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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看点看点

世界著名琵琶演奏家吴蛮：

推动性别平等推动性别平等 应对人口变化应对人口变化 美中情局被曝
不当处理性侵丑闻遭调查

让中国传统乐器让中国传统乐器““惊艳惊艳””世界世界

她世界世界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报道 联合国人口
基金近日发布《2023年世界人口状况报
告》，并在其中表示，虽然地球人口到达
80亿的里程碑在提醒人们“我们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对这一数字的担忧

“引发了焦虑，并促使更多政府试图影响
生育率”。

联合国人口基金是联合国负责性健康
与生殖健康问题的机构，该机构指出，其实
无论人口规模如何，都可以建立繁荣和包
容的社会。

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娜塔莉亚·加
奈姆在报告前言中表示：“生育自主权事关
更健康的生活，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当妇女获得掌控自己身体和生活的

选择权时，她们和她们的家庭会繁荣发展，
她们所处的社会也会繁荣发展。”

然而，在得知去年11月世界人口达到
80亿里程碑的消息之后，许多头条新闻警
告说，“世界正在陷入人口过剩的危机”。
这种背景之下，个人的权利和潜力“很容
易被忽略”。

加奈姆补充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将
出生率视为一个问题，和一个解决方案，而
很少承认生育者的自主权。”

关键的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全世界
数以百万计的妇女缺乏自主权。大约24%
的妇女和女孩无法对性行为说不，她们中
11%的人无法就避孕做出自主决定。

该报告针对8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

示，接触到有关人口增长的媒体报道或对
话的人更可能认为人口增长“过高”。

联合国人口基金表示，人口统计数据
呈现出更加微妙的画面：一方面是，现在有
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低生育率环境”中；
另一方面是，由于意外怀孕、缺乏避孕措施
或优质产科护理、不孕不育和经济不稳定
等因素，个人的生育目标往往受到阻碍。

此外，将气候变化归咎于生育率，将无
法让那些大的碳排放国承担责任。在80
亿人口中，有55亿人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
来影响碳排放量的增加。

联合国人口基金认为，应对人口变化
和建设有抵抗力的社会的最佳解决方案是
推动性别平等。

加奈姆表示，这是一个“常被忽视的解
决方案”：在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低、劳动生
产率不足的国家中，实现男女就业机会平
等被认为是提高生产力和收入增长最有效
的途径。

她补充道：“众所周知，在生育率高的
国家，通过教育和计划生育进行赋权，已被
证明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
发展的回报。”这是该机构呼吁“扩大实现
身体自主权的努力”并支持每个人的性和
生殖健康与权利的主要原因。

联合国人口基金在报告中呼吁各国政
府捍卫人权，加强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系统，
保护移民权利，并寻求减轻带来破坏性影
响的气候变化。

人物榜榜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特约撰稿 范心蕊

吴蛮，世界著名琵琶演奏家。她名字
中的“蛮”字，取自《菩萨蛮》的“蛮”，父亲
给她取这个字，希望她坚强勇敢，敢于闯
出自己的天地。

进入2023年，吴蛮接连荣获美国“国
家艺术遗产奖”和“亚洲艺术创变者”两个
大奖：

2月28日，吴蛮获美国民间和传统艺
术领域的最高荣誉——“国家艺术遗产
奖”；3月8日，吴蛮出席了在纽约举办的

“亚洲艺术创变者”颁奖典礼，该奖项用以
褒奖在演奏艺术与文化领域展现真正创
变力的远见卓识者。

吴蛮，靠一点一滴接地气的努力把中
国的琵琶带到美国，敲开国际音乐界大
门，改变世界对琵琶的印象，被评价为国
际乐坛上中国音乐的使者与琵琶音乐的
代言人，是跨界音乐与跨文化交流的标志
性人物。

推广中国民乐，从街演开始

吴蛮1964年生于杭州，9岁学琴，13
岁在招生考试中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
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中央音乐学院研
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0年，吴蛮决
定移居到美国，探索中国传统乐器接下
来的去路。

