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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圆了一回又一回，春夏秋冬一年又一

年……”舞台中央，人鱼姑娘忧伤地望着远方的

家乡。在剧中，被龙太子困在海底的彩萍姑娘，因

双腿被熔岩炼化成鱼尾巴而无法上岸。随着舞台圆

盘的转动，舞台变换成一道道海浪。她摇曳着鱼

尾，乘着海浪，眺望家乡，面向观众唱起这首思乡

的歌谣。

前不久，在第十二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上，美国

版 《东海人鱼》 教育专场演出在中国儿童艺术剧

场举行，来自美国蒙大拿州、加利福尼亚州的 15
名中学生登上了舞台：美丽动人的人鱼姑娘，

勇敢执着的金珠子，可爱热心的海鸥们，胆小

怕事的海鲜们，奸诈狡猾的龟丞相，亲切善良的

外婆——他们用中文为现场观众生动演绎了这一中

国传统民间故事。

在这个过程中，不少美国学生表示，自己对中

国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借此机会能够和中国的

同龄小伙伴有更多的交流机会。

这是一次“中文+戏剧”的创新尝试，也标志

着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与美国相关合作机构合

作设立的“中美青少年国际中文和戏剧交流”项目

正式启动。

“中文学习+戏剧表演”是一种怎
样的体验

梅林·约凯拉是金珠子的扮演者，她最喜欢的

台词是：“做好人要做到底，做好事也要做到底。”

在剧中，金珠子无意中见到人鱼姑娘，愿意

帮助她恢复自由，重新回到家乡。人鱼姑娘告诉

金珠子要去外婆礁找到乾坤土，才能降服龙太

子。而在寻找乾坤土的路上，好友邬珍宝为了能

得到人鱼的眼泪，把金珠子推进了海里，害得金

珠子险些丧命。

2020 年夏天，中美团队在会议中首次讨论了

中文加上戏剧的创新项目模式。与传统的学习中文

的方式不同，此项目将中文学习与戏剧表演相融

合，学生每周参加网络及面授中文台词和舞蹈培训

课程。教师团队由美国本土中文教师、中国文化教

师和艺术家组成。

而儿艺原创剧 《东海人鱼》 因其丰富的故事

性、惊艳的音乐和舞美等因素，最终被选中成为演

出剧目。

《东海人鱼》 是中国经典儿童剧目，由中国儿

童艺术剧院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根据中国传统民

间故事改编而成。美国版 《东海人鱼》 在原剧目

基础上，对中文台词和舞台表演进行了改编，演

员全程用中文表演，并将芭蕾、歌舞剧等西方表

演形式揉进了中国戏剧之中，配合灯光和舞美设计

进行展现。

编舞沃尔特·巴雷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他们为剧中人物，比如人鱼姑娘增加了新的编

舞，帮助观众更好理解剧中人物形象。“来到北京

后，我们又根据儿艺舞台上的海浪、沙粒等实际效

果，不断调整舞蹈动作，让舞者在适应舞台的同

时，尽力呈现舞蹈。”

“做好人要做到底，做好事也要做到底。”是金

珠子外婆告诉金珠子的一句话。在梅林·约凯拉看

来，这是一句非常有力量的话，当遇到困难后，这

句话可以给金珠子带来力量。“我喜欢做一个好

人，也喜欢多做好事。”

在 《东海人鱼》 剧目中，拿到乾坤土的金珠

子为了帮助人鱼姑娘恢复双腿，需要收集海中

千 万 只 海 蚌 的 乳 汁 和 陆 地 上 千 万 种 鲜 花 的 露

水。最终金珠子用尽了一生的时间，完成了拯

救 人 鱼 姑 娘 的 承 诺 ， 帮 助 人 鱼 姑 娘 恢 复 了 双

腿，重回家乡。

“我参加这个项目是想学习中文，体验不同的

文化。”阿玛雷·斯维尔是人鱼姑娘的扮演者，起

初她对故事并不理解，在学习中文台词的过程中以

及多次观看原剧视频后，她开始慢慢理解台词背后

的文化元素。

针对美国学生的年龄特点以及个性，美方团队

也对台词做了适当调整，并录制了该故事的有声读

物学习音频。阿玛雷·斯维尔在训练之外，一有时

间就拿出音频学习，模仿其中的发音，理解故事内

容，甚至每天在睡觉前也在反复听中文版本的故事

音频。

阿玛雷·斯维尔还记得，正式演出的前一天，

有演员排演到一半，忘记了台词。那时，团队老师

带着大家一起深呼吸，放松心情，重新合成了一

遍，一起完成了演出前的最后彩排。

对于阿玛雷·斯维尔来说，这是她第一次接

触中国戏剧，“当我决定参与到这个项目的时

候，就希望自己可以通过努力演绎好这么生动、

震撼的故事”。

排练中的“十万个为什么”

