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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戏曲海外传播研究
———以《人民日报》报道为例

■刘 珺

作者简介: 刘珺，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文化传播、戏曲跨文化传播。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交流活动逐渐增多，传播效果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

注。在戏曲海外传播过程中，报刊等大众媒介对戏曲海外演出活动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与记录。其

中，作为我国权威官方媒体机构之一的《人民日报》较全面地记录了四十年来我国重要的戏曲海外演

出活动。对这些报道资料进行梳理研究，能够呈现出近年来我们对戏曲跨文化传播的探索及戏曲跨

文化传播的发展历程，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提供数据支持和清晰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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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文献上看，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500 年前，而成熟的戏曲形式则形成于 12 世纪初

叶，在 12 世纪初叶至今的 900 多年里，中国戏曲始

终保持着其基本美学形态，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状

态。近代以来，工业革命极大地加强了世界各地的

联系，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造成了全球范围的

文化碰撞与交汇，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对中国戏

曲美学形态的思考。随着各地区文化交流的频繁

出现，中国戏曲艺术走出中国，出现于世界各地的

舞台。据相关文献记载，华人在国外演出中国戏曲

最早可以追溯到 14 世纪。据《大越史记全书·本

纪全书》卷七记载，陈裕宗大治五年( 1362 年) ，曾有

中国艺人在越南宫廷中演出:“春正月，令王侯公主

诸家献诸杂戏，帝阅定其优者赏之。先是破唆都

时，获优人李元吉，善歌，诸势家少年婢子，从习北

唱。元吉作古传戏，有西方王母献蟠桃等传，其戏

有宫人、朱子、旦娘、拘奴等号，凡十二人。着锦袍

绣衣，击鼓吹箫，弹琴抚掌，闹以檀槽，更出迭入为

戏，感 人 令 悲 则 悲，令 欢 则 欢。我 国 有 传 戏 始 于

此。”①17 世纪时，也有不少中国剧团在泰国宫廷中

演出，受到皇室与政界的欢迎。1685 － 1686 年，法

国国王路易十四派使节到泰国出访，受到款待欢

迎，“宴后有中国人演出戏剧，演员有的来自广东，

有的来自福建”②。也是在这一时期，《赵氏孤儿》
等中国戏曲剧目被译介到了欧美，并搬上舞台。不

过这些译介和演出活动并没有华人参与，华人剧团

在欧美地区的演出活动要到 19 世纪中叶，随着华人

海外移民潮的出现，才逐渐为成为流行。
直至 20 世纪，以梅兰芳赴日、美的演出活动为

代表，中国戏曲才正式开启了跨文化传播的历程，

带有明显的跨文化的自觉的艺术传播功能，戏曲艺

术在全世界大放异彩。与此同时，全球进入大众传

播时代，报刊作为大众传媒信息传递和保留的重要

途径，发行量开始大幅增长，成为了最主流的信息

传播载体。戏曲与报刊的结缘由此开始，如上世纪

20 年代《申报》等刊物就对演戏信息及剧评文章等

内容进行刊登，这些内容一方面反映了彼时的社会

文化生活面貌，另一方面也为戏曲发展相关课题的

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全

球的文化往来日益密切，各地戏曲剧种有了走向世

界舞台的更多契机，戏曲艺术的海外传播交流取得

了诸多成果。一直以来，《人民日报》作为国内最重

要、最具代表性的权威媒介，记录着戏曲海外交流

活动中的重大事件，见证几十年来戏曲行业的发展

和海外交流的历程。本文从《人民日报》刊登内容

出发，围绕戏曲海外传播交流这一主题，回溯 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戏曲跨文化传播交流的实践历程，梳

理总结四十年来戏曲对外传播交流的发展情况和

媒体报道情况，从而对戏曲海外传播交流活动历程

进行学习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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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人民日报》数字资源平台中以“戏曲”、
“剧院”、“剧团”“出 访”、“交 流”等 为 关 键 词，对

