。该展汇聚来
自俄罗斯、意大利、荷兰、捷
克、泰国、拉脱维亚、爱沙尼
亚及中国等 ",位著名陶艺
家近年来的精品佳作，其中
有世界著名陶艺家赛集·伊
书伯、依萝娜·罗妙等。作品
都以女性为题材，突破了传
统思维。图为参展作品
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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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意

艺术节演出交易会达成邀约意向25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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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连任西泠社长! ! ! !本报讯 昨天，“百年西泠·金石华章”西
泠印社 ""#年社庆系列活动在杭州举行，该
社近 '##名社员会聚杭州，选举产生了新一
届社领导，%(岁的汉学泰斗饶宗颐再次被
选为社长。创建于 "%#.年的西泠印社，是中

国成立最早的著名印学社团，以篆刻书画创
作、研究的卓越成就和丰富的艺术收藏蜚声
中外，有“天下第一名社”美称。 （闻逸）

! 艺术节日记

巴洛克室内乐
大师班在沪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