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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民眾的“笑穴”是差不多的，但因為國

情不同有些微分別，比如有諷刺時事的，而

中國則有很多同音字諧音字的點子。

早在2002年，上海人民滑稽劇團就與吉

本興業的“吉本新喜劇”建立合作關系，簽

署了友好協議。此後，雙方每年都進行不同

形式的藝術交流，為豐富繁榮中日文化交流

做出貢獻。2006年，經典劇目《七十二家房

客》訪問日本，在東京、大阪等地連續公演

6場，好評如潮，載譽歸來。吉本新喜劇被

人民滑稽劇團移植引進，進行本土化再改

編，既不失吉本新喜劇本身的精髓，同時又

充滿了濃鬱的海派滑稽風味。2010年，吉本

興業策劃和制作中國歌壇天後王菲個人演唱

會──王菲2010巡唱，轟動中國；2011年，

吉本興業與SMG合作，共同制作電視節目

《東京我最行》，由伶俐和佐籐麻衣介紹東京

的時尚和流行，收到中國年輕一代觀眾的歡

迎。

在第五屆沖繩國際電影節期間，吉本興

業公布了與香港的CONTENT LAND INC.

合作的消息，旨在開拓日本作品推向亞洲的

強有力渠道，大到引進時的版權和法律問

題，細節到字幕、翻譯、適應當地的改編，

實施版權、包裝、宣傳等一條龍計劃，實現

全新規模和速度的中日文化交流。

很勤勉，但其中一個人不怎麼幹活，卻在旁

邊搞笑，於是9個人說，這個人不幹活，趕

出我們的小組吧。隻剩下勤勉的9個人時，

卻發現工作效率低了──這就是娛樂的力

量，歡笑的力量，綜藝的力量。

“吉本興業是一個綜藝文化公司，以演員

和藝人及職員之間的相互信賴關系為基礎，

是一個面向大眾奉獻的公司。無論時代如何

變換，這一點都不可改變”。這是被收錄在

大崎洋名言集裡的一句。

其他名言也十分引人深思。“用自己的

力量紮根土地，用自己的力量吸水，用自己

的葉子來進行光合作用，用自己的力量驅

蟲，這樣的農作物就很強也很美味。蔬菜是

這樣的，人也是這樣吧。”

“上司不能對部下有嫉妒心理。有時候帶

著優秀的部下去電視台打招呼，結果對方使

勁讚美部下，上司會瞬間閃過念頭，覺得那

我這個社長如何啊？但如果這時候不能夠很

真誠地為自己的部下成長得如此優秀而欣慰

喜悅，就會成為拖人後腿的上司。這對於個

人或是公司都是很不幸的事。”

