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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瓷泥、一双巧手，经过 10多
道工序和1300摄氏度高温烧制，在12
个小时的升温与 12 个小时的降温后，
一朵栩栩如生的陶瓷牡丹花“绽放”
开来。这一“妙手生花”的本领方寸
间见功力，细节令人叹为观止。

“古人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
春泥更护花’，爱花的我，希望运用现
代技艺，用泥土守护花朵永恒的美。”
香港陶艺家王俊贤说。

王俊贤曾是一名园艺设计师，自
幼就对陶艺颇感兴趣。一次出国交流
期间，他在欧洲古堡里被一个花瓶上
的陶瓷花深深吸引。“我当时想，古人
仅凭传统工艺就能制作出如此精美的
瓷花，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该如
何改良技术，使陶瓷花花瓣变薄且不
反光，令花朵不仅美，而且‘真’？”

回到香港后，王俊贤拜师学艺，
学习岭南陶艺文化，并查阅大量古今
中外有关陶瓷的典籍，试验各种技法
和配方……渐渐地，他发现传统制瓷
方法会上釉着色，这样一来花瓣就会
变得厚重且反光。他尝试把陶瓷釉药
加进泥里制花，这一改变使得陶瓷花
瓣不仅不反光，而且薄似蝉翼，边缘
处的褶皱如有“东风剪裁”之感。

他还使用含有高岭土的瓷土制
作，烧制温度可达 1300摄氏度，堪比
火山岩浆，从而烧造出瓷花的晶润透
光质感。靠着精湛的技艺，他让每片
花瓣都呈现出风向，做到以动衬静的
效果，实现了从“形似花”向“神似
花”的转变。

王俊贤对传统工艺的创新，让陶
瓷花焕发出“生命力”。“每当我把作
品带到国外展览时，很多观众都分不
清真花和陶瓷花，纷纷点赞中国风的
陶瓷艺术。”他说。

在所有花中，牡丹是王俊贤最钟

爱的花卉。为了更好塑造牡丹这一
“花中之王”的绝色，他常常从唐诗宋
词里寻找灵感。

牡丹从唐代开始流行，大量文人
墨客为其作诗。王俊贤说，古人用极
为精炼的语言去描摹意象，寥寥几笔
就可传神，美丽的诗句也为他的创作
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比如，在给
陶瓷牡丹上色时，欧阳修的 《洛阳牡
丹记》 中提到牡丹四大名种：姚黄、
魏紫、赵粉、欧碧，就让他豁然开
朗；在捏造牡丹形态时，苏轼的 《水
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萦损柔
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让他茅塞
顿开。

如今，随着陶瓷技术发展，世界
各地的陶艺工作者纷纷创作各式各样
的陶瓷花。谈及自己的创作特点时，
王俊贤说：“我的陶瓷花里‘藏’着唐
诗宋词，这让它们不仅是普通的工艺
品，更是中华文化故事的‘诉说者’。”

近年来，王俊贤的陶瓷花受到更
广泛的关注。今年 7 月，王俊贤携作
品亮相香港重要文艺盛事——法国五月

艺术节。由他策展的“绮丽浮华：法式
中国风”视觉艺术展大受观众欢迎。

他说，18 世纪时，由于关山阻
隔，当时的法国人只能想象中国的优
雅生活方式。“所以，我便以盛开的陶
瓷牡丹、茶叶、丝绸、东方绘画等营
造了一个18世纪的法式花园，并以近
百朵青花牡丹展示中国风对欧洲文化
和现代生活等方面的影响。”

王俊贤说自己有两个梦想，通过
展览向世界展示陶瓷文化就是其中一
个。“我相信陶瓷艺术品可以成为文化
传播的‘使者’。”他希望借助这些机
会，向世界讲述绚丽的中华文化故事。

王俊贤的另一个梦想，就是将陶
瓷花制作的手艺分享给更多人，让陶
瓷牡丹花“开”进寻常百姓家。为
此，他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坊，传承手
艺，分享心得。工作坊每次都报名满
额，至今已有超过3000人学习。

“很多人做完陶瓷花后告诉我，他
们非常希望从陶瓷开始，更多了解绚
丽多彩的中华文化。”王俊贤说。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黄茜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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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苗栗） 昭君文化交流活动
近日在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举
行，来自台湾苗栗和湖北宜昌
的昭君文化学者、昭君文化爱
好者和青年学子等120余人共聚
一堂，共话昭君，同叙乡情。

兴山县是王昭君的故乡，
苗栗县新莲寺是台湾唯一供奉
王昭君的庙宇。两地因昭君而
结缘，多年来一直保持紧密联
系，共同开展交流活动。2020
年，昭君故里成功申报“湖北
省对台交流基地”。

本次活动在 33 名青少年朗
诵 《昭 君 三 字 经》 中 拉 开 序
幕，在场的台胞台属、参会嘉
宾通过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
舞、同绘一幅画等 10 项活动，
不断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展现
了两岸同胞同心同向、携手前
行的美好愿景。

