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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省演艺集团用国际化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江苏故事，陆续推出《运之河》《郑和》《鉴

真东渡》《拉贝日记》四部原创歌剧，并推动海内外巡演。其中，《鉴真东渡》《拉贝日记》分别于今年

6月、7月在美国、德国巡演，均产生轰动性效应，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这是集团在省委宣

传部的组织指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重大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江苏原创歌剧全球巡演实践所引发

的对中华文化如何更好走出去的思考，将有助于中国当代歌剧创作更好地融入世界，有助于推动更高频度

的国际文化交流互鉴，让现象级巡演变为常态化交流。

演艺有云“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次高强度、高品质的全球巡演从准备到实施，是一项浩繁

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甘苦自不待言，值得总结的做法有很多，现列几条如下：

“展形象”使命在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新形势

下“展形象”指明了方向。演艺事业“走出去”，就要增强文化自信，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

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塑造中国历史底蕴深厚、现代文明友好、开

放包容负责的大国形象。为此，集团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让“展形象”使命在肩入心，要求全体演职人员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深刻认识海外巡演的重大意义。如在《拉贝日记》演出动员会上，重温习近平总书

记“中国人民纪念拉贝，是因为他对生命有大爱、对和平有追求”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拉贝日记》欧

洲巡演是传播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正义之旅”，是表现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国际友人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的

“感恩之旅”。

精品化创作生产。一是选材上，仔细梳理江苏历史文化资源，寻找能够代表中国形象、振奋中国精神、

传播中国价值的江苏元素，重点推出讲述隋炀帝开掘京杭大运河的《运之河》、再现郑和七下西洋史诗的



《郑和》、以唐代高僧鉴真大师六次东渡日本史实创作的《鉴真东渡》以及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友人建立

国际安全区救助中国人的《拉贝日记》等四部原创歌剧，并按照“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江苏特质”的要

求，以大格局和深内涵使每一次演出都成为外国观众了解中国、亲近中国的机会。二是创排上，精心打磨

剧目，力争高水准、高质量呈现。如尽管《鉴真东渡》与《拉贝日记》已广受国内好评，但剧组针对国外

受众的欣赏口味，提前半年不断打磨升级，对作曲、编剧、导演、舞台美术、服装设计、灯光、多媒体等

多方面进行精益求精的二次创作、排练，推出让国际社会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巡演版、音乐会版。

国际化资源整合。作为中宣部“走出去”重点项目，集团不仅在省内、国内整合最优质资源，还整合

海外精锐力量为我所用，实现合作共赢。首先，整合了一批有国际眼光、海外声誉的艺术家。如两部歌剧

的作曲都是国际著名作曲家唐建平。《拉贝日记》的导演周沫是旅美杰出青年歌剧导演，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戏剧学院导演系硕士毕业；饰演约翰·拉贝的薛皓垠是英国皇家歌剧院签约艺术家。《鉴真东渡》的指

挥程晔毕业于柏林音乐学院，在德期间曾多次与柏林交响乐团等乐团成功合作。其次，针对《鉴真东渡》

的佛教元素，选择与佛光山纽约道场联合承办；《拉贝日记》的欧洲巡演，选择与吴氏国际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合作。

制高点战略卡位。只有以品质打品牌、以阳春白雪树高端形象，才能树立江苏品牌，在文化高地上有

发言权。集团目标定位明确，出演的大区选择欧洲、北美，再在欧、美地区选择高端的剧院场所。《鉴真

东渡》在美西选择了洛杉矶帕萨迪纳剧院，在美东选择了纽约林肯中心，都是全球演艺界公认的世界级大

剧院。《拉贝日记》在欧洲选择了柏林国家歌剧院、汉堡易北河音乐厅和维也纳罗纳赫剧院均为名扬四海

的艺术殿堂。

市场化路线运作。成功的市场化运作是此次全球巡演票房火爆的重要原因。一是明确经济效益服从社

会效益、市场价值服从社会价值的首要原则，在确保社会效益的情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商业化演出的

高要求倒逼自己。二是开放合作，积极与国内外演出经纪机构合作洽谈，通过分摊成本、票房分成模式进

行演出运作。三是注重宣传报道。除媒体的常规报道，开设网络社交媒体账号、举行演出背景展览、制作

7万张宣传单页、购买公交车站滚动屏幕等，通过市场造势扩大影响。

江苏原创歌剧欧美巡演，不仅为海外观众献上了精彩绝伦的演出，更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江苏文化

的魅力，成为中外交流和人民友谊的桥梁和纽带。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感悟和思考。

海外巡演助力大国外交的国家战略，推动友好往来，凸显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历史上鉴真作为僧人、

使者、英雄东渡日本传播大唐文化，如今《鉴真东渡》以西方艺术形式东渡太平洋、跨越太平洋，诠释了

中华民族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包容理念，推动了经贸往来。《拉贝日记》的欧洲巡演是感恩之旅、

传递爱与和平之旅，起到了宣传中国和平理念、凝聚国际和平力量的作用，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

义。总之，海外巡演切实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夯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的要求。

海外巡演的成功，有力证明中华文化在西方是大受欢迎的，有市场有潜力。用西方艺术讲述东方故事，

传播中国价值，彰显文化自信，江苏原创歌剧在海外取得了巨大成功。任重道远，我们既要薪火相传、代

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通过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激活其生命力，使中

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时空、超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

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

大的精神动力。

国际文化交流需要国家队发挥主力军作用。国有文艺院团在企业化改制进程中，重新强调“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思想，更多、更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取

得了显著成效。在欧美巡演的成功实践中，我们认为既要鼓励民间的、盈利性的国际文化交流，调动民营

文化企业的积极性，更要加强国有文化企业在国际交流中的主力军作用。在对国有文艺院团考核中所强调

的社会效益，主要是要求国有文艺院团承担起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深化拓展中外优秀文化艺术交流等重任。进一步发挥国有文化企业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国家队作用，既是

使命要求，也是份内之责。

国际文化交流需要顶层设计、高层引领、多部门配合、多资源调度。如果没有文化、外事等政府部门

和民间协会的支持与协调，单打独斗式地完成海外巡演，难度很大、效果很差，因此需要相关部门在选题

选材、经费支持、政策保障、媒体宣传、市场营销、公关推广、语言翻译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发挥国

有文化企业更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