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月的北京，天气算不上好。小长假
第二天，朝阳公园上演了“加勒比音乐之
夜”。大风卷着柳絮，吹得舞台有些不
稳，观众的热情却硬是让活动坚持到了晚
上九点半。这是一年一度的国际演出季
——“相约北京”今年的重点板块之一。
随后一个月里，来自 33 个国家和地区的
280多场演出陆续登场。

在一个容易审美疲劳的城市，由同一
个中演团队连续策划举办 14年的国际文化
活动，还能保有这样的活力相当不易。时
代在变，观众在变，这场中外艺术家的春
天约会是否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坚守初
衷？它又将走向哪里？

善“借”者成

“相约北京”联欢活动始于 2000 年，
诞生之初就取得了空前成功。那时的北京
城，官方文化交流活动日益丰富，但比较
分散，整体影响有限。自 1996 年至 1999
年，有关部门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交响
音乐年”等一系列国际文化艺术主题年活
动，树立了在北京举办大型品牌艺术节的
信心。首届“相约北京”联欢活动随后应
运而生，初衷是通过整合官方文化交流项
目、运营统一品牌，服务于弘扬民族艺
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大局。

此后 14 年间，“相约北京”一直以聪
明的借力者、整合者形象展示人前。在大
格局上，“相约北京”很早就确立了重点
国家与亚非拉板块结合的基本架构。一边
与政府举办的主题文化年等活动呼应，配
合文化外交；一边通过引入特色小众节目
激发艺术互鉴火花，培养更加包容的观
众。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不断调整策
略，借助商业化运作反哺公益演出，与北
京流行艺术节品牌潮流音乐节、草莓音乐
节等深度合作等，使“相约北京”的内容
更加丰富，影响的人群更加多元。

如今，“相约北京”已经形成一套完
整的运作机制。每年两百多场演出也已逐
渐形成音乐、舞蹈、戏剧表演以及户外音
乐节和展览等不同板块，在剧目选取上也
形成了古典与流行、经典与原创的兼顾与
平衡。

本届“相约北京”的开幕式结合中法
文化年以“灵动的法兰西”为主题，中法
指挥家和艺术家同台演绎了两国代表曲
目。而来自 12个加勒比地区知名乐队的独
特演出突出了“加勒比元素”，不仅为民
族艺术提供了新的参照，也成功点燃了观
众的热情。北京朝阳文化馆馆长徐伟是首
都艺术圈里的名人，他也对加勒比艺术感
到新奇：“原以为加勒比地区的艺术就是
拉美艺术，看了演出才知道，他们在融合
了欧洲和拉美艺术之后，形成了自己的独
特风格。”

且 改 且 行

即便如此，“相约北京”距离世界一
流艺术节尚有相当差距。一个真正的艺术
盛会应当是一场全城文化总动员，要有丰
富的演出，也要有细致周到的配套服务。
实现这个愿望，离不开艺术节自身的努力
和探索。这些年“相约北京”借势借力的
发展历程，可以说是向着特定目标的边改
边行。

14 年前，“相约北京”由文化部和当
时的广电总局等主办，主要承办者中演公
司是文化部下属单位，是成立于 1957 年
的老牌演出经纪公司，也是官方文化交流
项目的指定代理。作为根正苗红的中外文
化交流“桥梁”，“相约北京”提供的是全
球范围内的优质演艺作品，在当时文化活
动稀缺背景下取得成功是意料之中。甚至
最初的几年，也轻松地延续了首届的成
功。但是，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张
宇也是当年中演公司的总经理，是“相约
北京”主要策划人之一。他说，一个明显
的变化是“很多项目以前是官方或半官方
文化交流形式参加‘相约北京’，后来都
要求高昂演出费。”官方文化交流项目锐
减，商业化运作项目比重不断增高，加上

不断攀升的剧场租金等，导致演出成本越
来越高。相较之下，每年 1000 万元的办
节经费显得捉襟见肘。

2000 年至今，在国内外文艺演出交
流日益活跃的大环境下，如何保持文化使
命与商业运作的平衡、如何避免同质化竞
争等问题无可回避地摆在了“相约北京”
运作团队面前。

