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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水墨遇到西方油彩

在家乡天津举办个人画展，圆了旅
法华侨画家李玉芬很久以来的一个梦。

不久前，李玉芬作品展在天津美术
馆举行，展览由天津美术馆、天津市文
物博物馆学会主办，天津市归国华侨联
合会、天津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支
持，展出李玉芬绘画作品 70 件，呈现了
她在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的艺术创作成
果。李玉芬说，本次展览选取“至亲至
爱”为主题，是源于自己对家乡天津的
感激之情：“我在这里受教育，对这座城
市的感情难以言表，希望通过一幅幅作
品来表达我对天津的爱。”

李玉芬生于天津，后旅居法国。她
以画笔呈现自然之美，描摹美好时光和
瞬间感悟。她认为，作为一名艺术家，
不仅要有艺术追求，也应拥有家国情怀。

天津美术馆馆长马驰认为，李玉芬的
绘画具有一种朴素的浪漫主义风格。朴
素源于她成长的家乡天津，人们质朴、真
诚，而她画作中的浪漫主义风格则是受到
了法国的影响。

许多在法国生活的华侨华人画家，
都有东西方艺术理念碰撞、融合的经历。

华人画家王衍成 14 岁开始学习绘
画。接触到法国印象派绘画风格后，他
只身赴法学习交流。熬过生活窘困和创
作瓶颈的他，最终凭借其富有东方神韵

的绘画作品赢得法国艺术界的认可。
回顾自己的绘画之路，王衍成感

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我的根，我
的绘画作品是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与海
外艺术进行对话。”

东方水墨在法国遇到西方油彩。画
出“国际范儿”的华侨华人画家还有很
多，李芳芳是其中一名。她结合中国传
统工笔技法与西方绘画表现方式进行创
作，为法文版 《西游记》 节选珍本精心
设计的石版画式插图受到当地读者欢
迎。她认为，自己的优势就是身居国
外，可以通过外国人熟悉的表现方式来
传播中国绘画艺术。

融汇中西，形成独特艺术风格

法籍华人艺术家叶星千出身于浙江
乐清的一个雕刻世家。19 岁那年，他独
自离开家乡，从上海启程前往巴黎求
学。为了生存，他曾在巴黎一间家具制
作坊制作中式家具，还做过小生意、当
过服装设计师。他将微薄薪水中的一部
分省下来，用于每周到巴黎各大博物馆
参观“充电”。由于在欧洲买宣纸不方
便，他开始尝试在油画布上画中国水墨
画。通过对画布的不断改良和尝试，他
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布面水墨油
彩”和“彩墨画法”。

“语言是我来法国时面临的最大问
题。”李玉芬说，为了迈过语言关，她在

当地学校努力学习法语。同时，为了在
艺术风格上有所创新，她研究了许多优
秀作品，与当地艺术家切磋，逐渐形成
自己的风格。

李玉芬发现，法国人的生活离不开
色彩，从家庭装饰到日常穿搭，处处都
讲究色彩搭配。法国人这种对色彩的重
视启发了李玉芬，在绘画作品中，她尝
试使用丰富的色彩来表现自然万物的联
系和美。

为何许多华侨华人画家喜欢在巴黎
生活？“这和众多中国现代艺术家留学法
国的传统有一定关系。”中国美术馆研究
员魏祥奇介绍，中国现代艺术家赴海外留
学始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上半叶，已
有大量中国艺术家负笈海外，其中以赴法
国者居多。彼时的巴黎，已是世界艺术之
都，多种艺术流派异彩纷呈。在法国，林
风眠、徐悲鸿等中国艺术家在艺术思想和
创作观念上不断学习新知识，并将其用于
实践，融汇中西，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
格。近年来，许多艺术家追寻前辈足迹，
赴法国学习、生活，加深对艺术的理解，提
高自身创作水平。

持续推动中法艺术交流互鉴

法国华侨华人画家在吸收西方绘画
艺术精髓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与中国文
化艺术的联系。

“我站在一个全新视角上，进行中西

文化的比较和审视，进而反观自己的艺
术，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我从心
态上依然更加趋近中国的艺术风格和文
化。”华人画家范一夫说，他除了坚持绘画
创作外，还在巴黎创办画廊，给众多在法
国的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艺术家搭建一
个展示作品的平台。后来，他又在北京开
办画廊，持续将吸收了西方艺术理念的华
侨华人画家的作品带回中国。“我要把中
国优秀的艺术家及其作品介绍到法国，也
要把优秀的法国华侨华人艺术家的作品
带回中国。持续推动这种交流，是我的理
想之一。”范一夫说。

