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 话

日前，“社会性的艺术——北欧艺术家当代艺
术展”在厦门市翔安区金海街道澳头社区的厦门·
北欧当代艺术中心举办。11位来自丹麦、挪威、瑞典
的北欧艺术家带着他们的创意和作品参展。

展馆入口，是一张刚刚完工的“对话长凳”，它
吸引了许多观众落座，并与艺术家对话。这是瑞典
艺术家朋图斯和丹麦艺术家蒂娜夫妇的作品。长
凳为 S 形，为会面和长时间交谈提供了空间，它的
设计让双方既可保留私人空间，又可相坐一处。椅
背部分，蒂娜创作了色彩鲜艳的花朵，烧制成瓷片
用以装点；朋图斯创作的童话般的奇妙生物形象
也被镶嵌其上。它有动物的头、手和脚，又有人类
的身体和充满爱的表情。朋图斯用一生时间围绕
这个形象进行创作，将之打造成北欧家喻户晓的
公共雕塑形象。朋图斯说，它传递了世界上最重要
的情感——爱。

有趣的是，蒂娜在澳头海边捡拾到的古瓷片、
贝壳，购买的功夫茶杯也如星辰般点缀在“对话长
凳”上。她告诉记者，在北欧，人们大多是丢一小把
茶叶在大大的马克杯里，就能喝上一整天。但来厦
门后，她发现每个人都会请你喝一杯功夫茶。大家
用各自的小茶杯共享一壶茶，谈论过去、未来和世
间一切，有趣极了。自从喝上闽南功夫茶之后，蒂
娜一家就爱上了这种喝茶方式。“在忙碌了一整天
后，我会给自己好好泡上一杯功夫茶作为犒赏。有
重要客人来，我们也会招待他们喝杯功夫茶。”蒂
娜说，陶瓷本来来自中国，进入丹麦后融入了当地
文化，经由艺术家创作，又以一种新的形象重新回
到中国。这张“对话长凳”上，有丹麦烧制的瓷片，
有中国的古瓷和功夫茶杯，这也是一种对话，象征
着不同民族和文明用彼此尊重、对等的方式进行
交流。

丹麦艺术家蒂娜·雅各布森一直致力于以诗意
的方式对城市与自然环境进行诠释。她这次所展出
的新作品《忽至的紫色情愫》是一系列在纸张和亚
麻布上创作的画作，以福建连绵起伏的山峦作为创
作对象。“你知道我们丹麦几乎没有山，丹麦的最高
山叫‘天山’，海拔却只有 170 米。所以对我来说，山
就是梦想和远方。福建的山峦起起伏伏，像生活起
起落落，有很丰富的意涵。”蒂娜很喜欢中国绘画，
她形容自己正像个孩子一样在学习中国画。尽管使
用油画笔作画，但《忽至的紫色情愫》却有着明显的
水墨画印记，她还别出心裁地在墙上勾勒出山峰的
轮廓，把一幅幅画作连起来，变成一个独立的展览
空间。而画作重叠交错，像拼贴画一样挂在墙上，更
给人一种层峦叠嶂的感觉。

至于为何选用紫色，蒂娜·雅各布森说：“紫色
是我以前在创作中一直规避的颜色，因为它是红色
和蓝色的混合物，而这两个颜色总是互为对立。然
而，当今世界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也使对话
交流变得尤为重要，就像把红与蓝混合一样，有出
人意料的效果。”

了 解

“其实东西方之间也特别需要这样一种对话。
世界上很多偏见、误解就是源于信息的匮乏，大家
需要更多地去互相了解。”本次参展的瑞典籍华人
艺术家王彤曾在丹麦皇家美术学院、厦门大学艺术
学院担任客座教授。2017 年，他和太太蓝兰一起推
动成立了厦门·北欧当代艺术中心。他告诉记者，在
澳头驻留 10 天，除了艺术创作，北欧艺术家还练太
极、唱南音、学书法、画国画……全身心地感受中国
文化，汲取营养。王彤和他们闲聊，看到蝴蝶，就讲
讲“庄周梦蝶”的故事；路过鱼塘，便聊聊 2000 多年
前，庄子与惠子那场关于“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著
名哲学对话。中国文化以一种十分轻松愉悦的方式
进入北欧艺术家的文化语境，并成为其创作灵感的
源泉。

