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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的夫人敏琳坡
士多熟练地提笔蘸墨，在宣纸上写下汉字“和”时，周围
响起热烈而经久的掌声。

5月2日，40多个国家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
表的夫人以及多个国际组织的女性负责人在日内瓦万
国宫齐聚一堂，一起品评中国宋画和书法，就不同文化
的交融等话题进行交流。

来自新加坡、拥有华人血统的敏琳坡士多十分
喜爱中国文化，现场热闹的氛围让她不禁对书写汉
字跃跃欲试。她说，“和”字代表和平，意味着“团结、
和睦以及人、自然和环境的和谐相处”，她特别喜欢
这个字。

当天展出的宋画复制品包括宋徽宗赵佶的《听琴
图》、陈清波的《瑶台步月图》、杨世昌的《崆峒问道图》、
梁师闵的《芦汀密雪图》等近百幅绘画，精湛的艺术表
现令参观者叹为观止。

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大使的夫人李

文慈以解读现场展出的宋画为切入点，向大家简要
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深刻内涵和核心价值观，
强调中华文化倡导“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期待通过
加强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让文
明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
作出贡献。

她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和生
活方式，就像大自然中百花齐放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
富多彩。各国文化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正是文明的包
容共生推动人类进步与发展。”

另一位组织者、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成钢大
使的夫人李兵则向各位来宾展示了自己书写的小篆书
法“山高流长”，并表示这幅字寓意“人与人的友谊像山
一样的高、像流水一样长长久久。希望我们的友谊也
山高流长！”

当天，活动现场还安排了写汉字、品中国茶和美
食、竞猜中国文化谜题等活动。日内瓦联合国妇女协
会主席艾库娜·塔纳蒂半开玩笑地说，来宾们都被中国

美食和文化“宠坏了”。
巴基斯坦常驻世贸组织代表的夫人梅特·哈特梅耶

尔十分喜欢中国文化，她在活动现场选择了一把写着“同
舟共济”的扇子，并主动向周围人解释这四个字的含义。

她对记者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朝
代，经济发达，艺术水平很高，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绘
画中学到很多东西。”

日内瓦亚洲大使夫人协会主席玛杜·塞思表示，宋
画展现了当时中国的美丽风景和日常生活，这样的文
化交流活动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欣赏和理解彼此。

印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的夫人苏什
玛·潘迪曾长期在中国广州生活和工作，对中国绘画很
有亲切感。她感谢中方“将这些美丽的文化作品带给
日内瓦，带给世界”。

潘迪指着身边一幅宋画说：“中国约千年前的绘画
就达到了极高水平，将自然与人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我认为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和中国哲学。”

新华社日内瓦5月2日电

新华社电 世界著名作曲家安德
鲁·劳埃德·韦伯创作的经典音乐剧《剧
院魅影》近日在上海推出首个中文版。

这也是音乐剧《剧院魅影》在英国
伦敦“诞生”37年来，在全球拥有的第
18 种语言版本。该剧目中文版项目
由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携手版权方英国
真正好集团于2018年启动，正式制作
过程历时近10个月。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剧院魅
影》中文版总制作人马晨骋介绍，该剧
目的全面“中文化”是一项艰巨的工
程，最终能够顺利达成，得益于中外优
秀人才团队深度合作。

《剧院魅影》中文版演出由 40 余
名中国音乐剧、歌剧、舞蹈演员共同呈
现，乐池内配有16人组成的管弦及键
盘乐队现场伴奏，形成强大而丰富的

声场。在服饰和化妆方面，配有 230
余套标准化定制戏服、数百顶逼真的
假发套等。5 月 2 日晚首场预演就收
获各方好评。

据了解，《剧院魅影》中文版上海
站首轮演出将在上海大剧院持续至 6
月上旬。此后剧组将赴北京、深圳、广
州、厦门、杭州、长沙等地巡演，预计年
内演出近200场。 （记者 许晓青）

新华社维也纳5月2日电（记者刘昕宇 于涛）以“尼山
传千载 岱海连世界——全球文明倡议的生动故事”为主题
的2023年维也纳联合国中文日系列活动2日在奥地利维也
纳联合国城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由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和山东
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
国际组织代表李松，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白玉刚，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
织执行秘书弗洛伊德，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副总干事塔
猜查瓦利，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副总干事海达拉，以及
各国常驻代表、高级外交官及国际职员等 600 余人出席
开幕式。