1980 年至 2019 年四十年间的报道进行检索，共找

到关于戏曲海外传播的相关报道 97 篇。其中，1980
－ 1989 年报道 27 篇，1990 － 1999 年 21 篇，2000 －
2009 年 20 篇，2010 － 2019 年 29 篇。通过对四十年

来《人民日报》关于报道内容的梳理，可以总结一些

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和报道的基本情况:

一、戏曲海外传播活动持续进行，传播

形式逐渐多样化

戏曲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和中国优

秀传统艺术的代表，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其海外出

访活动一直在持续进行。从《人民日报》的报道来

看，四十年来，戏曲海外传播交流的性质类型逐渐

多样化。通过对上世纪 80、90 年代《人民日报》报

道的 39 次戏曲海外传播交流活动的研究发现: 以各

级戏曲剧团为主体的、面向外国国家领导人的外交

访问演出所占比例较大。如 80 年代《人民日报》
1980 年 5 月 27 日第六版《意大利总统观看云南京

剧团演出》、1980 年 10 月 18 日第六版《墨西哥总统

观看天津京剧团演出》、1984 年 2 月 27 日第六版

《炳总理接见我对外友协代表团和广东潮剧院》、
1987 年 12 月 10 日第六版《新加坡第二副总理观看

上海越剧院演出》，90 年代《人民日报》报道: 1990
年 4 月 17 日第七版《在印度看京剧》、1992 年 1 月
24 日第七版《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 北京

京剧院在日演出受到热烈欢迎》、1993 年 6 月 1 日

第七版《中国安徽省徽剧团在日本演出受欢迎》、
1999 年 9 月 7 日第七版《梅剧团拉启 99 东瀛行序

幕》等均为此类演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政府主

导的剧团出访形式的外交国事演出在此阶段的相

关报道中占据主导，但也出现了商业演出的相关报

道。如: 1980 年 12 月 6 日第八版《赴美演出随感》:

“北京京剧院应美国国际艺术演出公司的邀请，于

今年八月起在美国进行商业性演出，三个月中横穿

北美大陆，先后访问了纽约、费城、新泽西、华盛顿、
洛杉矶、旧金山、路易斯维尔、明尼阿波利斯、芝加

哥等十大城市，为我们的民族艺术争得了声誉③”，

此篇报道也是本次所收集的文字资料中首篇戏曲

院团在海外进行商业演出的报道。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报道中的戏曲海外传播

活动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形式，面向社会的民间文化

交流性质的海外演出活动逐渐增多，戏曲表演参与

海外的文化主题活动的报道偶有出现。如: 1992 年

3 月 19 日第六版《猴年猴王访柏林———记上海京剧

团在德演出》、1996 年 3 月 31 日第四版《悉尼歌剧

院的京剧序曲》、1999 年 4 月 13 日第四版《精美的

艺术为人类共享———中国京剧欧洲巡演回眸》等;

此外，该时段开始出现文化艺术节活动中的戏曲表

演报道，如: 1992 年 2 月 7 日第七版中的《中国展览

在东京》，报道了来自浙江绍兴的剧团，在东京某百

货店举行的第 11 届大中国展上，演出了绍兴剧《孙

悟空》; 1997 年 10 月 19 日第二版中的《中国文化节

在俄隆重开幕》，报道了中国的京剧团、杂技团、歌

舞团、民乐团等团体赴俄罗斯进行演出，此两篇新

闻是这一时段对于戏曲表演参与海外的文化主题

活动的报道。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文化建设要求和中国文

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戏曲的海外传播被赋予更

多意义和责任，通过文化艺术节进行的戏曲海外演

出报道比重有了显著的提高，在 2000 至 2019 年间

《人民日报》报道的 40 余次戏曲对外演出案例中，

文化艺术节相关的演出案例超过半数，这一形式成

为该时期此类报道的主导。通过参加文化艺术节

的形式进行演出交流的报道共 16 篇( 14 次) ，其中，

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文化艺术节所占比重最大。
包括 2001 年中法文化季( 法国) 、2001 年中国文化