从“文化交流桥梁”转型为现代化的
国际艺术节并不容易，期间不乏曲折。中
外文化交流平台的定位不能改变，演出的
品质不能降低，资源不足怎么办？依托开
阔的国际视野和丰富的专业素养，“相约
北京”一步步走出自己的道路，把借势借
力发挥到极致。一方面，实现市场化运
作，以高精尖项目确保高水准，增强艺术
节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积极拓展
公益活动的形式和内容，艺术节的社会影
响力不断提升。

欲“守”先“攻”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打造一流的国际
艺术节、助力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已经成为

“相约北京”越来越紧迫的使命。
如何扭转中国民族艺术在世界范围内

的弱势地位？参加本届“相约北京”开幕
式演出的法国著名指挥菲利普·昂特勒蒙
说，“西方音乐在世界上占据主流，这种
现象由来已久，应当正视。但中国的民族
音乐有自己的传统和特点，其价值也不容
忽视。”他认为，当前中国民族艺术走向
世界最大的障碍是不被了解。

张宇的观点与菲利普·昂特勒蒙遥相
呼应，但在解决的方法上则自辟一途。他
曾以长城作比，认为与其被动同化不如主
动学习，有选择地主动请进来，模仿学
习、消化吸收，最终为我所化用。他的理
念给“相约北京”打下了鲜明的印记，这
些年“相约北京”边学边试，竟把本该带
点无奈的“借”字诀，用得风生水起、炉
火纯青。

已经不满足于引进剧目、模仿学习的
旧模式，今年“相约北京”成建制地推动
了中国传统音乐与拉美和加勒比音乐的碰
撞。5 月 25 日晚上的拉美及加勒比艺术季
音乐会上，中央民族乐团将首次以中国民

族交响乐的阵容演奏拉美 18个国家的代表
曲目，同时穿插特多钢鼓、厄瓜多尔、墨
西哥的声乐和器乐表演。这也是中央民族
乐团第一次大规模参与“相约北京”活
动。团长席强说，用中国民乐改编国外代
表曲目的过程，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基
于两个民族不同音乐特质的再创造，参加
演出的艺术家都受益良多。

除了剧目和技巧的学习吸收，近两
年，“相约北京”也开始尝试通过巡演等
方式走出北京。运营链条的跨省延伸对整
合资源的效果更加明显，对影响力的提升
也更加高效。今年，草莓音乐节实现了
京、沪两地同时上演，设 13 个舞台，近
260 组艺人加盟。同时，坚持了十几年的
推送本土精品剧目走出国门已经常态化。
今年选送的舞剧 《鄂尔多斯婚礼》 已经登
上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舞台。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在目前全国每
年有大大小小 6000 多个文化节庆活动，
并且这个数字仍然会继续上扬的前景下，
未来围绕艺术节的资源和品牌竞争只会更
加激烈。

不过，机遇至少和挑战一样引人注
目。近几年，北京市不断整合演艺资源，
花费更多的力量扶持原创作品和补贴公益
演出。此外，国家接连出台扶持文化发展
的重头举措也都含金量颇高。刚刚发布的
2013 年演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去年演艺
业虽然整体下滑，但音乐会等却出现了稳
中有升。专家认为，这也反映出接地气的
现场类演出仍然受到欢迎，未来仍有潜在
发展空间。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新一轮政
策东风对善于向全世界借势借力的“相约
北京”，将激荡出怎样的未来呢？想到此，
不免对明年的春天之约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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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北京”不拘一格借东风
□ 乔申颖 李 婷