採訪大崎洋社長，讓人感受到正如沖繩

國際電影節宗旨的詞：歡笑，和平。他溫厚

智慧的談吐傳遞出深厚的正能量。

本報訊（記者 張石）由日中友好會館

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人力資源研究培訓

中心、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央國家機關分

會、中國書法研究院共同主辦的“第三屆

中日議員．公務員書法展”3月25日在日中

友好會館美術館隆重開幕。由中國書法研

究院院長、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張傑為團

長，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

席言恭達為副團長的中國公務員書法代表

團一行來日參加展覽開幕式。

日本農林水產省大臣、參議院議員林芳

正、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公使湯本淵、日本原

參議院原議長、參議院議員、日中友好會館

會長江田五月、公明黨代表、參議院議員山

口那津男等出席了開幕式並剪彩。

展覽薈萃了中國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

席李金華、全國政協委員、書協副主席言

恭達、中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文聯主席孫

家正、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書法家協會主

席張海、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曲藝家協會

主席姜昆、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菅直

人、自民黨副總裁高村正彥、日本眾議院

議員、民主黨代表海江田萬裡、參議院議

員、日中友好會館會長江田五月、民主黨

參議院議員蓮舫、等中日雙方知名人士各

50幅共 100幅書法作品。中國駐日本大使

館、日中友好協會、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

會、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日中友好議員聯

盟、日中經濟協會、日中協會為本展做後

援單位。

日中友好會館會長江田五月首先代表

日方主辦方致辭，他在致辭中表示：雖然

這個書法展似乎和現在的氣氛不和，但是

■ 本報記者 杜海玲

自由而充滿親和力

在採訪之前，記者為了有所了解大崎洋

社長的情況，在網上搜索了維基百科，結果

一開始，就寫他如何在年輕時打麻將輸了一

個通宵，望著窗外黎明，大喊一聲“我要成

功”。對此，在採訪時，大崎洋直接否定

了。“那是笑話”，他說，他從來沒有過立

志向上的決心，倒是十分自然地走到如今。

一個有百年歷史的日本最大綜合藝能公

司的社長這樣說，聽上去仿佛是過分的謙

虛。然而面對大崎洋本人，就能感覺到他的

真誠和寬厚。也許如他所說，他並非是一個

非常有上進心，非常想鑽營而獲得成功的

人，他自身擁有的風范與親和力，使得他周

圍積聚起人才。

聽大崎洋說學生時代，就感到他在家長

的包容和愛護下度過了非常自由自立的時

光。不愛學習，考試靠抄，老師請他母親到

學校。母親是一個幼兒園的老師，她說，

“我在幼兒園工作，習慣上就是要找每個孩子

的優點，所以我的兒子一定是有什麼長處和

優點的”。而大崎洋的老師說：一般情況是

這樣，可是這個孩子真沒什麼好處啊。

母親聽後哭成淚人，但依然給他自由。

高考時，第一年沒考上，第二年依然沒考

上。大崎洋告訴記者，“人到了那時候真的

會想的，我想到，如果我再考一年考不上，

不就等於高中就讀了兩次嗎？這世界真是人

和人不一樣啊，有的人讀一次高中就考上大

學，有的人讀兩次高中還沒考上。”自此，

大崎洋開始感到得學習。可是幾乎沒有過書

本學習經驗，跑去問優秀的老同學：你教教

我，學習是怎麼一回事？”從暑假開始發奮

學，僅用幾個月時間，他考上了關西大學。

充分印証了隻要開始學就能學會的頭腦。而

此前他自由的人生，也許是使得他擁有了書

本知識以外的更廣闊的做人的能力。日語有

一個詞叫做“人柄”，指人品和個性，無疑

大崎洋擁有超出常人的一種品性，令人信賴

並愿意靠近。

幾個在日本最當紅的主持人，都曾在年

輕時候找他商量，“幫我看看這裡這麼演如

何？”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致力於華語市場

近十多年，大崎洋很重視華語市場，他

告訴記者，原因有兩個。一個是身邊有彼此

信賴的中國人才高龍太郎負責亞洲海外事業

中心，一個是因為中國地大物博，很有市

場。到目前為止，大崎洋本人去過中國達300

次，上海、杭州、海南島、北京、大連、雲

南、西藏、西雙版納……少有他尚未去過的

地方。

對於兩國的曲藝節目，大崎洋表示其實

以歡笑和幽默奉獻社會

吉本興業東京公司設在新宿區，設在一

個廢棄的小學裡，大堂是從前的體育館，辦

公室是一間間教室，還有中間的操場讓大崎

洋和同事漫步想點子。這使得該公司看上去

就與眾不同。當時新宿區長給他打電話說，

有這麼個學校，你們要不要搬過來，大崎洋

立即說好。新宿區長當時有一個設想，那就

是讓新宿恢復它本來該有的形象。從前，新

宿的歌舞伎町是演藝地區，而如今漸漸發展

出紅燈區的意味，希望吉本興業搬來，正是

希望能正本清源。

對於歡笑之於當今社會的作用，大崎洋

告訴記者，就仿佛有10個人在耕地，9個人

希望通過此展覽更進一步地推動日中兩國

議員與公務員之間的文化交流，以漢字文

化促使日中兩國的長期友好發展。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公使參讚湯本淵致

賀詞說，很高興有這麼多重量級議員參展

並出席開幕式。該展對增進兩國議員、公

務員之間的了解、促進文化交流具有積極

意義。這個書法展在櫻花盛開的季節舉

行，也包含著中國關系不斷改善的信息。

自民黨議員、日本農林水產省大臣、

日中友好議員聯盟事務局長林芳正表示，

文化交流是推動兩國友好關系發展的重要

力量，希望中日友好像正在盛開的櫻花一

樣，春意盎然，沁人心脾。

公明黨黨首山口那津男致辭時回顧了

他今年一月訪華的經歷，表達了進一步加

強兩國友好關系與文化交流的愿望。最

後，政協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言

恭達與嘉賓們一起為開幕式剪彩。

觀眾們在參觀展覽後認為：中日兩國

議員公務員的書法水平如此之高令人讚

嘆，能如此集中地參觀到這麼多議員公務

員的書法作品機會難得，希望這個展覽不

斷舉辦下去，希望中日兩國時代友好。

開幕式結束後，日本國會議員與中國

公務員書法代表團的團員進行了交流筆

會，蕭洒揮毫。江田五月和言恭達等在揮

毫之後還互相交換書法留念。

中國方面為這次書法展做了細致的準

備工作，共收到來自全國的各級人大代

表、政協委員、公務員書法作品7228件，

經中國書協、中國書法研究院專家評委初

審和復審，選出50幅最優秀的作品來日本

參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