艺术节( 巴西) 、2003 年中国文化节( 法国) 、2004 年

中国文化节( 俄罗斯) 、2005 年中国文化节( 荷兰) 、
2005 年中国文化周( 英国) 、2005 年中国文化节( 美

国) 、2007 年“中国年”( 俄罗斯) ; 此外，还有北京地

方文化主题文化艺术节 2 次: 2001 年北京文化周

( 加拿大) 、2001 年北京文化节( 俄罗斯) ; 亚太主题

文化艺术节 1 次: 2001 年柏林亚太周( 德国) ; 戏曲

主题文化艺术节 1 次: 2005 年中国戏曲节( 法国) ;

中国春节庆典活动 1 次: 2002 年( 丹麦) 。文化艺术

节相关报道的增多，表明了该时段文化艺术节活动

的影响力逐步增强，该种活动形式也成为了跨文化

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政府主导的外交演出、戏曲民间交流和参与

海外文化艺术节之外，《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还有一

些其他类型的戏曲海外传播案例。比如 1991 年 7
月 2 日第七版中的《中国京剧在瑞典》报道了中国

戏曲学院教授赴瑞典北方戏剧学院传授京剧课程

的事件; 2017 年 9 月 12 日第三版中的《“东方戏韵”
京剧讲座走进哈萨克斯坦》和 2018 年 8 月 17 日第

二十二版中的《泰国孔子学院举办“亲近中华戏曲

之美”讲座———“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令人着迷”》
等，这些内容主要报道了中国戏曲主题讲座在海外

的成功举办，说明中国戏曲在海外影响不断增强。
总体上来看，《人民日报》四十年来所报道的戏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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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化传播报道中，传播形式历经从以剧团出访演

出为主，到文化艺术节上的“拼盘”汇演、名家大师

为核心的商业演出、剧组为主体的海外巡演等多种

形式共同开展的变化，此外还有诸如海外戏曲授

课、戏曲主题讲座等活动的广泛开展。戏曲海外传

播的形式持续创新，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二、传播主体多元，传播内容丰富，

传播对象广泛

从传播主体上看，戏曲海外传播前期报道中以

全国各大国有剧院团体出访为主。新世纪以后的

报道中，剧院团概念被弱化，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

得到更多关注。在剧团方面又以各京剧院团见诸

报道最多，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院，上海京剧团、
天津京剧团、云南京剧团、大连京剧团、锦州京剧

团、吉林京剧团、梅兰芳京剧团、烟台京剧团等国内

多省市京剧院团几乎都有涉及。
在传播剧种方面，并非京剧一枝独秀，其它传

统戏曲剧种也有数量可观的相关报道，涉及粤剧、
潮剧、琼剧、花鼓戏、梨园戏、越剧、徽剧、昆曲、河北

梆子、秦腔、藏剧、南戏、绍兴剧等。其中，20 世纪 80
年代，广东省成为该时段海外演出报道中涉及戏曲

院团数目最多的省份，省内各主要地方剧种和剧团

出访频繁( 广州粤剧团、广东潮剧团、广东琼剧团，

共 5 次) ，东南亚是这些院团的主要出访演出地区。
广东的戏曲院团对外演出的多次报道，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这一时期广东文艺院团较高的开放程度。
从传播对象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戏曲始

终面向世界。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戏曲出访目的

地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法国、意大利、
奥地利、芬兰、日本、泰国、新加坡、菲律宾等数十个

国家。按照所在区域划分，此时间段报道在亚洲国

家演出 10 次、北美洲 5 次、欧洲 4 次、拉丁美洲 3
次，受地理位置及当地华人华侨集聚等优势影响，

东南亚是该时段戏曲院团出访的主要区域。此后，

中国戏曲的足迹遍及欧、美、澳、亚、非、拉等地区，

对欧洲的交流访问尤其频繁。近年来，特别是“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国戏曲更多的参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有关的文化传播活动，主要涉及希

