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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在沪收官

! ! ! !中秋月圆夜，民乐花开时。本月初，在经
过重新打磨之后，《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开
启了北上广三地的巡演。昨晚正值中秋佳节，
“奥德赛巡演月”也行至尾声，来自德国的作
曲兼指挥克里斯蒂安·佑斯特携手上海民族
乐团再返上海大剧院，为沪上乐迷献上了这
台收官演出。

佑斯特是个十足的“中国迷”、“上海迷”，
对上海这座城市抱有很大热情。为了创作这
部作品，他一个人乘着地铁辗转上海各处游
览采风。为了能用“中国的声音”充分表达上
海的东方之美，他还向上海民族乐团演奏家
们请教，仔细研究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音区
和演奏技法。最终，佑斯特将自己眼中的上
海，与自己所理解的中国民乐融合，再加入西
方交响乐的元素，组合成《东方韵味》《浦江明
珠》《伊甸园之桥》《中华第一街》及《外滩》五

个各有特点的乐章。
上海画家毛冬华的作品《外滩心影》是本

次音乐会的主要视觉呈现之一。当台下观众随
着音乐游历在想象的世界时，台上的屏幕上也
投影出中国水墨画卷。老石库门、外白渡桥、东
方明珠、金茂大厦……传统工笔和写意的画风
与西方的素描和油画风格相结合，同这部外国
作曲家谱写的中国民乐作品相得益彰。而多媒
体制作团队的加入，更是使静态的绘画艺术，
随着音乐的流动起伏变化，为观众带去耳目一
新的视觉新体验。
此次巡演，“上海奥德赛”在北上广三地收

获了更多知音。不少首次欣赏民乐的观众因多
媒体舞台技术的“注解”而加深了对民乐之美
妙的理解：“原来传统民乐这么具有表现力，曲
中所奏和画中所绘简直一模一样。”

本报记者 吴旭颖

! ! !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作家雪漠长篇小
说《大漠祭》《猎原》英文版的新书首发式日前
在上海作家书店举行。两本厚厚的书加起来
有 !"##页之多，译者为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和
林丽君，前者也是莫言小说的英文译者。雪漠
代表作“大漠三部曲”的另一部《白虎关》的英
文出版也已经列入计划。
《大漠祭》是一幅激情澎湃，真切而具震

撼力的西部故事画卷，是一个关于西部农村原
生态生活的故事，雪漠写了整整十二年。《猎
原》描写中国西部大漠深处的盗猎与反盗猎，
以及猎人和牧人为争夺草场和水源而疯狂械
斗的故事，描绘了日益被风沙吞噬的中国西
部猎原，对传统的农牧文明进行了反思。
“我坚信会有很多人包括英语读者，会被

我的作品打动。除非人类没有感情，人类有感
情的时候必然需要这样的文学。”雪漠说。
葛浩文表示，看雪漠的作品是全新的阅

读经验，翻译他的小说也是一个全新的经验。
林丽君对于雪漠作品有着更强烈的感受，“雪
漠的小说充满西部旷野的风味。透过他的文
字，可以体验到沙漠的力量，摧残生命的无
情，但也可以感受到大漠无与伦比的美。”
“通过雪漠的作品让我们走入了一个陌

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恰恰是我们中国的。”
学者陈子善认为，“中国文学出去，各种各样
都可以介绍，比如我们上海的小说也翻成英
文。而单单上海不能代表中国，单单《大漠祭》
《猎原》也不能代表中国，加起来才能够代表
一个丰富多样的中国。”

让世界看见中国大漠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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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随着中国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华复
兴”已成为西方世界频繁关注的热点话题。近日，西方国际问
题专家、中欧论坛创始人、“新丝绸之路”行动计划创办人高大
伟数年中国问题研究的成果《中华复兴管窥》（英文版）由上海
译文出版社出版。高大伟说：“中华复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
大的事件之一，它不仅拓展了人类对‘地球村’概念理解的视
域，更重塑了我们所处的世界”。

了解当下中国
《中华复兴管窥》共收入高大伟所撰写的 $#篇英语文章，

其中包括《构想中美关系的勇气之光》《“一带一路”倡议：共建
二十一世纪新丝绸之路》《人工智能及国际地缘政治》《横跨台
湾海峡的中国梦》《中国宏伟战略：新丝绸之路》《中国茶文化
的复兴》等。高大伟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战略动力学等不
同角度出发，描绘了一个在不断变化成长中的当今中国，并详
细论述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推动人类文明进程
方面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最新的一篇《“阴”和“阳”的变
奏曲》发表于 %#!&年 '月，高大伟尤其提到西方人不喜欢矛
盾，他们问“() *+ ), -)( () *+ ”（是或不是）.而信奉中庸之
道的中国人就会融合变成了“() *+ /-0 -)( () *+”（是和不
是），阴阳文化对于中国语言、词语的构成有一种指导的意义。
“中华复兴”究竟为何？“中华复兴”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复兴

中的中国将如何改变世界？对于这些问题，有些西方媒体、舆论
乃至决策者仍存在困惑、疑虑甚至偏见。高大伟表示，自己希望
通过《中华复兴管窥》这本书让更多人真正了解当下中国，更多
参与到增进中西交流的工作中来。在他看来，改革开放在中国推
进的 $#年间，中国的开放已经从 !1#时代步入 %2#时代。

中国智慧输出
高大伟 !3'#年出生于法国巴黎，自幼酷爱中国文化，从

小与中国结缘。他喜爱乒乓球运动，崇拜中国的乒乓球明星运
动员，年仅 !!岁的他便在法国一场全国性的乒乓球大赛中获
得冠军。他的朋友常说他上辈子是个中国人。高大伟对茶文
化、中国古典绘画和围棋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高大伟认为，
中国是一个鲜活的不断发展壮大的文明体，她庞大而多元的
社会体系、政治生活、经济动态和外交政策与她丰富而悠久的
历史文化息息相关。因此，他所有的思考，都是以中西跨文化
交流的宏大视野观照中国在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中日益增强
的地位和影响。
从儒家经典《礼记》的古典人文主义，孙中山、李大钊等人

的“大同理想”，高大伟认为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世纪对于“大同”这一古典传统概念的重新解读，可以看作
是中国智慧输出的一大例证，是中国面对快速变革的世界贡
献出的一项重大提议。高大伟说：“%!世纪中国的蜕变是一个
超越物质利益的历史机遇，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复兴可能会造
就全球复兴，在世界范围内，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命运共
同体’必须共同构建。”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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