在当时的纽约，人们不知道什么是中
国音乐，更不知道什么是琵琶，在这样一
片土地上，她要如何演奏？

每一次迷茫、思考后，她就只有一个
念头：让世界看见琵琶、听懂琵琶。吴蛮
第一次在美国表演是在教堂里独奏，听众
都是老人，挣了50美元。

接下来，吴蛮深入美国社会各个角
落，在人来人往的街边、周末的教堂活动、
中小学校活动、老人活动中心……只要有
场地邀请，她就会去。她在许多音乐会上

既演奏又解说普及琵琶的知识，讲解琵琶
的历史和与之相关的动人故事。

1992年，吴蛮应邀在洛杉矶市的卡内
基音乐厅演奏琵琶协奏曲，成为第一个站
在卡内基音乐厅表演的中国器乐演奏
家。随后，美国的媒体对她进行了报道。
但吴蛮发现，媒体只关注自己作为一名东
方女性相貌有多美、旗袍有多么特别，通
篇文章只字未提自己手握的乐器和音乐
本身，只被自己身上异域风情的一些“标
签”所吸引。吴蛮决定：不能穿旗袍演出，
要撕掉美国人眼中的标签，让人们关注到
琵琶这件乐器和中国音乐本身，然后才能
把她当作音乐家。

美国政府电话邀请吴蛮参加在白宫
举行的，为到访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准备的演出。当时，吴蛮和马友友在国宴
上演奏了一曲琵琶和大提琴的二重奏。
这是第一次合作，之后便开始探讨“丝绸
之路”音乐计划的可行性。这个计划的核
心是丝路合奏团，它汇集了众多对发掘东
西方音乐之间传统和创新的关系感兴趣
的音乐家、作曲家以及编曲家，致力于取
得卓越的艺术成就及定期推出新的作品。

吴蛮从美国的街边角落，到白宫，一
路高飞，其间赢得了许多奖项。琵琶的推
广，吴蛮靠的是一场又一场精湛的演奏，
慢慢打开市场。就这样，几百场音乐会
后，《纽约时报》的文化记者克兹恩评价：

“因为她（吴蛮），琵琶不再是异域奇物，不
再完全神秘。可以肯定，这（指的是吴蛮
让琵琶变得不再神秘）是对吴蛮所作的成
就最好的评价。”在音乐界了解琵琶后，美
国人才开始把吴蛮当作音乐家，评论她对
音乐的理解、对乐器的掌控，以及对中国
文化的传播。

让音乐跨界，让琵琶发展

跨界音乐，是吴蛮在美国一直用心做
的事。

在 20 世 纪 90 年 代
初，西方的环境里，琵琶
演奏家做独奏是很困难
的。听众只是觉得挺好听
的、演奏技法很厉害，但
很快就忘了。

于是，吴蛮下决心要
通过合作，让人真正感受
到琵琶的魅力。

吴蛮在美国看到了全
世界的音乐文化汇聚，爵
士、电子、摇滚……音乐剧
场、实验音乐等，各国的音
乐家之间会倾听和交流。
有时候吴蛮会接到合作邀
请，有吹萨克斯风的、拉手
风琴的……音乐家之间产
生深层次的交流。就这
样，吴蛮带着琵琶开始跨
界，一切都自然而然。

1994年，吴蛮与美国
现代音乐先锋克罗诺斯弦
乐队相遇，使她在北美音
乐事业进入新阶段。这也
是琵琶第一次与弦乐四重
奏相结合。吴蛮用首场实
验性演出，征服了她的演奏伙伴与听众，
琵琶以新姿态登上舞台，从此开始了双方
二十多年无间的合作。

作为琵琶演奏家，吴蛮在协作中发挥
了琵琶的话语权，参与创作与即兴表演。
之后，吴蛮被邀请至更多艺术领域中，不仅
担任琵琶独奏，甚至戏剧、当代舞、剧本写作
以及视觉艺术等领域都向她伸出橄榄枝。