丹麦艺术家马斯用中国人虔诚的方式，点上
香，请求村里一棵百年古榕允许他剪下一缕根须来
做 他 的 作 品 。丹 麦 艺 术 家 意 博 的 作 品《水 平 的
DNA 巴别塔》，将 DNA 研究的新成果与中国古典
绘画的散点透视法相结合。他在自我介绍中这样写
道：“早在 1000 多年前，中国画家就在山水画中运
用了先进而诗意的多视角透视法，自从我第一次看
到它以来，它就让我着迷。我也一直在研究如何将
其运用到绘画中以增加灵活性，而不让画面最终陷
入纯粹的抽象或平面。”

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从艺术家的作品中可见
一斑。“但他们对中国文化并不是全盘照抄，而是
中西合璧融会贯通，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也
是优秀艺术家的特征。”王彤说，一个文化传统如
果能和外来文化对话，才是有影响力和活力的，
这也是他邀请北欧艺术家来澳头驻留采风创作
的初衷。

村子里，艺术家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澳头
很小，从村头到村尾半个多小时就走完了。但对
于他们来说，这里却是新奇而且轻松自在的。在
澳头的一天是从咖啡加葱油饼的早餐开始的，村

庄不像大城市那般熙熙攘攘，时光在这里放慢了
脚步。艺术家在当地人文环境中寻找灵感。他们
饶有兴致地去看村民做饭、小摊上的瓜果菜蔬，

发现双清桥边的花开了，还有巷子里的那一张张
淳朴的笑脸。艺术家在村里闲逛，经常有村民请
喝茶吃酒，有时碰上饭点，还能“蹭”一顿。村里大

榕树下，人们熟络得像一家人。晚上广场舞时间，
村子又成了个露天派对，人人都可以加入。“社会
性的艺术”展前夕，澳头当地乡贤蒋永泰请北欧
艺术家及其亲友到自己的闽侨文史馆一起联欢，
闽南歌、京剧等轮番上演，北欧友人则集体吟唱
了一曲北欧民歌作为助兴。

“澳头是北欧艺术家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这
里的生活节奏和北欧一样慢悠悠，村民热情而质
朴，艺术家可以很容易地融入在地，人与人之间的
真诚和友好完全不受语言和文化的阻隔。”现在回
想起来，王彤觉得落脚在澳头而不是城市里，确实
是最好的选择。

礼 物

在 厦 门·北 欧 当 代 艺 术 中 心 里 ，可 以 看 到
历 次 展 览 艺 术 家 们 留 下 的 诸 多 作 品 。此 次“ 社
会 性 的 艺 术 ”展 中 朋 图 斯 和 蒂 娜 的“ 对 话 长
凳 ”、挪 威 艺 术 家 尼 尔 斯 的 装 置 艺 术“ 妙 奇
屋 ”、丹 麦 艺 术 家 凯 伦 的 雕 塑《漂浮的海床》等 ，
都 将 在 展 览 结 束 后 长 留 于 此 ，是 艺 术 家 们 留 给
澳 头 的 礼 物 。

蓝兰，厦门人，澳头北欧当代艺术中心馆长，
也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这 20 年来，蓝兰与先生王
彤一直致力于促进北欧与中国的文化艺术交流，
策划举办了 200 多场交流活动。她告诉记者，小小
的澳头村，这两年还吸引了挪威驻华大使白思娜，
瑞典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欧汉询，丹麦驻华大使
馆公共外交主管、文化顾问尼古莱等前来参观。丹
麦皇家美术学院前院长艾西·玛丽专程来澳头拍
摄纪录片。

想起 2016 年第一次在澳头办展，蓝兰记忆犹
新。那年，在“与海相连，包容共生”国际艺术展的启
动仪式上，蓝兰播放了一个短片，北欧与澳头，相隔
千里，靠海连接，地球上的两个小圆点，因为大海的
共通取得了联系，从此奠定了如今北欧当代艺术中
心的雏形。那次展览展出了 15 位北欧艺术家的 130
件作品，许多材料就来自于澳头渔民闲置在厝边的
渔网、泡沫、海蛎壳等。作品类型非常丰富，包含了
油画、版画、纸本水墨、摄影作品、雕塑、装置、影像
等。好奇的村民争相前来看展，他们的热情也让北
欧艺术家们深受感动。以创作各种兔子形象闻名的
丹麦艺术家拉尔斯·兰，把当地渔民捕鱼用的泡沫
材料制作成一只手捧红心的大白兔，这颗红心也是
献给澳头的礼物，旨在唤醒人们重新珍视渔村文
化。这些当代艺术作品在澳头怀远湖畔的一间红砖
老厝中展出，视觉冲击力强烈，又毫无违和感，让人
耳目一新。“我们一直在厦门寻找有特色的展览场
地，当时正好碰到澳头在引进艺术家，它淳朴的闽
南风情吸引了我们。”2017 年 12 月，厦门·北欧当代
艺术中心正式在澳头挂牌。