李松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中文作为联合国六种正式语
言文字之一和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在积极传
递联合国声音和主张、保障联合国有效运转、促进各国沟通
交流、推动多边主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呼吁高举真
正的多边主义旗帜，坚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做维
护文明多样性的行动派、人文交流合作的推动者、全球开放
发展的实干家。

白玉刚在致辞中介绍了山东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
就。他表示，山东省期待以深厚文明积淀为基础，以文明交
往为方向，以人民友好为动力，与不同文明携手共进，践行
互利共赢理念，深化全方位交流，进一步加大相互间开放合
作力度，共同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新贡献。

与会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先后致辞，热烈祝贺中文日系
列活动开幕，强调中文作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的重要地
位，及其为增进国际理解合作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盛赞
中华文化丰富深邃内涵和对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的积极
作用，表示维也纳各国际组织支持多边主义和多样文明，重
视中国在维也纳多边外交中的重要地位，期待与中方加强
各领域务实合作。

当天活动现场举办了山东主题图片展、中国书画展、汉
字展等一系列展览。在开幕式演出环节，山东艺术家现场
演奏《沂蒙山小调》《茉莉花》《花好月圆》等中国传统民乐曲
目，博得满堂掌声。

据悉，本次中文日系列活动将持续至5日，还将举行尼
山世界古典文明论坛、中医医学讲座等活动。

5月 2日，在奥地利
维也纳联合国城举行的
2023年维也纳联合国中
文日系列活动上，参访者
体验中国传统拓印。

新华社发（王宙摄）

4月28日，在始建于7世纪的瑞士东北部
古城圣加仑一隅，暮色降临，伴着细雨，数百
人聚集在游乐场，等待欧洲传统马戏演出开
始。还有许多当地居民步入相邻百余米的音
乐厅。在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建筑里，一场名
为“音乐无疆界”的中国古典音乐演奏会正在
融入圣加仑的周末之夜。

开场一曲由琵琶、箫、二胡合奏的《春江
花月夜》，古朴典雅，意境悠远，吸引观众凝神
倾听。演奏前，琵琶演奏者杨静轻柔地用德
语为观众介绍这首与中国唐朝诗人张若虚的
代表诗作同名的经典中国乐曲。

当晚，杨静、张震芳、陈庆伦三位华人
演奏家的中国民乐三重奏组合还用多种
中国传统乐器为圣加仑观众献上《十面埋
伏》《龟兹舞曲》《苏三起解》等 13 首中国经
典曲目。

杨静的琵琶独奏《十面埋伏》高亢激
昂，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苏三起解》是
这支三重奏乐队专门为这场演出编排的
曲目，精彩地融合了中国民乐、京剧念白
以及西方说唱音乐等元素，令观众兴趣
盎然。

音乐会返场曲目以当地观众耳熟能详
的瑞士民歌《人生得意》赢得经久不息的
掌声。

“音乐无疆界，”音乐会的组织者和制作
人、圣加仑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弗洛里安·沙
伊贝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希望人们
在这里不仅仅只听到欧美音乐，同时也将眼
界打开。”

他说，自己乐意组织世界各地不同音
乐类型的演奏家到圣加仑演出，让人们倾
听、欣赏不同的音乐，了解多元的文化，而
这场中国古典音乐会便诞生于这种想法。

当地观众雷古拉·柯尼希对记者说：
“《十面埋伏》让我仿佛听到了战场上的千
军万马在激烈厮杀。”她说，中国音乐有着
如此悠久的历史，“这让我们感到惊讶和
感动”。

一名中国女性观众说：“在异国他乡听到
熟悉的音乐非常激动，我也看到当地观众听
得非常入迷。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虽然不
同，但音乐是相通的，文明可以互鉴，文化也
可以交流。”

音乐会已经散场，两名当地观众仍在舞
台上的中国传统乐器前流连忘返，时而拍照，
时而轻轻敲击大锣，令华夏之音久久回荡在
这座瑞士古城上空。

新华社瑞士圣加仑5月1日电

在万国宫感受宋画和汉字的魅力
新华社记者 陈俊侠王其冰

瑞士古城
回响华夏之音
新华社记者 王其冰 连漪

经典音乐剧《剧院魅影》首个中文版上海开演

2023年维也纳联合国中文日系列活动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