亚洲协会纽约中心表演艺术和特别
文化活动全球总监瑞秋库珀对吴蛮的表
演艺术这样评价：“在认识吴蛮之前听过
琵琶，但并没有‘惊艳’之感。但初次听到
吴蛮弹琵琶，就觉得……琵琶演奏不再像
我印象中的中国民族乐器的小家碧玉，而
是有震撼力。吴蛮作为一位音乐家，具有

非常完美的表现力。”
吴蛮在媒体对她的采访中谈道：“跨界

是一种经验的积累，你去了解别人，也更了
解自己。”通过音乐合作，打破了文化边界，
促进了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2006
年，由陈怡作曲、吴蛮演奏的作品《上古之
舞》，引起美国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艺
术版用整版篇幅报道吴蛮的音乐成就。“甚
至在相对落后一些的阿肯色州，都会发来
邀请，让我们过去演出。”吴蛮说，“这是一
部由多媒体、中国古代书画与器乐演奏共
同组成的舞台作品。其中有中国古典文化
中的精髓，包括唐诗、书法、瓷器……”

“文化是一种认知和认同，一种交流
和尊重。”吴蛮说。

图片为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宣传海报图片为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宣传海报

在连续发生多起校园伤亡事件后，巴西重拳出击打击校
园暴力，加强武装安保。

据《圣保罗页报》报道，圣保罗州长德弗雷塔斯日前签署
法令，以今年3月在一桩校园凶杀案中遇害的教授伊丽莎
白·滕雷罗命名位于圣保罗市西区的地铁4号线黄线维拉索
尼亚车站。

2023年3月27日，一名13岁少年持刀袭击了圣保罗州
一所州立学校，致一死五伤。遇难者伊丽莎白·滕雷罗71岁，
曾是一家研究所的退休职员，自2013年开始从事儿童教育工
作。此案发生后，巴西多地又连续发生校园袭击案，涉及幼儿
园、初中和高校。

目前，巴西22个州已决定在学校加强武装安保。警方、
消防队或私人安保力量进行巡逻。在圣卡塔琳娜州，所有
州立学校都将有警察或武装消防人员保护，学校内部将配
备带枪的安保人员，教师接受有关预防暴力的培训等。在
巴拉那州，除了应对紧急警情的车辆外，所有警车都将停留
在学校门口。 （来源：中新网）

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美国中情局近日被曝疑似不当处
理内部性骚扰和性侵丑闻。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众议院情报
委员会已就此展开调查。

据报道，律师凯文·卡罗尔表示，自2023年1月以来，至
少有三名美国中情局女雇员与该委员会接触，并告诉他
们，美国中情局不鼓励女性提出不当性行为投诉。卡罗尔
还说，美国中情局的做法让受害者很难与执法部门进行沟通。

卡罗尔表示，他的当事人告诉他，过去十年中，多达54名
美国中情局女雇员透露，她们是同事性骚扰或不当行为的受
害者，而且她们的案件被不当处理。美国政治新闻网称无法
独立证实这一说法。

据卡罗尔和执法部门收到的投诉复印件，调查始于2023
年1月，一名美国中情局女雇员找到委员会，称一名男同事对
她进行了侵犯，但美国中情局没有予以惩罚。这名女雇员还
称，自己很快向美国中情局多个办公室报告这次事件，但都没
有采取任何行动。不仅如此，她还被警告说，继续提出指控可
能会结束她在美国中情局的职业生涯。

对于相关指控，美国中情局回应称不会容忍任何性侵犯
罪和性骚扰，并表示已经成立小组跟进。

美国政治新闻网指出，过去15年里，美国中情局官员多
次面临性侵指控。美国Buzzfeed新闻网2021年还报道称，
美国中情局掌握了至少10人涉及性犯罪的证据，被害人中不
乏儿童，但案件提交到执法机构后，仅有1人被起诉。