对于澳头人来说，突然出现这么多外国人无疑
是件新鲜事。蓝兰回忆起刚开馆时，很多村民端着
饭碗或是拍着篮球就进来了，一边看一边大声嚷
嚷：“这是什么东西？”“村民很爱问，我们就慢慢
讲。”蓝兰说，比如抽象艺术就像一首乐曲，你可能
不太清楚它要表达什么，但那些线条、色彩的组合
就像音符一样，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而且，对艺术
作品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赋予作品新的意
涵。村民的改变蓝兰看在眼里，“到后来，村民比我
们还会讲，还加入自己的各种演绎，很有趣。现在只
要有展，他们就呼朋引伴地来看。他们还会用牡蛎
壳装点自家外墙，把花台砌得错落有致，生活中处
处可见艺术”。

苏 亮 谣 是 澳 头 一 家 餐 厅 的 老 板 ，女 儿 喜 欢
画画。以前有时他会觉得女儿画得不够像。自从
看了家门口的当代艺术展，他突然觉得“画得不
像也很好啊”。苏亮谣告诉记者，在农村，以前是
很 难 看 到 一 个 外 国 人 的 ，更 不 要 说 外 国 当 代 艺
术，现在自己在村子里跑步，常有外国艺术家热
情 地 跟 自 己 打 招 呼 ，觉 得 澳 头 好 像 一 下 子 就 跟
国际接轨了。这几年，随着来看展的人和研学的
学生越来越多，澳头也冒出了一家又一家餐厅，
生意红火。

海鲜馆大厨陈清明只读过小学，当了 30 多年
厨师。没有任何绘画基础的他在看展之后突然拿
起画笔开始画画。画纸是海鲜馆里撕下来的旧挂
历，创作对象是每天锅里烹煮的鱼、虾、乌贼等。蓝
兰觉着陈清明画得挺有意思，就给他办了一场小
型个展，海鲜馆的老板娘还专门组织了一帮“员工
亲友团”来给他捧场。来澳头参展的挪威艺术家阿
尔弗雷德看过陈清明本真朴拙的画后很激动，称
一定要邀请其在同样沿海的挪威渔村也办一场展
览。“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艺术的种子，它需要的
是被唤醒和浇灌。陈清明在画画的过程中所体验
到的快乐，还有潜能的被唤醒，就是艺术最大的价
值。”蓝兰说。

近几年，澳头陆续又有了超旷美术馆、容美术
馆等不同主题的美术馆入驻，村子里还有了一间自
己的村史馆。从黄毛小儿到耄耋老人，逛美术馆是
澳头人的日常，艺术也成了他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艺术无国界，它离普通人并不遥远，是人人都能读
懂的“语言”。正如北欧不远，澳头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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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践行者、厦门·北欧当
代艺术中心发起人，瑞典籍华人艺术家王彤和策
展 人 蓝 兰 ，20 多 年 来 已 成 功 举 办 了 200 余 场 展
览，为中国和北欧的艺术家提供了许多交流的机
会。年复一年，这种交流变得更广泛、更深入。他
们不但把北欧艺术家请进来，更致力于把中国文
化带出去。

记者：这次展览名为“社会性的艺术”，这个主
题是如何选定的？

王彤：我在北欧已经生活了 30 多年，尽管在地
缘上它离中国很遥远，但北欧艺术家或者说北欧人
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发生的事情最终都和自己有关。他们很关注社会生
活、自然万物，艺术家们的创作介入了身边发生的
几乎所有事情。艺术绝不仅仅是发生在一个美术馆
之内，它会和所有的人形成一种关联，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强调社会性的艺术。例如这次丹麦艺术家凯
伦的作品《漂浮的海床》，就是使用可回收材料重新
塑造了卡特加特海峡中的海底礁石，以艺术的方式

表达了对海床保护的呼吁。
记者：把厦门·北欧当代艺术中心放在澳头这

个小渔村，最初有没有担心村民看不懂？
王彤：把北欧当代艺术中心放在澳头，既与我

的成长和创作经历有关，也是机缘巧合。我觉得对
村民特别是对儿童来说，对当代艺术的认知恐怕更
容易。因为他们自己对艺术没有一个固定的认知模
式，并不是非要站在某一个美学角度或者是某一个
文化区域来看艺术，艺术有无限可能。尽管艺术中
心设在澳头，我们还可以通过网络传播到世界各
地，这很有意义。