在美国版的 《东海人鱼》 小演员中，大多数

学生是 15 岁到 17 岁，最小的是 12 岁。这是她们

第一次接触中国的戏剧并用中文演绎。在表演的

过程中，阿玛雷·斯维尔常常不能理解：人鱼姑

娘彩萍在跟外婆沟通的时候，为什么要一直鞠躬

致谢？

美国版 《东海人鱼》美方项目总监、制片人陈

苏寒和团队老师们会跟孩子们解释，中国传统文化

里有尊老爱幼的传统，家庭成员彼此之间关系紧

密，互相依赖和尊重。

不少小演员是第一次接触中国戏剧，剧中角

色要求的中文台词、表演以及舞台走位是对他们

能力的全方位考验。剧中分饰海鸥和鲨鱼两个角

色的奥黛丽·乔治，此前没有学过中文，但是她

通过项目每周的线上辅导和原剧视频，不断地练

习中文台词。对于她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到北京

后，带妆在舞台上兼顾好中文台词和舞蹈动作等

细节，努力呈现出自己的角色。饰演螃蟹的演员

莎拉·德波特则发现中国戏剧和美国舞蹈的风格

不太一样，她需要在练习的时候融入更多自己对

中国舞蹈的理解。

在北京合成排练的 10 天，美国小演员们与儿

艺的中方剧组团队通常从早上一直排练到下午。这

种深入并沉浸式的语言和文化环境让很多学生受益

匪浅、印象深刻。

在索菲·庞弗雷特的印象中，每当大家不了

解剧中人物的中文台词和动作时，一名中国导演

总会亲自上阵，演示剧中人物的声音和动作，让

大家在轻松的笑声中找到学习中国文化的乐趣。

遇到不理解的地方，有中国老师来解释剧中台词

设置的意思，背后动作如何搭配，如何理解舞台

的装饰布置等。

对于莎拉·德波特来说，这是她第一次接触表

演，也是第一次表演中国戏剧，“我很开心可以参

加这个项目，它给了我来中国学习的机会，为我打

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每个青年脸上都洋溢着对相互
交流和认识对方的那种渴望”

在扮演金珠子之前，梅林·约凯拉曾学过 3

年中文。她的奶奶是中国人，父母曾在中国生活

过一段时间。她记得小时候，父母讲过不少与中

国有关的故事。在她的印象中，爸爸说得最多的

是“饺子”。

“中美文化确实不太一样。我在了解和观察的

时候是很有趣的。我很享受这一深入学习彼此文化

的过程。”梅林·约凯拉说。

在索菲·庞弗雷特小时候，她和家人生活在中

国，印象中妈妈曾经常讲起美猴王的故事。美猴王

学习了不同的功夫，拥有了特异能力，在征途中完

成自己的使命。索菲·庞弗雷特希望高中毕业后可

以到中国学习生活一段时间，进一步感受中国的文

化和生活氛围。

实际上，在结束第十二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的演

出后，他们赴北京、西安两地，开展系列文化交流

体验活动。

教育专场后的论坛上，一名北京中学生站起来

用英文向美国小演员提问：“对中国的印象是什

么？”饰演海马和海鸥的黛利拉·纳尔逊回答：“在

这里既看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古迹，也感受到高楼

耸立的现代气息，是非常棒的体验。”

参加 《东海人鱼》演出让奥黛丽·乔治第一次

来到中国。她爬上了中国长城并参观了紫禁城。从

前只在书本或者视频里看到的中国文化历史古迹，

如今可以亲自去体验：“我总听说，中国有多美

丽、有多伟大，但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看到它。亲眼

看到真是太棒了。”未来，她想学习更多的中国语

言、历史，去接触更多有关中国的内容。莎拉·德

波特期待回到学校后，选择汉语课，继续学习中文

和戏剧。

最令美国同学们难忘的，是在 《东海人鱼》教

育专场演出之后，美国学生们和台下 500多名北京

师生一起唱起了 《凤凰花开的路口》。

“那首歌很甜美，每个人都唱得非常动情，我

们 （与中国同学） 互相感受到了那种心灵上的联

系，真是太棒了！”莎拉·德波特说。

“每个青年的脸上都洋溢着对相互交流和认识

对方的那种渴望。”在陈苏寒看来，这是最打动人

的瞬间。“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希望未来可以有

更多的机会让他们互相了解对方。”

用艺术搭建中美青少年文化沟通的桥梁——

美国版《东海人鱼》“游”入中国戏剧舞台

7月 16日，北京，美国版《东海人鱼》教育专场演出在中国儿童艺术剧场亮相，标志着“中美青少年国际中文和戏剧交流”项目正式在京启动。据介绍，此项目是在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的支持下，面向美国青少年，通过“中文+戏剧”的创新教育模式，将中

文学习与戏剧表演相融合，帮助美国学生更好地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从而促进中美教育合作，加强中美青少年人文交流。 本版图片均为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剑/摄

7月 16日，中国儿童艺术剧场，美国版《东海人鱼》教育专场演出结束后，主创人

员一一上台谢幕。
7月 16日，中国儿童艺术剧场，美国版《东海人鱼》教育专场演出结束后的“中文+戏

剧”教育交流沙龙活动上，剧中金珠子的扮演者梅林·约凯拉发言。

7月 16日，中国儿童艺术剧场，观看美国版《东海人鱼》教育专场演出的小观众

在鼓掌。

7月 16日，中国儿童艺术剧场，美国版《东海人鱼》教育专场演出结束后，中国学生代表为参加演出的美国学生们送上礼物。 7月 16日，美国版《东海人鱼》教育专场演出在中国儿童艺术剧场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