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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新深活服务“走出去”
——对“湖北文化走进俄罗斯”报道的思考
◎韩晓玲

甲￡望，驾‘’ 蠹一—p—t●：!～’一=——‘一；j·_·_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提

高文化开放水平”。“扩大对外文化交

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

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今年全

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

文化走出去，发展文化贸易，加强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在此背景下，作为文化大省的湖北，也

加大力度推动对外文化交流。

今年2月下旬．作为“荆楚风·中

俄情——湖北文化走进俄罗斯”的首

场活动，湖北京剧多场演出在莫斯科

举行。

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

略鼓与呼。党报责无旁贷。然而，如

何增强报道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湖

北日报专门派出记者随团赴俄罗斯

现场采访．并在活动策划与新闻报

道中进行了一些探索。我们的体会

是，在对外文化交流传播中，只有做

到新、深、活，才能有效、有力地服务

“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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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以“好新闻”吸引俄罗斯

同行竞相发声

我们对“湖北文化走进俄罗斯”京

剧演出进行系列报道时，首先考虑到

国内政府部门和读者都希望了解的

一些问题：文化“走出去”的真实效果

如何?活动是否扩大了荆楚文化的影

响力?俄罗斯当地怎样看待?

记者既要增强媒体责任意识．努

力做好宣传报道，又要自觉成为团队

一员。服务文化“走出去”大局，尽心尽

力为活动出谋献策。

出发前。我们与省文化厅、省京剧

院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中俄两国人

民有着传统的深厚友谊，如著名的武

汉长江大桥就是前苏联援建：近几年

又相继互办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等

主题年活动，近期索契冬奥会举行，习

近平主席出席受到俄罗斯高度重视和

热烈欢迎；俄罗斯地跨亚欧大陆，却属

于欧洲国家．对东方文化的了解仍然

不及西方文化。当地对富有东方魅力

的中国国粹京剧充满好奇，早在上世

纪30年代，梅兰芳大师就曾在莫斯

科、列宁格勒的舞台上一展京剧风采，

引起巨大轰动。所以，我省京剧演出

活动要取得相应的影响．就要着力吸

引俄罗斯媒体的目光。他们关注了，

就能发挥其传播功能，在当地放大湖

北文化、中国文化的声音。

因此．记者帮助省文化厅精心准

备了预告新闻，详细介绍了中国京剧

的历史、艺术特点，省京剧院带去的六

出折子戏有何特色，哪些优秀演员将

献上精彩演出。预告新闻由莫斯科中

现场展出的京剧服饰吸引俄罗斯观众

国文化中心发布给当地媒体．为湖北

的京剧专场演出“预热”。

抵达莫斯科之后，记者泡在京剧

演出的装台、走台现场，果然看到“好

新闻”引得当地媒体蜂拥而来。其中包

括俄罗斯三大电视台——俄罗斯第一

频道、俄罗斯文化频道和独立电视台，

以及莫斯科24小时频道等重要媒体，

都争先恐后地提前“探班”。由于当地

记者来了一拨又一拨．演员们只好一

次又一次地化妆、换服装、走台。著名

京剧表演艺术家朱世慧、优秀青年演

员万晓慧，还应邀走进俄罗斯文化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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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接受采访，讲解有关中国京剧的历

史文化知识。

格林卡音乐文化博物馆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演出信息一发布，便有多家

电视台主动联系采访事宜。人民日报

驻莫斯科记者张晓东也介绍说，俄罗

斯媒体对此次活动空前关注，这在近

几年文化交流活动中首屈一指。

俄罗斯媒体同行的态度．折射出

当地各界对此次活动的高度关注。他

们的“发声”．在俄罗斯民众中产生积

极的影响。而湖北日报在系列报道中，

也将外国同行作为报道对象之一，把

这个特殊群体的“发声”反馈到湖北

来。从而客观反映文化“走出去”战略

的重要意义和活动效果；成功地解答

了我们“首先考虑的问题”，具有较高

的说服力。

深：以多层次的观察让京剧

与芭蕾“对话”

京剧，中国国粹，方寸舞台幻化万

千气象．芭蕾舞．俄罗斯艺术明珠．足

尖舞尽百般风流。

在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我

们不仅向俄罗斯展示着荆楚风华、中

国文化，也感受着俄罗斯的文化艺术，

这种交流是双向的。“湖北文化走进俄

罗斯”京剧演出系列报道，如果仅仅只

以演出大获成功、受到热烈欢迎为内

容，难免有就事论事、视野狭窄之弊。

因此．湖北日报编辑部在前期策

划时，决定“借势发力，借题发挥”：除

了活动现场报道浓墨重彩、有声有色，

还要在中俄友好和文化交流的大背景

下，以京剧与芭蕾的“对话”为切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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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记者兴趣盎然地拍摄花脸江峰脚下的厚底靴

进行深层次的观察与报道，力求展示

出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可以催生出

新的艺术感染力。这就是说，在推动、

反映文化“走出去”时，既要增强文化

自信，勇于宣传自我，又要避免盲目自

大“唱高调”、泛泛而谈，也不能是“单

向宣传”、自说白话。

日报重点版面《今日视点》推出《当京

剧“邂逅”芭蕾——跨越中俄国界的艺

术对话》。这篇重点报道图文并茂、浓

墨重彩，聚焦两种艺术的碰撞与共鸣，

不仅说明了湖北京剧演出为何能令骄

傲的俄罗斯观众折服．也提出要向芭

蕾艺术学习．思考怎样更好地传承与

好的新闻．离不开深刻的思想和

好的报道角度。编辑部布置的这一特

殊任务，促使记者带着“角度意识”进

行采访，追求独具慧眼独具匠心，去将

一些看似散落的素材有机串联、融合

起来，赋予报道更加厚重的文化内涵。

荆楚风动，中俄情浓。在湖北日报

一版长设品牌栏目《东湖放评》中，《芭

蕾约会京剧》一文以不足200字的精

炼篇幅．勾勒从梅兰芳到湖北艺术家

的交流轨迹．述说两国人民肤色语言

不同、艺术心灵相通。

作为系列报道的“压轴戏”。湖北

弘扬京剧艺术。这进一步升华了报道

主题。

活：图文并重展现中俄文化
碰撞与“合璧”