腊、俄罗斯、印度、蒙古、古巴、哥斯达黎加、多米尼

加、哈萨克斯坦等国。从具体观众来看，前期报道

主要集中在戏曲剧团参加外交性出访演出，这些演

出作为我国外事活动的组成部分，多面向的是外国

的国家领导人、政界首脑。戏曲作为中国文化的一

个标志性符号，在此类演出活动中更多起到的是国

际间政治友好的象征意义。在此后的戏曲海外传

播事件报道中，越来越多面向社会的、民间文化交

流性质的活动得以出现，戏曲海外交流活动的属性

已不再是以外交出访演出为主。相较于外交性质

的出访演出而言，面向海外民众与市场的传播活

动，其政治色彩有所削弱，更多以民间的文化交流

往来为主要目的，参与者与参与形式都得以扩充，

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戏曲在跨文化语境中的传播渠

道与途径。

三、典型案例和品牌人物助推

新世纪戏曲海外传播

从报道看来，新世纪以来的戏曲跨文化交流传

播过程中，均有阶段性的戏曲海外传播“大事件”和

典型案例出现，《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敏锐地捕捉

到了相关信息和背后的重要意义。其中，以青春版
《牡丹亭》和张火丁北美演出的相 关 报 道 极 具 代

表性。
由白先勇主持制作、汪世瑜执导的青春版《牡

丹亭》，在问世后收获了成功的传播效应，成为了当

时一个轰动性的戏曲传播案例。在彼时昆曲艺术

面临演员人才断层、观众趋于老化的局面之下，以

表现“情真、情深、情至”的唯美为原则进行创作的

青春版《牡 丹 亭》于 2002 年 开 始 构 思 创 作，并 于

2004 年上半年在台北完成首演。之后，青春版《牡

丹亭》开始了巡演之路，在海外先后赴美国、英国、
希腊、新加坡等国完成演出，取得了热烈的反响。
其编排制作及演出传播等方面的创新和海内外演

出交流中的火热局面也使其成为进入二十一世纪

之后戏曲行业内一个典型的文化现象。《人民日

报》2008 年 6 月 18 日第十一版《昆曲〈牡丹亭〉在伦

敦上演》报道了时年青春版《牡丹亭》剧组在英国演

出的情况，介绍了当时青春版《牡丹亭》在英国“时

代中国”活动中进行演出的事件。报道称伦敦是此

剧在巡演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站，该剧在英国演

出的观众规模与影响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成为当时戏曲艺术海外传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2015 年 9 月，张火丁在纽约林肯中心上演了

《白蛇传》《锁麟囊》等经典剧目，并在加拿大演出一

场《锁麟囊》，均取得商业上和文化影响上的巨大成

功，成为了近些年又一个标志性的戏曲海外传播案

例。《人民日报》于 2016 年 5 月 26 日第二十四版刊

登了张宇的《人格化———文化走出去的秘籍》一文，

提出中国戏曲建立品牌意识，“人格化”走出去理念

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又于 2016 年 6 月 2 日第 24 版

刊登报道《纯粹的艺术 纯粹的人———透视“张火丁

现象”》。《人民日报》用了几乎整版的篇幅刊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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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篇关于这一事件的评论性文章。秦文焕以《京剧