李玉芬说：“来到法国后，我学习到许
多西方艺术流派的风格，但我骨子里依然
是东方教育的底子。因此，我不管画什
么，总是带有东方特色。我希望让外国人
感受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在法国，华侨华人群体努力融入当
地生活。”李玉芬说，法国有许多华侨华
人协会。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大家会举
办活动，向当地社会展示中华文化，热
情的法国民众也常常穿上中国传统服
饰，积极参与其中。

李玉芬认为，文化交流有助于促进
中法两国民间友好。她介绍，她所在的
艺术协会经常组织中国画家来巴黎交
流，法国艺术家也常携作品到中国举办
展览。“我愿做中法艺术交流的桥梁。希
望未来有更多中法艺术家通过交流互
鉴，形成兼具东西方特色的艺术风格。”
李玉芬说。

法国华侨华人画家——

“愿做中法艺术交流的桥梁”
彭训文 杨瀚如

不久前，旅法华侨画家李玉芬在家乡天津
举办个人作品展；华人画家范一夫山水作品展
在法国展出；法籍华人叶星千将中国传统国画
技艺与西方艺术创作方式相结合……近年来，
许多在法国学习、生活的华侨华人画家，通过
他们的作品为中法艺术交流架起桥梁。

法国巴黎是欧洲文化艺术的聚集地之一。
20世纪初，已有不少中国青年为追寻艺术之梦
来到这里。近年来，一些法国华侨华人画家
融汇中西，努力求索，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
格，活跃在中法文化艺术交流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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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彭训文、张岳怡） 近日，一
场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在北京燕达金色年华
健康养护中心举办。在北京市朝阳区团结
湖街道侨联组织下，来自厦门国际银行北
京亮马桥支行的工作人员走进疗养院，对
归侨老人就防范电信诈骗等主题进行宣讲。

“我曾经被骗子骗过钱。他们冒充理财
公司的人，说要帮我理财，最后把我的钱
转移走了。”一位归侨老人说，由于不了解
金融知识，她曾吃过亏。

在疗养院居住的归侨老人，他们的子女
大多身在海外，难以将一些细致的金融事
项、新的诈骗手段向老人们普及并及时进行
提醒和提供帮助，因此老人们面临较大的金
融风险。

作为讲解员，厦门国际银行北京亮马
桥支行零售业务部工作人员李梦玉围绕消
费者权益，讲解了关于个人理财、定期存
款等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特点；借助鲜活的
网络电信诈骗案例，讲解了诈骗的基本套
路和应对方式。

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利用新技术
进行诈骗的案例开始出现。讲解中，李梦玉
提到一个关于诈骗者用人工智能技术“换
脸”冒充亲人进行诈骗的案例，提醒老人遇
到类似情况要保持冷静，多方核实，避免上
当受骗。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现在金融领域
的诈骗手段五花八门，我也不了解。这些年
轻人来给我们提了个醒。”一名归侨老人说。

朝阳区团结湖街道侨联主席陈丽娟表
示，希望能为这些归侨老人在生活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提供一些帮助。

厦门国际银行针对华侨老人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
求，推出了一系列专项优惠举措，如通过华侨客户专
属金融产品、活动和绿色审批通道，为华侨客户提供
存款及贷款利率优惠。华侨客户在北京分行办理个人
跨境汇款业务还可享受手续费和电讯费全免等政策优
惠。此外，银行还会定期举办金融知识宣讲活动，为
华侨华人老年群体提供帮助。

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
关注华侨华人老年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不断提升华
侨金融服务水平，通过深化与侨胞群体联动，让更多
侨胞客户享受到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

近 日 ， 海 南 （文 昌）
乡镇排球联赛在“排球之
乡”文昌的玉阳公园排球
场打响。文昌市文城镇老
爸茶队和长坡镇石斑鱼队
进行了一场激烈比拼。

在赛场周边，出现了
上千人同喝老爸茶看球赛
的壮观场面。今年 60 岁的

“老爸”刘昊坐在赛场外，
点上一杯柠檬绿茶、一份
小点心，一边看球，一边
喝茶。“我刚刚退休，很享
受这慢悠悠的休闲时光，
平时也会和朋友来这里喝
茶聊天。”刘昊说。

“年轻时候的我一个人
可以和几个人对打，打一
晚上球都不觉得累。”说起
排球，“老爸”刘昊打开了
话匣子。他说，文昌的排
球氛围浓厚，排球的打法
更是多样，可以一打二，
也可以三打三。

“这两年乡镇排球联赛
发 展 很 快 ， 规 模 越 来 越
大。我们东阁镇去年是第
二名，今年的竞争更加激
烈。”文昌是久负盛名的

“排球之乡”，刘昊说，如
今各镇中小学之间也开始
组织排球比赛，这有助于
文昌排球运动的传承。

清星传统老爸茶店距
离球场近百米远，是不少
观 赛 人 群 的 首 选 看 球 地
点。“茶店 2022 年 5 月开
业，可以说是和‘村排’
一起发展起来的。”该店负
责人洪漫说，赛事期间，
市民、游客喜欢坐在赛场
边的天空广场上，点上几
样点心和茶饮，在美食的
陪伴下观看排球比赛。这
已成为赛场周边一道独特
的风景。