记者：把大批北欧艺术家请到澳头来后，您有
观察到他们的变化吗？

王彤：这些艺术家只要来过澳头一次，就会不
断地来中国，有的是自己到各省旅游采风，有的还
带着亲朋好友来。比如此次参展的丹麦艺术家克
劳斯曾专门到西安临摹寺庙和古墓前的狮子雕
像，他的狮子石雕作品就陈列在丹麦皇家园林里。
朋图斯曾任丹麦康纳美术家协会主席，他和蒂娜

的家中随处都能看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家
里的客厅挂着一幅郑板桥“吃亏是福”的拓印，桌
上摆着漳州窑瓷盘，沙发上铺着中国牡丹和凤凰
图案的中国土布，他的作品中也蕴含着中国亭子
等丰富的中国元素。

在欧洲大多数的美术学院里，现在仍找不到一
支毛笔。但当艺术家们来到中国，接触到国画之后，
他们会尝试拿起毛笔在宣纸上作画，试着使用散点
透视法等。文化交流是双向受益的。对当代人来说，
应该有一个全球化的视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也是
在不断发展当中的，只继承远远不够。

记者：你们现定居于瑞典，在当地也做了许多
推广中国文化的工作，他们的反响和接受度如何？

蓝兰：在瑞典斯库鲁普市，我们策划了一个“糖
盒子”计划，2011 年起至 2017 年共办了 32 场“聚焦
中国”的展览及文化活动，办了“陶瓷回归中国展”、

“中国彩墨——福建艺术家展”、“东方绘画精神与
表现”座谈会等，当地政府和媒体给予积极的支持
与宣传。丰富多元的交流活动成为斯库鲁普市重要

的文化事件。
前两年，我们在瑞典创办了文化中心。去年厦

门国际海洋周的蓝色梦想国际当代艺术展就同步
在那里举行。今年，我们还会做一个厦门非遗出海
的主题展。这些持续不断的活动经常被当地媒体
大篇幅报道。有一天，我们收到一张纸片，是一个
当地男孩用自学的中文写的几个字：“我爱中国。”

记者：这些年你们除了把北欧艺术家带到中国，
也把中国的艺术家带到海外去。这样做的目的为何？

蓝兰：东西方特别需要这样一种融合。随着中
国的开放，中国艺术家更多地看到了西方的艺术，
有机会和西方对话合作。西方也需要中国文化几千
年来积淀下来的底蕴和灵感。随着交流的深入，中
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我希望有更多中
国艺术家和中国人走出去，世界上每一个文化遗产
都是我们的财富，要做一个开放的人，从世界文明
中汲取营养。

记者：您认为来自不同国度和文明的人们相互
尊重、平等交流的根基在哪里？

蓝兰：文化因不同而有趣，交流的根基在于知
己知彼、不卑不亢。每个在海外的中国人更会知道
自己文化的珍贵，也更珍惜自己的民族属性和基
因，并在中外交流中努力把它发扬光大。另外，我认
为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愿意为他人付出是最优良的
品格。有个瑞典朋友曾经郑重地对我说：“人一辈子
一定要有个中国人做朋友，因为中国人的良善友好
是骨子里的。”

我们想把中国文化带出去
——访厦门·北欧当代艺术中心发起人王彤、蓝兰

□本报记者 陈梦婕

挪威艺术家尼尔斯的装置艺术“妙奇屋”邀请观众一起来参与编织，并在悬挂的细线上写下他们的梦想。

北欧艺术家及其亲友和澳头村民在闽侨文史馆联欢。

新华社台北4月22日电 纪念郑成功诞辰 400 周年座谈会
22 日在台北举行，台湾多个团体、近代史专家学者共同研讨郑
成功收复台湾的时代和历史意义。

“今天我们纪念郑成功诞辰 400 周年，是为了缅怀这位伟大
的民族英雄。”台湾史研究会理事长、统一联盟党主席戚嘉林表
示，郑成功英勇反抗外来侵略势力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中华民
族抵御外侮、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鲜明教材。

《观察》杂志社发行人纪欣表示，郑成功打败荷兰殖民者
收复台湾，捍卫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他还大力传承中华
文化，促进海峡两岸文化的融合发展。“我们纪念郑成功，要
弘扬传承他的民族精神，更要在新时代唤醒‘两岸一家人’的
历史记忆。”

台湾海洋大学教授卞凤奎是海洋文化研究专家。他说，台
湾的海洋文化研究离不开郑成功研究。“然而，受‘去中国化’
教育的影响，台湾年轻人查阅古籍文献的能力越来越差。眼
下，有关郑成功研究的学术专著和期刊论文尚不曾中断，学位
论文却从 2020 年以后就检索不到了。长此以往，我很担心会造
成学术断层！”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召集人、劳动党主席吴荣元表示，面对岛
内“台独”势力各种扭曲史观的“去中国化”行径，我们要弘扬郑
成功伟大爱国精神，坚定反对“台独”，坚决捍卫国家领土完整，
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郑氏后代、台湾郑成功文化协会理事长郑昭明，佛光大学历
史系教授卓克华等发言指出，郑氏家族收复台湾后，屯垦开荒、
兴办教育、发展贸易，为台湾开发与建设作出历史性贡献，也让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深植于台湾人民心中。