传播需要新的故事》为题，回顾了与张火丁的合作

经历和北美演出的缘起，简要介绍了北美演出的前

期筹备过程、宣传推广策略、市场票房情况和演出

盛况。中国戏曲学院时任院长巴图教授以《张火丁

的力量》为题分析了“张火丁”现象背后的原因，赞

扬了张火丁“人淡如菊”的从艺品格和潜心传承的

为师精神。田志平教授文题《匠心独具再铸经典》，

介绍了《白蛇传》的艺术创作和传承过程，分析了程

派艺术特点和张火丁的表演和演唱风格，认为此次

演出“既守护了经典，又再铸了经典”④。张火丁北

美演出被认为是和梅兰芳先生二十世纪 30 年代访

美后中国京剧国际传播的又一次标志性事件，具有

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四、“西戏中演”，创新实验性作品的

海外演出实践

纵观四十年来《人民日报》对中国戏曲海外传

播活动的相关报道，大多数戏曲演出和活动以各剧

种的经典传统剧目为主，戏曲海外演出节目均由传

统剧目构成，戏曲院团通过对传统戏的排演，将中

国戏曲的风貌呈现给西方观众。然而 20 世纪 90 年

代以后的戏曲海外交流过程中，一些实验戏曲作品

的创作和上演，也成为备受瞩目的戏曲海外交流

案例。
《人民日报》1992 年 1 月 18 日第八版《中国〈美

狄亚〉在希腊》报道了河北省河北梆子剧团创排剧

目《美狄亚》于 1991 年在希腊的演出状况，这部由

裴艳玲、彭蕙蘅担任主演的河北梆子剧目，将欧里

庇得斯的戏剧作品用中国戏曲的形式带回到希腊，

这一报道也是此次研究中，查找到的首个此类创作

剧目的海外演出报道。1993 年，京剧《杜兰朵》通过

以中国京剧演绎西方故事的形式，在海外上演后引

起了热烈的反响。当年 2 月 18 日《人民日报》第七

版的《京剧〈杜兰朵〉倾倒罗马人》中写到:“用传统

的中国京剧表演西方歌剧这还是第一次”⑤。2017
年 4 月 2 日第五版的《东 西 方 戏 剧 相 遇 在〈浮 士

德〉》，报道了当年实验京剧作品《浮士德》赴意大利

进行了 21 场演出; 2018 年 8 月 19 日第七版的《“西

戏中演”与京剧走出去》报道了京剧《乱世佳人》在

美国纽约的演出情况。近年来这种用戏曲表现西

方故事的实践成果持续走出国门，体现了戏曲艺术

在对外交流传播中的探索与创新。与此同时，我国

戏曲院团开始了与西方剧院进行联合排演的探索

实践，从而共同完成剧目的打造及演出，是为推动

中国戏曲更好地融入到西方演艺市场之中的一种

尝试。

五、大众传播媒体对戏曲文化国际

传播活动日趋重视

随着戏曲艺术的传播交流愈发受到关注和重

视，大众媒体中戏曲海外传播相关报道数量增加、
篇幅加大，报道的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20 世纪

80、90 年代《人民日报》戏曲海外传播相关内容的文

字报道，往往篇幅较少、在版面中所占比例较小，许

多报道在整个版面中是位置很不显眼的“豆腐块”，

只起到广而告之的信息通知和记录作用。如 1980
年 10 月 28 日第六版《巴西总统观看天津京剧院首

场演出》、1982 年 6 月 2 日第六版《大连京剧团结束

对芬兰访问演出》等数篇报道，文字内容只有不过

百字，在版面中所占区域很小，并不十分显眼。而

在此后数年的报道中，戏曲海外传播相关内容的文

字篇幅有了十分显著的提高，文字报道愈发详尽，

甚至在张火丁北京演出的相关报道上出现了整版

进行报道和连续报道的情况。另外，发表文章的类

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戏曲海外传播受关注程度

的提升。早期对于戏曲海外传播的报道内容，基本

都是新闻报道类的文字，简要说明时间地点及大致

情况，除此以外并无太多其他类型的文章内容。近

年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戏曲海外传播的文字

中，逐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评论性文章，比如 2016
年 5 月 15 日第七版的《旧中出新 新而有根》、2016
年 5 月 26 日第二十四版的《人格化———文化走出去

