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卡娅·尼昂是塞内加尔家喻户晓的
电影明星。2003 年她在比利时那慕尔国
际电影节荣膺法语国家最佳女演员称号，
2004 年获得突尼斯迦太基国际电影节最
佳女演员桂冠。“我很荣幸，能向全世界展
现塞内加尔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
多样性。”她兴奋地告诉我。

是热爱将罗卡娅引向了电影之路。
1998 年，她看到了塞内加尔导演曼苏尔·
索拉·瓦德为电影《宽恕的代价》刊登的演
员招募启事，他们要招一个黑皮肤的小女
孩。她从50个女孩中脱颖而出，开启了电
影之路的第一步。“刚开始拍摄的几个星期
非常艰难。被选中的喜悦与兴奋和第一次
试镜的焦虑不安、手足无措，基本上是同样
多的。”起步之初的情形，她至今记忆犹
新。幸运的是，她得到了许多专业电影艺
术家的指导，他们教会她在镜头前放松自
己，让她渡过了开头的困难。

罗卡娅第二次担任主角，是在影片《手
推车夫人的奇妙命运》中。这部影片讲述了
一个非洲妇女曲折的人生故事。她离了婚，
和女儿相依为命，每天推着手推车穿行在市
场和城市之间，以卖调料为生。在她看来，
人要自力更生，自己的命运应该自己争取。
做生意的过程中，她遇到了自己的意中人，
他是一名警察，在她眼里完美得像个天使。
结尾却是个悲剧，她杀死了自己的爱人。“这
个角色本身和一幕幕场景对我来说，是切切
实实感同身受的，反映了在日常社会生活
中，许多当地妇女的遭遇和命运。”对于这个
角色，罗卡娅倾注了很深的感情。

迄今为止，罗卡娅已经演绎了20多个
不同的女性角色，她们是千万妇女特别是
非洲妇女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非洲妇女
勇敢乐观、坚忍不拔，为了她们的家庭，每
天都在辛苦打拼，哪怕遇到再多再大的苦
难。不过，也不能把这种情况视为所有妇
女的真实缩影，在非洲也有很多女性养尊
处优，没有体会也不了解一些影片中的妇
女所遇到的困苦。”在罗卡娅看来，电影虽
然是虚构的，灵感却来源于现实生活。对
她而言，电影就是人生，人生就是电影。

罗卡娅也喜欢中国电影，特别是功夫
片。“这大概和我练过武术有关吧。”她笑着
解释。她最喜欢的一部中国电影是 1983
年由洪金宝导演的喜剧《奇谋妙计五福
星》，最喜欢的中国演员是成龙。作为专业
影人，她知道中国电影不只是功夫片，还有
很多展现中国历史与现代风貌的佳作。此
外像上海电影节这样的中国电影节，也让
她印象深刻。

当我请她给中国观众推荐非洲影片
时，她表示非常乐意充当中国观众和非洲
电影之间的桥梁。她介绍说，非洲电影是
一座宝库，在塞内加尔和西非，有很多很
好的电影和导演。比如塞内加尔导演吉
布里·迪厄·蒙贝提的电影《鬣狗之城》，导
演穆萨·塞内·阿布萨的《手推车夫人》，
导 演 曼 苏 尔·索 拉·瓦 德 的《宽 恕 的 代
价》，导演乌斯曼·赛贝纳的《汇票》。在
马格里布地区，也有一些天才的导演，如
拍摄《地图结束的地方》的毛里塔尼亚导
演阿博德哈蒙·西塞科、拍摄《费莉丝蒂》

《今天》的法国导演阿兰·高米斯、拍摄
《科纳克里下雨了》的几内亚导演谢科·方
塔曼迪·卡马拉等。

此外，她也建议中国和塞内加尔在电
影领域加强合作，比如互相提供片源、开办
电影研讨会、为塞国演员提供奖学金、合作
拍摄电影、举办中塞电影节等，以电影为媒
促进两国文化交流。

对于当前的塞内加尔电影市场，她不无
忧虑。她告诉我，由于缺少资金支持，塞内
加尔电影不太景气，难以拍摄大成本影片。
很多电影院经营不善关门，不得不把场地让
给购物中心。她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为鼓
励电影业发展，塞内加尔政府设立了专门基
金，给电影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持。

“生活中我很温和很乐观，很少生气，
并不像我在电影中塑造的那些动不动就暴
跳如雷的女汉子。我享受和家人与朋友平
等相待的每一天。”罗卡娅说，她始终热爱
着电影这门“第七艺术”。