☞ “相约北京”大型品牌艺术节，已成功运作14年，它既是一场全城文

化总动员，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网络文学

风筝要落地

□ 赵凤兰

网络文学

风筝要落地

□ 赵凤兰

让缺失“文学”的网

络文学和缺失“市场”的

传统文学优势互补，找

到新的平衡点

在怒族的神话里，把蜜蜂当作图腾
崇拜：远古时代，天降群蜂，歇在怒江边
上的加拉底村，蜂与蛇交配，遂生下怒族
的女始祖茂充英。在西方，蜂蜜直接促
成了“蜜月”习俗的诞生：公元前 500 年
的英国条顿族，为避免“抢婚”恶俗，新婚
夫妇逃至荒山野岭，以采食蜂蜜最终得
以相守，后来的人们遂将婚后在外以食
蜜度日的第一个月称为“蜜月”。

多少年过去了，不管早已脱离蛮荒
的后人是否真正懂得蜜蜂存在的意义，
都或多或少与其邂逅过。而当这个体长
才 8~20 毫米的生物作为一座博物馆独
立展示的内容时，我们似乎就此发现了
世界上最神秘、耐人寻味的奇幻物种。

不论你是仅仅基于好奇，还是想为自
己的昆虫生物学论文获得写作灵感，中国
蜜蜂博物馆都不容错过。它是北京最小
的博物馆之一，展厅面积仅 150 平方米，
位于风景美丽的北京植物园内，古刹卧佛
寺西侧，周围山峦起伏，常年植被茂密，鲜
花盛开。馆舍为朱门青瓦的中式仿古建
平房，小院内的石板路，灰墙外的海棠园，
让人信步闲庭而胸有诗书气：“养蜂东篱
下，悠然见香山”。

蜜蜂博物馆的展品不多却精。展馆
入口有蜜蜂观察箱，一大块透明玻璃罩
住，成百上千只活生生的蜜蜂就在人前
展示自己的生活起居：造巢脾、酿蜜、产
浆、饲喂幼虫、保温、清扫蜂房。分工明
确、井井有条，不小心夭折的幼蜂还会被
拖出箱外，使你怀疑蜂界是否也存在丧
葬礼仪。对于婴幼蜂的爱怜保护，蜜蜂
丝毫不亚于人类。育虫区的温度始终保
持在 33℃~36℃之间，如果温度低于此
限，一部分蜜蜂就充当“产热蜂”，通过吸
食蜂蜜，运动胸部肌肉产生热量，其他蜜
蜂则形成保温屏障。而一旦蜂巢太热，
蜜蜂就外出采水，将水滴撒布巢内，并用
翅膀扇风，产生气流，使水分蒸发降温。

馆内多用壁画向游客保持着开放的
态度，漫画、照片和文字娓娓道出几千年
来蜜蜂与人类的来往。远古的人类从自
然界中获得的最甜美的食物就属蜂蜜
了，人类在采食自然蜂蜜的同时渐渐学
会了饲养，公元前 3000 年时的古埃及
人把蜜蜂饲养在陶罐蜂窝中，在尼罗河
转地放蜂，我国也有两到三千年的养蜂
历史，《山海经》里画了一个双头人，旁边
是两只蜜蜂，称他为蜂蜜之炉，这可能是
对原始养蜂桶的最早描述。

三间不大的展厅里，有些展物承载
着过去的回忆，比如西双版纳土法饲养
小蜜蜂的木制蜂桶；有些展物则代表着
时间的痕迹，比如那块可以用放大镜清
晰观察距今已有 2300 多万年的蜜蜂化
石；还有些展物则直接陈列出死亡，比如
各种蜜蜂标本。除去这些历史痕迹外，
还有直接造福了人类的蜂蜜、蜂王浆、蜂
花粉及蜂胶等。在这里，我才知道酿蜜
是 一 项 十 分 辛 苦 的 工 作 ，蜜 蜂 采 访
1100~1446 朵花才能获得 1 蜜囊花蜜，
在流蜜期间 1 只蜜蜂平均日采集 10 次，
每次载蜜量平均为其体重的一半，一生
只能为人类提供 0.6克蜂蜜。

不知你仔细留意过蜜蜂没有，但在
爱因斯坦眼中：“没有蜜蜂，就没有授粉，
就没有植物，没有动物，也就没有人类，
如果蜜蜂从世界上消失了，人类生存的
时间就可能只有四年了”。不起眼的蜜
蜂，居然与人类的命运生死与共，游历这
座博物馆，你能知道更多蜜蜂的模样。

