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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看中国?外国青年
影像计划?广东行”启动仪式近
日于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举行。
本次活动由暨南大学艺术学院
承办。

在接下来的15天里，“广东
行”团队将在梅州与广州两地拍
摄8部关于“农事、农家、农人”以
及“后疫情时代”的主题影片，展
现 2020年脱贫攻坚、全面实现
小康社会、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的大时代背景下，外国人
眼中的中国人、中国事、中国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
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罗军表
示，自2011年执行“看中国”项目
以来，每年都有一百多位来自世
界各地的青年电影人来到中国，
用他们的眼睛和镜头展示中国文
化。对中外青年们即将开始的这
一次新拍摄，罗军给予殷切期待：

“希望各位能够利用好这段时间，
发现真心想做的故事，用最想用
的方式拍出好的故事。”他还要求
志愿者们多协助外国留学青年了
解中国文化，“要让那些我们‘熟
视无睹’的文化，通过外国青年的
目光表现出来”。

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李
学武则用“相见恨晚”这个词来
形容暨南大学与“看中国?广东
行”活动的关系。她表示，作为
百年侨校，暨南大学的使命是将
中国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而这
正与“看中国”以外国青年的目
光看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
内核不谋而合。此外，广东以其
悠远的历史孕育着许多故事，李

学武希望，通过“看中国?广东
行”，将这里“农事、农家、农人”
的历史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因疫情原因而未能来到活
动现场的外方指导老师 Joce-
lynFord，通过视频对话的形式
与现场进行了连线。她提醒中
外青年们：“一定要多采访老百
姓。”她认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需要通过深入的交流，来更好地
了解对方以及对方的文化。而
作为制片人和导演，更要清楚观
众需要了解什么，结合观众的文
化背景来向他们讲述中国文化。

来自莱索托的柯娜在代表
外方青年导演发言时表示，这是
一个让中国人和外国人一起工
作、成长、分享文化的好机会，能
够让团队以一种令人兴奋的方
式共同成长。中方青年志愿者
代表欧姝岑则表示，发现文化、
了解文化多样性、尊重文化差
异，是“广东行”团队在“看中国”
项目中学习到的第一门课程，

“找寻文化差异以及文化共通
性，正是‘看中国’项目在推动中
国文化国际传播上所做的事”。

启动仪式上，“看中国?广东
行”团队还举办了授旗仪式。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
究院副院长罗军和暨南大学艺术
学院院长李学武将“看中国?外国
青年影像计划”的旗帜传递给暨
南大学外国青年代表扎克、柯娜、
纳西，以及中国青年代表秦卓
月。当天，罗军教授还为“看中
国?广东行”团队带来一场有关中
国传统文化的主题讲座。

“看中国?广东行”于暨南大学启动
将在梅州与广州拍摄8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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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昆：

携众弟子加盟广东卫视《美好生活欢乐送》

让 在南国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实习生 余融

近日，广东卫视精
品喜剧节目《美好生活欢
乐送》第四季在广州进行
录制。新一季，相声表演艺
术家、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
姜昆携弟子周炜、大山、刘
惠、句号等人组团登场。此
外，戴志诚、郑健、大兵、武
宾等喜剧大咖现身助阵，卢
鑫、玉浩、金霏、陈曦等全国
各地的相声班主也带来多
个精彩节目。

节目组表示，《美好生
活欢乐送》新一季将再接再
厉，让观众们在欢笑中看到
传统相声艺术代代传承、推
陈出新的动人场面。录
制期间，姜昆接受了羊
城晚报等媒体采访，
畅谈相声艺术。

羊城晚报：请谈谈参与《美好生
活欢乐送》的初衷？

姜昆：《美好生活欢乐送》是我
和台里的领导一起策划的，我们都
想相声艺术，尤其是年轻一代相声
演员的风采展现在广东卫视的平台
上。当然，我们也希望全国的电视
观众能共同欣赏撒在这个平台上的
笑声。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后辈演员
在节目中的表现？

姜昆：来参加节目的相声界年
轻人，都经过了小剧场的多年磨
炼。通过这个节目，他们从容量有
限的小剧场走到为大众服务的平台
上，展现了他们所属地方的特点、个
人的特色、精湛的技艺……我对大
家呈现的节目还是非常满意的。