向世界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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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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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塔景区是西安标志性景点，古塔耸
立苍劲而悠然。塔下游人如织，抬头仰望，心
中不禁涌起怀古惆怅之情。每当夜幕降临
时，南广场玄奘法师雕塑下，就会聚集四五个
广场舞队伍，随着欢快的乐曲翩翩起舞，成为
广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其中有一支秧歌队
最为引人注意，那就是陕北秧歌队。

晚八时，一阵绵密而有力的鼓点，从喧闹
的人群中迸发出来，瞬时盖过了旁边的广场
舞曲。走近一看，原来是秧歌队敲起了“哄场
鼓”，为即将进行的陕北秧歌表演“造势”。

在散发着柔和金光的大雁塔下，秧歌队
队员们整齐列队，大爷们身着白色秧歌队
服，头上绑着羊肚手巾，手里撑着花伞。大
妈们则身着粉色秧歌服，手舞彩扇，个个激
情四溢，精神饱满。“你们这咋穿得这么好
看？”围观的游客好奇地询问起来，“‘六一’
了嘛，我们老顽童也乐乐”。

哄场鼓响过，几位“秩序维持员”拿着小
锣将围观人群向外疏散，为秧歌队清出一片
空地。随后，在敲击节奏的带领下，伞头儿
右手举伞，掌握快慢节奏，拉上队伍走成一
个大圆圈。随后，伞头儿带领队伍，不断变
换着队形。比如，队伍到达一个位置，该向

左转了，伞头儿转身面左，却退后一步，再左
跨一步，待身后一个人从面前跨过，才往前
迈步。其后所有人都在这个位置，以同样的
动作和节奏转身。整个队伍时而如游龙翻
滚，时而如繁花盛放。

秧歌队里的大爷大妈们，个个紧跟伞
头儿，随着人流一会往里转，一会向外转。
只见脚下十字步伐越来越快，人也越来越欢
腾，扭、摆、走、跳、转的动作尽情欢舞，每个
人脸上的笑容更盛，身体也似随着飘逸而炫
目的绸扇飘起来。

跳着跳着，扇子和伞的颜色变得多彩起
来，整个秧歌队越来越长，原来不断有周围
的市民加入。扭着扭着，欢快的队伍开始出
现金发碧眼的身影，几位外国游客也加入其
中。彼此确认下眼神，是要扭秧歌的人，队
员们让出一人的身位，放慢动作，带上新加
入的“歪果仁”形成的国际队伍，插入正在舞
动的人流中，一圈圈一层层地旋转起来。

秧歌队中不止有中老年人，也有 20 出
头的姑娘小伙。其中，1995 年的陈志超是
这些民间秧歌队中专家级的人物，锣鼓伴
奏、动作指导、节目编排……他样样精通，许
多爷爷叔叔辈的队友都喜欢向他请教。

陈志超的老家在陕北富县。7 岁时，他
被村里一场庙会的锣鼓声吸引，跟着大人扭
了起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小时候，正在
灶房和面的陈志超，听见秧歌的锣鼓声，端
着面盆就出了家门扭起了秧歌。算一算，陈
志超跳秧歌、打锣鼓已经十几年，给秧歌队
打主鼓是他的一项绝活。主鼓在一支秧歌
队中的角色相当于总指挥，控制着整个锣鼓
乐队和秧歌队员的节奏快慢。“在我们老家，
许多户主都会邀请秧歌队来表演，讨个好彩
头。而秧歌队每到一个村，本村的锣鼓队就
会在村口敲锣打鼓相迎，专门打和你不一样
的拍子，目的是把秧歌队的节奏带乱。如果
被带乱了，说明你这个队水平不行，也就不
用进村献丑了。”陈志超说。“打主鼓，要以大
局为重，不能由着性子来，要有海纳百川的
沉稳心态，整个场地都在你的控制之中。”

脚下的十字步，扇子的大小花，每个动
作要透着陕北秧歌的豪放大气，步眼身都要
透着风情……讲起秧歌的陈志超总是滔滔
不绝。同时陈志超也注意到一个问题，秧歌
队中年轻人无几。现在的年轻人跳街舞、玩

“抖音”，娱乐方式的多元化使他们很难再把
注意力集中到陕北秧歌这样的传统民俗文

化之上。但在他看来，秧歌不是只属于中老
年人的活动，而是男女老少皆宜。陈志超
说：“秧歌能够锻炼身体、陶冶情操，增加与
人相处的机会，好处多多。我的女友王敏就
是‘五一’时在大雁塔南广场跳秧歌时认识
的。”