活动中，两地昭君文化协
会通过互赠“两岸一家亲”书
法作品、“永系情谊”锦旗，表
达宜台两地“共传昭君文化、
共享发展成果”的期盼。“虽然
是首次来到昭君故里，但见到
在 视 频 连 线 中 常 见 面 的 老 朋
友，感到格外亲切。”苗栗县昭
君文化协会理事长赵泰山说。

苗栗县昭君文化参访团还
先后到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屈
原祠、昭君村、高岚科普教育
基地、兴山高铁站等地进行参
访，详细了解兴山发展，为两
岸昭君文化交流建立良好平台。

兴山县委常委张华胜表示，兴苗两地以
昭君文化为纽带，持续推动文化、旅游、经
贸等领域合作，共同搭建起了海峡两岸情谊
绵长的“连心桥”，期盼与苗栗县在经济发
展、社会民生等领域进一步密切交流合作。

宜昌市台办主任李杰表示，昭君文化
中“以亲为荣”“以和为贵”“以美为好”
的精神内涵是宜台两地民众共同的文化认
同和价值追求。今后，宜昌将一如既往推
动两地民众交往交流，厚植同胞情谊。

▼ 两岸青少年在活动中展示创作的昭
君主题绘画。 袁选国摄

“两岸文学构成很好的映照”

“看到来自宝岛的文学同行，我感觉非
常亲切，这大概因为台湾文学在我们阅读体
验中早已成为很熟悉的存在。从余光中、白
先勇、席慕蓉，到蒋勋、张大春、杨渡……
从台湾作家的文字里，我们读到了细腻的古
典韵味。”浙江传媒学院教授鲁引弓说。

1954 年，台湾诗人洛夫、张默、痖弦
共同发起成立创世纪诗社，并创办 《创世
纪》 诗刊，有力推动了台湾现代主义诗歌
运动。“从创立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推动
两岸文学交流。”台湾《创世纪》诗刊执行
主编姚时晴说，借由诗歌节、创作研讨会
等交流活动，两岸诗人可以深化友谊并激
发创造力。

“我和姚主编估算了一下，在 《创世
纪》 诗刊发表过诗歌的大陆诗人，大概已
有数百人。以台湾的创世纪诗社、现代诗
社、蓝星诗社三大阵地为代表，两岸诗人
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一度非常频繁而密切。”
大陆诗人沈苇说。

“ 《联 合 文 学》 杂 志 1984 年 创 刊 ，
1987 年联合文学出版社成立，同年得到大
陆作家沈从文授权，在杂志上做他的专
题，并出版其著作。”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
总编辑周昭翡介绍，此后出版社也与莫
言、余华、苏童等大陆知名作家有过交流
合作。“很多人对台湾作家的认识还停留在
余光中、白先勇、张大春这个阶段，事实
上我们出版了非常多台湾年轻一代作家的
作品。我们希望通过交流认识更多大陆的
作家，也让大陆的好朋友们多认识我们台
湾的新生代作家。”

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总经理李文吉曾
负责众多畅销书的策划执行，在他看来，

“两岸文学构成了很好的映照。”不管是小
说、散文、诗歌，为什么这些书籍由繁体
字转成简体字在大陆出版，一样获得很好
的销量？他说，“就是因为两岸同文化、同
文字，连生活方式都一样，因此对于文学
的理解也是相似的。”

“每一次交流都不可复制”

“这次来的台湾作家，不少是熟悉的朋
友，还有些虽未谋面，但早就读过作品，
可以说是神交已久。”曾任 《台港文学选
刊》 主编的杨际岚说，我们有着“编者、
作者、读者”的多重身份，能够互相倾听
和阅读，这是很美好的事情。“每一次交流
都不可复制，我们很珍惜这些遇见。”

曲水流觞，兰亭赋诗。在浙江绍兴市
郊的兰渚山麓，两岸作家临水而坐，擎一
盏绍兴黄酒，即兴联句作诗。台湾作家罗
智成说，在他心目中，中国文化史上最优
美的两个典故，一则是宋明理学的“鹅湖之
会”（南宋时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
哲学论辩），再则是魏晋风流的“兰亭雅集”。

“特别是兰亭修禊之会，更有散文名篇
及书法经典来作见证，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的故事。每次看到这幅作品，都让人心向
往之。”罗智成说，他此前创作《舞墨》一
诗，专门谈论中国书法。墨华亭下，罗智
成挥毫书写“弦歌不辍”四字，留赠当地
文友。“这是孔子传承中华文明的理想，也
是我向往的境界。”

“在我开始对小说产生兴趣时，恰好读

到了鲁迅的作品，对我影响很深。”在参观
绍兴鲁迅故居、鲁迅纪念馆时，台湾 《联
合报》 副刊组主任宇文正感慨，这引发了
她“少女时期阅读的记忆”。数年前，她为
台湾出版的 《鲁迅文学奖作品选·散文卷》
作序，其中写道：“在近年台湾散文里，我
们往往读到的是人，人的生活，人的情感，
人的欲望。我读这系列大陆作家的散文，读
到的是土地、历史、时代与民族文化。”