的秘籍》、2016 年 10 月 13 日第十版的《寻找打开艺

术之门的金钥匙》、2016 年 6 月 2 日第二十四版的
《纯粹的艺术 纯粹的人———透视“张火丁现象”》、
2016 年 7 月 26 日第二十三版的《传承汤翁旨趣 彰

显当代审美———评上海昆剧团全本〈临川四梦〉》、
2016 年 12 月 18 日第七版的《跨越时空的对话》等

文章，均是围绕戏曲对外传播交流案例而进行的评

述性文字。不同于简明扼要的新闻报道型文字，这

些内容记录了戏曲对外传播的诸多细节，对于一些

经验和收获进行了总结，并阐述作者和戏曲界对于

相关问题的思考，极大地丰富了戏曲跨文化传播交

流的文字内容，能够为读者带来更详尽的解读，更

为此后的相关课题研究留存下宝贵的文字资料。

六、中国戏曲和中国文化在海外地位逐渐提升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文化

在海外的地位逐渐提升。在 80、90 年代的相关报道

中，戏曲海外传播主要以政府主导的剧团出访演出

( 下转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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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花之风带舞，麻姑献寿之袖舞，西施之羽舞，上元夫人之拂舞，

太真外传之霓装舞……”( 梅兰芳: 《四十年戏 剧 生 活 ( 三) :
( 三) 编导古装新戏时代》( 附照片) ，《华文每日》，1943 年 10 卷
1 期卷，第 20 页。)

瑏瑨参见《新青年》，4 卷 6 号、5 卷 1 号、5 卷 4 号、5 卷 5 号诸文。
瑏瑩郑振铎:《小引》，《文学周报》，1929 年 8 卷 1 － 4 期卷，第 66 页。
瑐瑠柳遗:《东篱轩杂缀》，《申报》，1919 年 7 月 22 日第 14 版。
瑐瑡只眼: 《随感录·梅兰芳》，《每周评论》，1919 年 5 月 4 日第
3 版。

瑐瑢鲁迅:《论照相之类》，《鲁迅全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
社 2005 年版，第 196 页。

瑐瑣杨早曾提出梅兰芳被新文化阵营诟病的根本原因在于梅兰芳男
扮女装的男旦形象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国门。( 杨早: 《“梅
兰芳出洋”背后的话题争议和启蒙冲突—以 1919 年梅兰芳首次
访日为节点》，《文艺争鸣》，2019 年第 6 期。)

瑐瑤鲁迅:《略论梅兰芳及其他》，《鲁迅全集》第 5 卷，第 412 页。
瑐瑩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4 － 125 页。

瑑瑠梅兰芳:《为着人民，为着祖国美好的未来，献出我们的一切—在
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会上的答词摘要》，傅谨主
编:《梅兰芳全集》第一卷，第 285 页。

瑑瑢梅兰芳谈到高腔班的白建桥反串《丑思凡》时，扮相过丑，更像
一种滑稽闹剧，把“一出富有反抗性的好戏”糟蹋了。( 梅兰芳:
《舞台 生 活 四 十 年》，傅 谨 主 编: 《梅 兰 芳 全 集》第 四 卷，第

370 页。)
瑑瑤参见吴小如《试论“移步不换形”—关于京剧表演艺术的规律问

题》( 《艺坛》，1995 年第 1 卷) 、石磊《论移步不换形—梅兰芳的
京剧改革观》( 《中国京剧》，1997 年第 2 期) 、马明捷《确立京剧
改革的指导理论———“移步不换形”》( 《传承与发展—第四届中
国京剧艺术节研讨会论文集》，2005 年版 70 － 79 页) 等文章。

瑑瑥张颂甲:《四十年前的一桩戏剧公案—梅兰芳发表“移步不换
形”主张之始末》，《戏剧报》，1988 年第 5 期。

瑒瑠“我排演新戏的步骤，向来先由几位爱好戏剧的外界朋友，随时
留意把比较有点意义、可以编制剧本的材料，收集好了。再由一
位担任起草，分场打提纲，先打略地写了出来，然后大家再来共
同商讨。”( 梅兰芳: 《舞台生活四十年》，傅谨主编: 《梅兰芳全
集》第四卷，第 277 － 278 页。)