在陈志超的带动下，已经有几个年轻人
开始跳得像模像样了。左曼丽的本职工作是
女装销售，一个月前跟着四婶来广场休闲放
松，被陕北秧歌节奏明快、红火热闹的气氛所
吸引。在四婶的鼓励带动下，本来还不好意
思下场的左曼丽，开始了自己的秧歌生活。

同是“95 后”的左曼丽曾被陈志超指导
过。“他给我示范的动作标准又洒脱，但还
能表现出女性那种柔美和娇羞的感觉。”左
曼丽说，陕北秧歌热情洋溢，跳起来大开大
合，动作洒脱大方。跳起来特别容易有感
觉，既强身健体，又热闹欢快，跳完了心情
很好。

“虽然跳的时间不长，但现在能跟上伞
头儿的节奏。跳舞的时候会有游客一直拿
手机拍，有时候看见拍别人的手机突然转过
来拍自己，还挺骄傲的。”左曼丽说，她决定
加入陈志超组建的青年秧歌队。

大雁塔下跳起来
□ 雷 婷

初夏的热浪，挡不住各地游客来到江
西省赣州市大余县丫山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游玩的热情。时下，“体育+旅游”已受到社
会的高度关注。体育给旅游带来新活力，
旅游给全民健身招揽人气，体育和旅游相
互促进的效应日益凸显。

势头正酣

山地微马栈道、房车极限运动、竹林瑜
伽、全地形越野……各项休闲运动场地内，
传来阵阵欢声笑语。“前些天，大余国际山
地马拉松在这火热开跑，我和跑友一起来
参赛，当时就觉得这里既可以体验乡村生
活，还能尝试各种运动休闲项目，真不错。
这次带着家里人一起来，亲近自然释放了
压力，不枉此行。”正在景区游玩的广东深
圳游客王本旭说。

大余县素有热爱体育运动的传统。尤
其是近年来，全民健身运动蔚然成风，篮
球、羽毛球、网球、足球等运动在该县都有
广泛群众基础。为此，该县提出了建设“体
育名县”的发展战略，依托优越的生态、旅
游、文化资源优势，开启“体育+旅游”发展
模式，着力打造集休闲度假、旅游观光、养
生保健、户外运动为一体的丫山运动休闲
小镇。2017 年 7 月，大余丫山运动休闲特
色小镇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全国第一批运
动休闲特色小镇创建试点单位。

“如今，来丫山的游客越来越多。不少
村民依托小镇发展就业创业，村民收入从
开 发 前 的 人 均 2000 元 增 加 到 现 在 过 万
元。”曾是乡村泥瓦匠的罗名华表示，看到
家乡的体育旅游越来越红火，前些年他将
自家老宅打造成一家单车俱乐部，取名“千
里走单骑”。如今，每天都有不少骑友穿过
幽静的竹林，来到俱乐部聚会。夜晚，爱好
唱歌的罗名华为游客们演唱自己创作的乡
村歌曲，除了俱乐部售卖酒水收入，景区每
个月还给他发放 3000元工资。

途牛旅游网、马蜂窝等知名在线旅游
平台也纷纷进军“体育+旅游”领域。途牛
旅游网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方便游客更
好地选择俄罗斯世界杯观赛游产品，途牛
近日上线“畅游俄罗斯 相约世界杯”专
题，精选俄罗斯方向众多优质跟团游产品，
提供世界杯门票预订服务，团期覆盖 6 月
14 日到 7 月 15 日世界杯全赛程，并配套途
牛旅游分期付款业务“首付出发”，助力游
客一边旅行，一边看世界杯。

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表示，
马蜂窝利用自身平台优势，主要从内容、产
品、营销三大切口入手，促进体育旅游产业
的发展。首先，马蜂窝通过对海量 UGC 的
结构化处理与分析，将体育旅游相关的游
记、攻略等优质内容进行整合，启发广大游
客的旅行灵感。其次，马蜂窝鼓励平台供应
商打造符合年轻旅行者喜好的优质体育旅
游产品，提供更周到的旅游服务，满足热爱
体育旅游的年轻用户需求。最后，马蜂窝通
过自身内容的影响力，以丰富多样的营销活
动，帮助目的地结合自身特点打造体育旅游
IP，让优质的体育旅游项目与体育旅游目的
地能够被更多用户熟知，促进更多旅行者参
与到体育旅游中来。