俄罗斯观众看得懂京剧吗?在一

个文化迥异的国度里．中国国粹会不

会受欢迎?许多人心存疑问。

湖北日报用鲜活、生动的现场报

道作出回答．通过俄罗斯观众的热烈

反应．来说明在这样一个艺术的国度

里，观众们为自己的民族艺术而骄傲，

但是对于真正的艺术．他们也发自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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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题跨省采访解析
◎姜月波张爱虎

从全国视野。打量本省特色产业，

比较省内外异同优劣，从建设性角度

出发，发现问题，坦陈不足，指明方向，

为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2012年和2013年，湖北日报刊

发的两组系列报道《问计阳澄湖 唱

响湖北蟹》、《当湖北荆州碰到山东济

宁》，以此理念为指导，就湖北水产业

的某个方面的问题，实施跨省采访。

报道推出后，赢得业内外广泛好评。

对一般省级党报而言，做跨省采

访报道十分稀少。对致力于打造全国

一流党报的湖北日报而言，近年来跨

省采访报道越来越多。在日益开放的

媒体格局下，在激烈的竞争格局中，这

类报道也逐渐成为而且必将成为提升

党报新闻竞争力的重要武器。

深耕战线跑深跑透

在刊发《问计阳澄湖 唱响湖北

蟹》系列报道之前，笔者于当年8月中

下旬就到我省主要螃蟹主产区探访，

全面了解了产业发展一般状况．触及

到了产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但囿于

思想不够解放，采访对象仅仅局限于

省内，虽有整版有关螃蟹的报道，但仍

不深入。有些话仍未说透。

如何放开束缚，深耕战线，跑深跑

透?这是很多记者会遇到的问题。

笔者认为，一般而言，跑线的新闻

记者在成长过程中．采写中会遵循如

下规律：

一般的突发社会事件类、日常会

议类消息报道，只需要将事实陈述清

楚即可，将领导讲话的重点拎出即可。

内容较为单一．具有一般信息功能。

单一挖掘某个经济事件背后的意

义、事件背后的新闻；重点阐述某个政

策、某个决定蕴含的商业机会、危机

等。内容较为复杂，有一定的服务性。

围绕重点选题，实施系列、立体策

划，全方位、深度挖掘新闻报道。除挖

掘其背后的意义和幕后的新闻外，还

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且这些新

鲜、精辟、独到的见解，能为人们广泛

接受、认同，并用之于指导工作，有较

强的服务性。

这应当是个普遍规律，是记者不

断提高认识的过程，是知识、技巧、学

心地尊重与喜爱。

事实上。国际上不同的文化进行

交流与碰撞．正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

意义所在，也是新闻报道的亮点所在。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敏锐捕捉到

能充分体现文化碰撞的细节，为报道

增添了不少趣味：珍藏着俄罗斯“最

老”管风琴的格林卡音乐文化博物馆，

响起清脆悠扬的京胡声；普希金造型

艺术博物馆里的欧洲雕塑，“邂逅”了

来自东方的杨贵妃，中国演出第一次

走进这座百年博物馆：白皮肤、黄头发

的俄罗斯女性争相体验中国京剧化

妆．第一频道女主持人卡佳还别出心

裁地勾了花脸、挂上髯口；独立电视台

著名主持人欧莉娅化好旦角的妆，穿

上《贵妃醉酒》里的戏服，水袖一甩，折

扇掩面⋯⋯

“有图有真相”。文字报道若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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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照片．必然更加出彩。从装台、

走台、化妆到演出、观众互动。记者每

天拍摄两三百张现场照片，尽量记录

下台前幕后的精彩镜头，让图片发声、

用事实说话。湖北日报系列报道采用

的图片．均生动展示了中俄文化的交

流碰撞。例如现场特写《格林卡之夜，

因京剧而醉》的配图，是“洋贵妃”欧莉

娅在中国琴师指导下学拉京二胡；现

场特写《百年博物馆，大卫“邂逅”杨贵

妃》的配图，是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

里的意大利著名雕塑《大卫》复制品

“凝视”中国京剧演出。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大

卫》是米开朗基罗的名作，被西方美术

史称为“最值得夸耀的男性人体雕像

之一”。然而作为一家省级党报，刊发

裸体雕塑的照片是否合适?读者能否

接受?本报编辑人员起初也有顾虑，

经过一番热烈讨论。最终大胆采用了

这张“中西合璧”的新闻照片——大卫

与中国京剧人物出现于同一画面，别

有情致。

《当京剧“邂逅”芭蕾——跨越中

俄国界的艺术对话》刊出时，正值全国

“两会”在京召开。记者关注到，中华

文化如何“走出去”，正是许多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热议的话题。他们呼吁：

“走出去”的文化要体现国家水平．真

正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优秀文化：不仅

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不能自娱

自乐，或将“走出去”视为“镀金”之举

⋯⋯这些，都将促进我们文艺界、新闻

界再思考、再实践。扩大对外文化交

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

系建设，我们使命光荣，任重道远。谚

【本文图片均为韩晓玲摄】

(湖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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