（来源：中新网）

日本八成受访老人
不想活到100岁

■ 许燕红/编译

据日本《每日新闻》网站报道，在一家日本基金会进行的
一项调查中，80%的受访者表示不想活到100岁以上。

报道称，虽然日本政府宣称当今时代会有更多人活到
100岁，并强调需要按活到100岁的假设规划人生，但调查结
果显示，大多数人不想活那么长。

据报道，位于大阪市北区的日本安宁疗护基金会2022年
9月委托一家研究机构对全国范围内20岁至70岁的约500
名男性和500名女性进行了线上调查，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活
到100岁以上。

约70%至80%的各年龄段受访者表示，他们不愿意活到
100岁以上。做出这一表示的女性比例为83.5%，明显高于
给出同样答案的男性的72.4%。当被问及为什么，且可以有
多个答案时，59%的受访者表示不想打扰家人或其他人，
48.2%的人表示身体状况会逐渐恶化，还有36.7%的人表示担
心自己的财务状况。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截至2022年9月，日本100岁
以上老人有90526人，较2021年9月增加约4000人。

基金会的一位代表评论说：“我们惊讶地发现，希望活到
100岁以上的人比我们认为的要少得多。随着‘百岁人生’日
益成为现实，人们可能已经开始质疑他们是否真的对此感到
高兴。” （来源：参考消息网）

加拿大一女市长披露
自己是性侵案受害者

加拿大大蒙特利尔地区隆格伊市年轻的女市长凯瑟
琳·傅尼叶近日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公开承认，自己是一名前
省议员性侵案的受害者。

前魁北克省议员哈罗德·勒贝尔因发生于2017年的一
起性侵案而在2020年底被捕。今年1月底，他被判处8个
月监禁。他也被禁止与受害者联系，并将被登记为性犯罪
者20年。

尽管法庭当时通过出版禁令对受害人姓名给予保护，但
傅尼叶回忆说，仍有媒体透露了可以识别她身份的信息。之
后，傅尼叶同意参与拍摄一部关于她的经历的纪录片。

4月18日，依据傅尼叶向法院提出的申请，关于其身份
的出版禁令在法官批准下获解除。她参与拍摄的纪录片也在
同日向公众亮相。

傅尼叶表示，自己走出困境的意义已超越了判决。她希
望通过公开自己的经历，让悲惨的事件最终能带来积极的结
果，做有用的工作。

现年31岁的傅尼叶曾经在2015年参加加拿大联邦众议
员选举但以小幅劣势落败。她在2016年12月至2021年11
月担任魁北克省议员，并在2021年11月当选隆格伊市长。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魁北克省长勒戈、蒙特利尔女市长普
兰特均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称赞傅尼叶的勇气和力量。

（来源：中新网）

巴西打击校园暴力
加强武装安保

图特写特写

展示语言魅力展示语言魅力 增进文明互鉴增进文明互鉴

▲

4月19日，表演者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展示汉服。当
日，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联合国中文日活动，观众可在现场欣
赏汉服、武术和茶艺等表演，体验了解中国书法、中国美食、中
文课程和中医文化。 新华社记者 王天聪/摄

据联合国官网消息，第14个联合国中
文日（4月20日）到来之际，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活动在世界各地举行。从书法、绘画、
艺术到哲学思想，人们再一次全方位体味到
中文与中国文化蕴藏的能量。

为强调语言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推动
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的平等使用，联合国新
闻部（现全球传播部）于2010年宣布启动联
合国语言日。

同年，在经过国内专家论证之后，中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建议，将中文日
定为每年4月20日。这一天正值中国传统

节气“谷雨”，相传这一节气的确立恰好与
“中华文字始祖”仓颉造字成功有关。

自此，在每年的中文日前后，纽约联合
国总部、各地办事处以及其他一些联合国机
构都会推出相应的庆祝活动，这已然成为人
们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

从联合国成立之初就被确定为正式语文
以来，中文在联合国多边事务中的作用越发
凸显。1973年，联大将中文列为工作语文；次
年，安理会也将中文正式列为工作语文。20
世纪90年代以来，还有越来越多的联合国办
公室和工作人员开始使用中文工作。

▲

4月20日，在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人们在联合国
中文日庆祝活动上体验书法。

新华社发（泽利科·斯特凡尼奇/摄）

联合国中文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