新老过渡

“体育+旅游”的日渐火热，从需求端
讲，是旅游消费者对于自己个性化旅游需

求的关注；从供应链讲，是旅游产业升级过
程中的一个突破口。

在冯饶看来，一方面，旅游行业从“老
旅游”过渡到“新旅游”时代，许多国内旅行
者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旅行经验，并有了更
多经费可以用于旅游消费。消费者对于旅
游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细分化。人
们开始重新思考旅行的意义，从以跟团游
为主要形式的景点观光，发展到以自由行
为代表的体验式旅游。马拉松、跳伞等参
与性更强的健身休闲类旅游项目和奥运
会、世界杯等文化意义更丰富的竞赛表演
类旅游项目，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更深度的
体验，满足他们对于旅游消费的新需求，因
而受到了新一代旅行者的青睐。

“另一方面，体育和旅游的结合，也是旅
游产业升级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以往旅游
产品供应商简单地组合机票、酒店、景点等
旅游资源，打包成线路产品出售给消费者。
但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这些产品已经不
再具备市场竞争力。‘体育+旅游’产业融合
方式，可以将赛事组织、IP 打造甚至体育装
备销售等更多产业纳入到产业链中，增强了
相关产业对于资本的吸引力，加速‘体育+旅
游’产业的发展。”冯饶说。

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副
主任、浙江大学教授郑芳表示，从产业角度
看，体育旅游是体育产业、旅游产业两个产
业的融合体，体育是发展旅游产业的重要
资源，旅游是推进体育产业的重要助力。
作为一种积极的体验活动，体育旅游给参

与者带来了积极的娱乐体验、丰富的审美
体验，通过离开熟悉的环境到达一个陌生
的地域，释放压力、放松心情，完美地诠释
了体验经济中的另外两个独特特征：教育
性与逃避性。

“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对
于体育的需求已不仅仅满足于身边的、传
统的体育活动。另一方面，单一的、非个性
化的旅游产品也无法满足人们的多样化休
闲度假需求，旅游者的消费诉求也开始更
加注重参与性和体验性。”郑芳认为，发展
体育旅游恰逢其时。

融合发展

如何加快体育旅游标准体系建设，引
导体育旅游投资，调动社会资本？如何让
体育和旅游更好地融合发展？业内专家表
示，应采取搭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标准制定
工作机制，建立体育旅游标准化体系建设
多元投入机制等方式，充分调动社会资本，
发展体育旅游产业。

郑芳建议，要转变观念，搭建多元主体
参与的标准制定工作机制。标准化对于体
育旅游产业的良性发展具有服务、支撑和
引领作用。加快体育旅游标准体系建设的
首要任务是转变思维与观念，将由政府单
一供给的体育旅游标准制定转变为由政府
推动、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模
式中。其次，鼓励企业从自身需要出发，制

定符合企业需求、具有企业特色的企业标
准，完善并推广有价值的企业标准，并鼓励
其上升为地方标准；鼓励科研机构、标准化
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等有针对性积极参与
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的制定。

同时，建立体育旅游标准化体系建设
多元投入机制。鼓励各级财政根据实际情
况统筹安排体育旅游标准化建设工作经
费，对主导制定行业标准、承担地方标准修
订的企事业单位，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助；探
索建立市场化、多元化建设经费机制，鼓
励、引导社会各界加大投入，促进体育旅游
标准化建设体系的完成与发展。

此外，除了政府投资支持外，社会资本
也应参与其中。冯饶建议，投融资机制方
面，政府应鼓励社会资本通过多种方式参
与体育旅游产品开发、项目建设及相关产
业投资，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发展体育旅游
产业。同时，在发展体育旅游时，注意引导
不同目的地根据自身资源和特色，打造多
样化的体育旅游品牌，并加大力度宣传推
广，打造一批有文化内涵、有内容产品、符
合市场需求的体育旅游产品。

“当然，体育旅游与传统旅游行业不
同，潜水、滑雪、跳伞等很多项目需要专业
人员的陪同和辅导，游客所需的服务内容
与传统体育培训又有所不同。体育旅游的
产品设计、资源配置等工作也需要大量的
专门人才。通过鼓励旅游企业和体育、旅
游院校的合作，培养更多专业人才，也有助
于推动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冯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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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旅游：美景为媒更火热
□ 温济聪

体育给旅游带来新活力，旅游给全民健身招揽人气，体育和旅游相互促进的效应日益凸显

上图 江西赣州大余国际山地马拉松火热开跑。

右图 江西大余“体育＋旅游”加出发展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