羊城晚报：作为一个北方人，您
对广东熟悉吗？

姜昆：其实多年来我一直有到
广东深入生活和演出。从心里讲，

这几十年当中，我从广东学习到不
少新鲜的东西。尤其是老一辈的演
员，像杨达老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
粤语方面的学习资料和财富。我们
也创作了很多跟广东生活相关的节
目，像上一季节目中播出的“姜昆带
你学粤语”系列，收视率非常高，获
得了好评，我心里特别高兴。我也
希望我的弟子们能够继续深入广东
生活，用最接地气的创作演出方式，
让相声这枝花朵在南国开得更鲜更
艳，结出更好的果实。

羊城晚报：上一季《美好生活欢
乐送》中，“姜昆带你学粤语”系列节
目获得好评，您的创作由头和思路
来自哪里？

姜昆：我总结了自己学习粤语
的一些方法、遭遇到的趣事，通过相
声把“人人心中有，个个嘴中无”的
东西讲出来，在观众中引发共鸣，这
就起到了让观众快乐，进而欣赏相
声这门艺术的效果。

羊城晚报：您的弟子周炜、大山、
刘惠、句号都来到了节目里，有些人
跟您也许久未见，这次师徒团聚的最
大感受是？

姜昆：我的感受就是他们都老
了，我收他们为徒时他们都是20岁
左右的年轻人，一转眼他们也一把年
纪了。好在他们都没有扔掉自己的
专业，继续在创作演出的道路上，为
人们播撒着欢笑。虽然他们的创作
层次和艺术成就各有不同，但他们的
艺术初心始终不改，我也希望他们在
艺术道路上继续砥砺前行。

羊城晚报：您的弟子如今也有自

己的徒弟了，您觉得这种班社文化和
师徒关系，是怎么样带动新一代相声
演员进步和学习的？

姜昆：我们既然走在相声这条道
路上，就要遵循前辈给我们定下的一
些规矩，用师承的方式来培养弟子，实
现技艺相传。人们都说“三年功夫五
年腿，十年练不出一张嘴”，曲艺学习
需要长时间磨炼，不是简单地在学堂
里一蹴而就的技艺。我希望他们能够
心存平实，对艺术怀抱忠诚，继承老一
辈的传统，让相声艺术发扬光大。

羊城晚报：传统的“传帮带”的形
式有哪些有助于传承的工作可以做？

姜昆：我们在一些高校进行中国
传统曲艺，包括相声板书类、说唱类教
材的编撰工作，也试着在一些学校建
立曲艺学科。我也希望相声、曲艺艺
术的传统教育方式，能够进入学堂正
规化的教育体系。传统与现代双轨并
行，能让我们的传承生生不息。

羊城晚报：您觉得相
声文化要在大湾区或者岭
南文化区发扬光大，应该
怎样克服一些水土不服的
问题？

姜昆：相声既然是一门
语言艺术，那就要在语言方
面发挥它的特长。一方面
要学习本土的方言，跟观众
的关系更密切、更接地气一
些。另一方面，新一代的年
轻人，说普通话、甚至外语
的能力都很强，也由于普通
话的普及，相声成为全国人
民都能够欣赏的艺术。我
想在未来，只会讲方言、不
会讲普通话的观众肯定越
来越少了，我对相声的发
展，尤其是相声在南方的发
展充满信心。

羊城晚报：对于当下
相声市场的生态，您有何

看法？
姜昆：我认为眼下我们

的相声艺术发展得非常好，
好就好在更多年轻人进入
了相声的队伍，业余的相声
演员、小剧场的演员们也加
入了相声队伍，也有许多年
轻观众喜欢相声。这几种
因素，造成了我们的相声市
场非常火爆。

羊城晚报：从艺数十
载 ，您 对 后 来 者 有 何 话
想说？

姜昆：如果我们相声
演员一个个小小的艺术作
品能够润万家、润万心，起
到一些“春风化雨点滴入
土”的作用，我想，我们
这门艺术、我们这些演
员，就会觉得尽到了自
己的一份责任，无
愧于心。

相声
结出佳果

传统与现代双轨并行生生不息传承谈

对相声在南方的发展充满信心未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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