郑成功是福建南安石井镇人，出生于 1624 年。1661 年至
1662 年初，他挥师东征，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沦陷了 38年的宝
岛台湾。300多年来，郑成功一直作为民族英雄被两岸同胞传颂。

座谈会由台湾郑成功文化协会主办，台湾史研究会、两岸和
平发展论坛协办。

纪念郑成功诞辰400周年
座谈会在台北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敏霞 文/图） 由东南亚国家留学生联袂
表演的滴水礼拉开演出的序幕、马来西亚二十四节令鼓队的阵
阵鼓声点燃了现场气氛、具有东南亚风情的舞蹈美轮美奂……
21日，华侨大学举行一年一度的东南亚泼水节（上图）。

泼水节也称宋干节，是东南亚国家的佛历新年，是东南亚最
盛大的节日之一。节日期间，人们互相泼水祝福，有着“洗去过去
一年的不顺，带来好运”的祈愿。

来自缅甸的外国语学院大三学生卜欣怡是泼水节的表演者
之一，她身穿传统服饰、头戴鲜花，自信地展示缅甸风情舞蹈。

“这是我第一次走上华大泼水节的舞台，这里的过节氛围很好，
体验真棒！”卜欣怡说。

到了泼水狂欢的时刻，师生们一起冲入场地中央，开启一场
水花与祝福的狂欢。水盆、水枪、水瓢等齐上阵，各国学子以水花
作礼，送上真挚的祝福。

据介绍，此次活动涵盖文艺汇演、选秀比赛、泼水狂欢、
美食节等环节，旨在以真情交流文化，共筑境内外学子的友
谊桥梁。

华侨大学境内外学生欢度
2024东南亚泼水节

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 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

厦门翔安澳头社区厦门翔安澳头社区，，是一个至今仍保留着红砖大厝是一个至今仍保留着红砖大厝、、

庙宇宗祠庙宇宗祠、、侨舍洋楼等历史文化遗存的闽南小渔村侨舍洋楼等历史文化遗存的闽南小渔村。。百年百年

前前，，这里曾是舟船往来的古渡这里曾是舟船往来的古渡，，如今如今，，澳头迎来了大批北澳头迎来了大批北

欧艺术家欧艺术家，，他们在此采风创作他们在此采风创作，，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当当

艺术家们带着中国文化的印记离开时艺术家们带着中国文化的印记离开时，，也给澳头留下了也给澳头留下了

礼物礼物——

北欧不远
澳头来会

□本报记者 陈梦婕 文/图

新华社南京4月22日电 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
郭金龙与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 21 日在南京举行工作会晤。双
方商定 2024 年峰会年会主题为“打造两岸新时代产业链 促进
两岸经济融合发展”，并就进一步深化两岸产供链合作，继续支
持台企融入大陆内需市场、参与区域重大发展战略，加强双方各
层面、各领域交流合作等重点工作达成共识。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 22 日在常州会见刘兆
玄一行。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马英九及台湾青年时发
表重要讲话，在两岸关系面临新形势、发生新变化的背景下，站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高度，深刻揭示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历史事实，宣示了坚定推进反“独”促统的意志决心，展
现了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利益的真情实意，强调了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表达了对两岸青年的关心关爱和殷切
期许，号召两岸同胞携手同心实现民族复兴，为两岸关系发展指
明了方向。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
定反对“台独”，在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基础上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始终以台湾同胞福祉为念，率先同台湾
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享大陆发展进步成果，积极
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让台湾同胞未来更美好。希
望峰会汇聚两岸企业家力量，继续以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增进同
胞福祉为重，为两岸产业合作搭桥，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开路。

刘兆玄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立足中华民族、中华文
化，在台湾引发强烈反响，让台湾民众感受到浓浓的善意。特别
是习近平总书记与台湾青年面对面交流，让包括青年在内的广
大台湾同胞深受触动，备受鼓舞。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都是
炎黄子孙，本来就是一家人。峰会台方将积极推动两岸产业链供
应链融合发展，促进两岸经济合作，致力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当日，郭金龙、刘兆玄在常州为“两岸新能源汽车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基地”揭牌，峰会双方还举办了两岸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企业对接交流活动。

两岸企业家峰会
在江苏举行工作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