“ 这 是 一 卷 从 大 地 山 水 里 长 出 的 文
字！”宇文正与两岸作家分享感悟，也惊喜
于书中写福建闽侯人林觉民的散文透露的

“原乡线索与震撼”。“我的祖籍是林森县
（隶属福建福州），上网一查才发现闽侯就
是林森，林觉民是我同乡。他住过的旧
宅，后来又成了冰心的故居。”

“ 一 片 冰 心 凝 长 乐 ， 八 方 热 血 掀 巨
涛。”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廖
咸浩在位于福州长乐的冰心文学馆题写诗
句。“冰心的作品我们在课本上读过，她的
小诗影响深远。我在台湾高校教书，本科
一年级的文学课程就会介绍冰心的作品。
我这次和作协的朋友说，阅读冰心，也可
以成为两岸很好的连接点。”台北教育大学
副教授杨宗翰说。

“用文学之笔书写所见所闻”

行程伊始，白日座谈之后，不少台湾
作家谈兴犹浓。他们相约西子湖畔、明月
楼头，有人唱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
刘半农的 《教我如何不想她》。此后两岸
作家且行且歌，从台湾民歌唱到港台流行
金曲，从电视剧 《红楼梦》 插曲唱到 《南
屏晚钟》，发现彼此的文化记忆果然交集
很多。

“西湖边上有个叫‘纯真年代’的书
吧，我这次一到杭州，就跟台湾作家朋友
说，一定要过来看看。正好 《江南》 杂志
主编钟求是也这么提议，算是不谋而合
了。”台湾诗人颜艾琳说，两岸作家在夜间
相约前往西湖边宝石山腰，在这家有着

“西湖文化客厅”美誉的书吧，围桌闲坐，
共话两岸文学情缘。

“纯真年代”书吧主人朱锦绣是浙江温
州人，烧得一手好菜。听闻书吧的沙龙故
事后，台湾 《文讯》 杂志社长兼总编辑、
纪州庵文学森林馆长封德屏说，纪州庵陆
续推出了多道“作家私房菜”，将来或许有
机会邀请朱锦绣来台一展厨艺，把故事“端
上桌”。“我选东坡肉吧，好多作家朋友都
说，我做的比餐厅的好吃。”朱锦绣笑道。

参观良渚博物院后，颜艾琳对良渚陶
器上的刻画符号着迷不已。“这些符号画的
是什么，又代表着什么意思呢？我抄画在
随身携带的速记本上，一路上反复拆解，
就像猜谜一样。”她打算创作 《陶说》 一
诗，速记本上已可见诗作的雏形。烟雨空
灵的江山廿八都古镇、“白天扛锄头、晚上
拿笔头”的余东农民画村、衢州孔氏南宗
家庙、朱熹讲学著述所在的武夷书院和考
亭书院，也让两岸作家赞叹连连。

“就在几天前，我还在阅读诸位台湾作
家的佳作，用文字构建对宝岛台湾的想
象。没想到几天后，我们成了这么好的朋
友，也一起探索了这么多的可能性。”中国
作协港澳台办副主任蒋好书说，希望台湾
作家朋友能用文学之笔书写此次所见所
闻，让岛内更多同胞了解真实美好的大
陆，也期待未来两岸文学交流更加密切。

“2023 台北街头艺
术嘉年华”近日举办，
街头艺人在各个街区
倾 力 表 演 、 一 展 长
才，吸引众多市民和
游客驻足欣赏。

◀ 街头艺人与小
观众一起表演魔术。

▼ 街头艺人在表
演抖空竹。

本报记者
吴亚明摄

诗书酬答，两岸作家的文学之约
本报记者 张 盼 文/图

大陆知名作家王旭烽第一次前往台湾是在多年以前。她回忆道，“桃园机
场是这样近，从上海起飞的航班，一会儿工夫就到了。我们参观了台北101
大楼，去南投县喝了绿茶，和台湾本地作家有着非常自如的交流。宝岛作家
雅致的风范，仿佛从线装书里扑面而来。”

在2023年两岸文学交流会上，王旭烽特意带来她最新出版的长篇系列小
说“茶人四部曲”，作为“对台湾作家代表团的致敬”。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家
协会主办，浙江省作家协会、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是近年来中国
作协组织的两岸文学交流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台湾作家24人、大陆作家22
人参与其中，在浙闽两地诗书酬答、采风交流、夜谈放歌，共赴文学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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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陶艺家王俊贤：

巧手捏得牡丹开
香港陶艺家王俊贤：

巧手捏得牡丹开

▲ 位于绍兴鲁
迅故里的三味书屋。

◀ 两岸作家参
观浙江文学馆。

▼ 台湾作家在
兰亭即兴题写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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