老 爸 茶 ， 即 大 众 茶 。
一壶茶配些小点心，经济
实惠，是上年纪的人休闲
消遣的好方式。海南民间
把上年纪的男性称作“老爸”，故这种大众茶就称
作老爸茶。

“文昌老爸茶文化起源于民国，是南洋华侨带
回来的饮食习惯。海南天气热，白天大家会喝
茶，吃些传统糕点。如今的老爸茶‘中西合璧’，
各种小吃应有尽有。”洪漫介绍。

如今，在火热的乡村体育赛事带动下，文昌
新开了多家老爸茶店。茶店不再只是人们日常交
际的地方，更是大家观赛看球的好去处，也成为
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老爸茶和“村排”，对于文昌人都是不可或缺
的快乐。老爸茶蕴含着当地人闲适自得的生活态
度。而排球运动是本地最喜闻乐见的群众体育项
目。一颗小小的排球，不仅能强体魄，更提升了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夜晚 11 时 30 分许，“村排”现场观众开始陆
续离场，而老爸茶店里店外依旧人声鼎沸。“村
排”和老爸茶的相遇并非偶然，两者都展现了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据新华社电 记者刘博、许仕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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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在大西北还能产出品质这么好的木耳。”在甘
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大峪沟木耳镇出舍村采访时，
韩国《新华报》总编辑李茂娥说，韩国对木耳一直有进口
需求，她已经将这里的木耳种植基地负责人联系方式推荐
给在韩国的收购商。

近日，“行走中国·报道中国”海外华文媒体甘肃行采
访团来到卓尼县，来自 19个国家和地区的 25家海外华文
媒体代表探访大峪沟，了解当地黑木耳产业发展以及非物
质文化遗产藏式木雕，并走访有“洮砚之乡”之称的洮砚
镇，感受这里的生态之美和现代农业发展步伐。

卓尼县是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连续5年荣登
“中国最美县域”榜单。

盛夏时节，俯瞰洮河两岸，温室大棚在青山脚下整齐

排列。大棚内，一串串菌棒上，色泽黑亮的木耳长势喜
人。眼下，正是木耳丰收采摘季，村民提着水桶、箩筐，
穿梭在菌棒之间。

“小小木耳产业究竟能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多大收益？”
巴西巴中通讯社副社长严佳关心这个问题。根据当地的统
计数据，截至目前，卓尼县共有木耳产业龙头企业 4 家、
合作社35家、种植大户53家、生产加工厂2个，形成“菌
棒生产+基地种植+加工销售”链式发展模式，全产业链
带动农户5680户9950人，户均增收6000元以上。

如今，随着黑木耳产业规模化、科技化发展，越来越多
年轻的新农人参与其中。蒙俊杰从甘肃农业大学毕业后，
选择返乡创业，靠着种植木耳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事业。

“我现在有14个木耳种植大棚和50亩露天木耳田。之

所以敢尝试创业，是因为前期有政策扶持，也不用担心销
路。”蒙俊杰说。

发展产业，人才是关键。卓尼县为鼓励更多当地农业
企业和农户种植食用菌，通过引进培育龙头企业、成立合
作社等方式，建成 1500 万棒、500 万棒菌棒生产线各一
条，同时实施“千人千万”培训计划，培训食用菌专业栽
培人员 1000 多人，投资 1500 万元打造了秋古、纳尼黑木
耳种植示范基地，为黑木耳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通过政府扶持，农户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当地弱劳力
可以在家门口工作，这样的产业模式值得借鉴。”严佳表示，
将通过报道把该县的木耳产业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采访到甘南，处处是风景，处处显文化。”南非《非
洲时报》 副总编孙想录 10 年前曾来过甘南，这次再到甘
南，他依然被当地丰富的生态资源、少数民族文化以及现
代化农业产业所震撼。他表示，将通过手中的笔，让海外
华侨华人对卓尔县有更多了解。

（来源：中新网 记者王牧雨）

海外华媒走进甘肃卓尼海外华媒走进甘肃卓尼

夏日晒盐忙

侨 乡 新 貌

时下正是晒盐的黄金季节。浙
江省温州市乐清湾畔的南塘晒盐场
一派忙碌景象。该盐场采用蒸发、
调卤、结晶等方法，保留了古法晒
盐的技艺。

图 为 在 乐 清 湾 畔 的 南 塘 晒 盐
场，盐民们正在晒盐。

段俊利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