从最初“恣意生长”不被主流文学圈

认可，到中国作协以入会名义向网络作

家伸出橄榄枝，再到如今中国作协开始

大规模对全国各地网络文学深入调研，

作为“野战军”的网络文学正以一股自由

的创作活力甚嚣尘上，越来越被官方所

“正视”。

据报道显示，连日来，中国作协所派

出的高端调查团正低调现身各地作协。

中国作协此番对网络文学投入的关注度

前所未有。调研是否意味着今后网络文

学将终结“野战军”历史，与作为“正规

军”的传统文学平起平坐、平分秋色？这

一结论恐怕还为时过早。但一度被传统

文学睥睨的网络文学正以不可小视的力

量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以传统文学为

核心力量和主力军的传统文学生态或将

发生深刻变化，却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自 1998 年痞子蔡把《第一次的亲密

接触》贴在网上至今，网络文学已经过了

十余年的市场淘洗。期间产生了诸如《鬼

吹灯》、《电梯奇遇记》、《梦回大清》、《步

步惊心》、《翻译官》、《何以笙箫默》等红

极一时的网络作品，也随之蹿红了痞子

蔡、安妮宝贝、慕容雪村、宁财神、当年明

月、天下霸唱等知名网络作家。但网络文

学商业味浓、文学性弱、猎奇倾向严重，

且题材过窄，片面追求阅读快感和感官

刺激等也为业界所诟病，以至于有些人

并不把网络上发表的作品视为“文学作

品”。批评家张柠前几年曾声称“把奇幻

或者武侠看做文学作品是在土豆上抹胡

萝卜素”，陶东风教授则界定“中国文学

进入装神弄鬼时期”。传统文学与网络文

学中间俨然隔着一段封闭的墙。

随着网络文学的日渐成熟，一些传

统写手也开始逐渐流向网络，传统文坛

和网络文坛的对话和沟通也越来越多，

传统文坛不得不正视网络文学的力量，

如何让网络文学落地，扶持更多有想法

和思想深度的网络写手，让缺失“文学”

的网络文学和缺失“市场”的传统文学优

势互补，想必是中国作协此番对网络文

学展开调研的初衷。毕竟，在信息化时代

成为主流生活方式，网络作家颠覆传统

作家成功模式的当下，对于中国作协而

言，不了解网络文学就无从把脉中国未

来文学的全貌，无法将具有文学价值和

审美意义的传统主流文学引入正途。

网络文学长期处于一种散兵游勇、

自生自灭的状态，恰恰实现了文学无拘

无束、随心所欲的表达自由，为文学回到

天真、本色和诚实创造了条件。传统文学

的创作虽然文字功底扎实、思想深度厚

重，但似乎过于强调体现文学的认识价

值、教育价值和审美价值，不免有些刻薄

和沉重，而网络文学恰恰是有意无意地

漠视了这些戒律，绝大部分网络写手创

作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宣泄和自娱，他

们没有成名成业的压力,只有自由写作抒

发真情的体验。因此,网络文学更契合时

代 的 脉 搏,更 容 易 和 网 友 的 心 灵 形 成

共振。

尽管从目前看来，互联网写作至今

并没有产生一个伟大的作家和任何有望

成为文学经典的作品，甚至被认为没有

一篇能活到下一个十年。但从最近中国

作协官员大规模调研来看，主流文学对

网络文学的“招安”之门正日渐打开，网

络文学这支“飘荡的游魂”似乎要落地。

在当前这个拥有最多网友、人人都有机

会成为网络作家的国度里，网络作家得

到主流文学队伍的认可和关注是好事，

这能让网络作家赢得更多社会的尊重，

从而产生归属感和价值认同感。但网络

文学这支自由的“风筝”却不宜被行政的

大手拽得太紧，以免失去原本的自由与

活力。

中国蜜蜂博物馆

看看蜜蜂的模样

□ 李华林

蜜蜂，这个体长才

8~20 毫米的生物，居然

与人类的命运生死与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