瑒瑡傅谨:《程式与现代戏的可能性》，《艺术百家》，1999 年第 4 期，

第 66 页。
瑒瑢张曼君为国家艺术基金 2016 年人才培养资助项目“戏曲评论高

级研修班”授课时提到，王晓鹰总结其作品为“非程式化的非歌
舞演出”，张曼君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张曼君:《退一进二与
三民主义—我的戏曲创作及戏曲观》，《戏曲艺术》，2017 年 38
卷 1 期，第 4 页。)

( 责任编辑: 赵建新)

( 上接第 39 页)

为主，而且很多演出属于外交访问的性质，在国外
普通民众中的曝光率和认知度不高，文化传播作用
不够充分。进入 21 世纪之后，各类文化艺术节当中
戏曲的身影出现频次大幅提高，戏曲表演团体对于
海外文化艺术节等活动的积极参与，很大程度上扩
展了戏曲海外传播的渠道，也让更多海外观众得以
观看中国戏曲表演。其中就包括了诸多在海外举
办的以中国文化和艺术为核心的主题活动，比如中
国文化艺术节( 法国、巴西、俄罗斯、荷兰、美国) 、中
国文化周( 英国) 、“中国年”( 俄罗斯) 、中国戏曲节
( 法国) 、“汉语节”( 西班牙) 、纪念汤显祖系列活动
( 英国) 、中欧文化艺术节( 比利时) 、“文化中国·四
海同春”文艺演出( 美国) 等等与此同时，近年来还
有一些以国内省市的地方特色文化为主题的活动得
以在海外举办，比如 2001 年北京文化主题的文艺活
动———北京文化周和北京文化节，分别在加拿大与俄
罗斯成功举办。在这些种类多样的国际文化活动中，

中国戏曲都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依靠自身独
特艺术魅力使得越来越多的海外民众认识戏曲、了解
中国。同时，依托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等驻外单
位，开展戏曲主题讲座、戏曲教学体验课等活动，为海
外观众和爱好者提供了宝贵的接触中国戏曲和中国
文化的机会，戏曲的海外影响力也在多种形式活动的
共同作用下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越来越多中国主题
的文化活动在世界多国的开展，反映了近年来中国文
化的影响力在国际文化环境下的不断扩大，也体现了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戏曲
艺术主动“走出去”的实践，是戏曲行业着眼于全
球，积极进行创新探索的体现，更是对于坚定文化
自信、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响应。开阔的视野和
积极的态度，将推动戏曲艺术的推陈出新，进而在
更多的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
魅力。本次搜集整理的 80 年代以来《人民日报》关
于戏曲海外传播交流的报道，尽管不是过去四十年
我国戏曲对外交流的完整呈现，却也能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戏曲海外传播的总体趋势，这些内容是四
十年来戏曲海外传播探索的文字见证，为我们了解
改革开放以来的戏曲传播历程带来极大的帮助，这
些案例也为今后的戏曲海外交流实践提供了可借
鉴的经验。期待今后在主流媒介中看到更多戏曲
海外传播活动的内容，也期待越来越多的优秀戏曲
作品走向世界舞台。

注释:
①孙歌、陈燕谷、李逸津: 《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江苏教育出

版社，2000 年版。
②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卷三《在暹罗的中国人》，载厦门大

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 年第 1 期。
③赵燕侠:《赴美演出随感》，《人民日报》，1980 年12 月6 日第8 版。
④田志平:《匠心独具再铸经典》，《人民日报》，2016 年 6 月 2 日第
24 版。

⑤史克栋:《京剧〈杜兰朵〉倾倒罗马人》，《人民日报》，1993 年 2
月 18 日第 7 版。

( 责任编辑: 李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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