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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库门的斑驳光
影里，一位女孩用手中
的画笔，记录下了老上
海的烟火气。如今，她
用画笔架起了中西文化
交流的桥梁，更成为了
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她
就是澳大利亚华人艺术
家——杨蓉。

澳大利亚华人艺术家杨蓉—— 

从中国传统元素中获得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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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汉文化协会舒涵——  

将汉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本报记者  杨  宁  

货畅其流侨 乡 新 貌

艺术探索

杨蓉从小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我小时
候最喜欢听山海经之类的神话鬼怪传说和
三侠五义等历史故事，喜欢拿着笔涂涂画
画。受我爷爷的影响，我的艺术鉴赏能力
也慢慢培养起来”。

起 初 ， 家 里 人 并 不 支 持 杨 蓉 绘 画 ，
杨 蓉 只 能 利 用 课 余 时 间 自 己 学 习 。 没 有
专 业 的 美 术 老 师 辅 导 ， 杨 蓉 就 每 天 放 学
后 坐 在 家 门 口 ， 用 省 下 的 零 花 钱 买 水 彩
颜 料 ， 凭 自 己 的 直 觉 描 画 上 海 老 弄 堂 里
充 满 烟 火 气 息 的 生 活 景 象 。 她 的 绘 画 对
象有坐在竹椅上乘凉的老奶奶、垃圾箱旁
边的扫帚和拖把、水龙头下装着鱼和青菜
的菜篮子……可没想到就是这么寥寥几笔
的写生稿，竟然 惟 妙 惟 肖 ， 一 下 子 就 打
动 了 邻 居 的 美 院 高 才 生 ， 主 动 跑 来 辅 导
杨蓉学习绘画。

很快，杨蓉的绘画天赋就得到了印证，
第一次参加市少年宫的美术比赛，小小年
纪的杨蓉就得了一等奖。自此以后，家里
再也没有人阻拦她画画了。

考上美校设计专业后，为了汲取灵感，
杨蓉多次走访中国各地。景德镇陶瓷绘画、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古代石窟造像艺术、
唐宋建筑和佛教造像以及传统戏曲，都成
为了她笔下的中华元素。“这些宝贵的文化
旅程和历史探索，给我的绘画创作带来了
丰富的哲学理念和创作灵感。”杨蓉说。

2014 年，杨蓉远赴澳大利亚交流，在
一次中澳展览上，外国记者发问：“为什么
你们的国画，从构图到色彩到线条，一千
多年都没什么变化？”杨蓉说：“中国画并

不是简单的绘画，而是历代文人心灵感悟
的展现。虽然宋元、明清和 20 世纪的山水
画从构图笔墨上看似相同，但是其中的寄
情山水、家国情怀、宇宙道行、天人合一
等精神境界，每个时代都是不同的。”

在澳大利亚时间长了，杨蓉对于绘画
理念有了新的理解，她开始思考如何将东
西方审美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更好地向海
外传播东方文化。杨蓉说：“我想用西方人
特别是西方年轻人所喜闻乐见的当代艺术
风格和技法创作自己独特的作品。”

杨蓉从古代图腾、戏曲脸谱、神话人物
等中国特有的传统元素中获得了灵感：将京
剧、傩戏、金刚舞等民族戏曲中的脸谱和
服饰，作为东方文化的结构元素；将西方
的一些绘画表达技法融入自己的绘画风格。

艺术桥梁

杨蓉在融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
文化方面的艺术坚持不仅让她的作品在艺
术界获得了认可，也让她成为了文化交流
的使者。2023 年，杨蓉个人画展在墨尔本
的澳大利亚华人历史博物馆展出。展览期
间，每天都有当地学校组织师生员工来参
观。“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地一所学
校，师生们需要坐车两个小时从一百多公
里外来市区看展览，但他们对绘画作品都
充满好奇”。

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学生们，杨蓉也会
非常耐心地陪他们一起看画。“学生们会提
出很多问题：这个脸谱代表什么？这个服
装是中国古代的吗？这个雪山是不是喜马
拉雅山脉？我都会给他们一一讲解这些故
事和内在含义。从山海经讲到龙图腾，从

藏族金刚舞讲到京剧脸谱，从冈仁波齐讲
到嵩山少林寺。”杨蓉说，“每每看到当地
学 生 对 中 华 文 化 如 此 感 兴 趣 ， 我 都 十 分
欣慰。”

今年，杨蓉作为访问学者来到美国，
开始拓展全新的当代艺术创作。刚来美国
一个月，杨蓉就收到了纽约一所艺术机构
的邀请，希望借助杨蓉的作品在明年的亚
洲艺术周上推广中国文化元素。

“这家艺术机构的主席是一位 80 多岁的
老太太，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但机构几位
年轻的策展人，则对我作品里的古代图腾、
戏曲脸谱、神话符号比较陌生。”杨蓉说，

“由于文化差异，我讲解了一个小时，这些
年轻人依旧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如果不
能理解，那么就无法策划出一个好的展览
方案。”

“就在大家陷入胶着时，老太太当场提
出，让我画一条旅游线路，她准备亲自带
队到中国去听京剧、吃川菜、看变脸、考
察石窟壁画。”杨蓉笑着开心地说，“想要
真正了解中国元素，确实需要亲身经历感
受一番！”

艺术传承

艺术的传承不仅在于作品的创作，更
在于文化的传播和教育。因此，在自身的
艺术探索之外，杨蓉不忘将目光投向青少
年。她积极参加各类青少年绘画交流活动，
希望通过绘画这一直观的艺术形式，让更
多年轻人了解和传承中华文化。

今年7月，在“融！一江一河的对话——
上海墨尔本双城国际青少年艺术交流展”
上，杨蓉作为评委出席。两地的青少年学

生，以上海的黄浦江和墨尔本的雅拉河为
主题，创作绘画作品，优秀的作品将在上
海和墨尔本分别展览。

巧合的是，杨蓉注意到有位华裔朋友
的女儿也参加了这次展览。然而，这位朋
友的女儿从小在墨尔本长大，对上海的印
象已经很模糊了，于是跑来请教杨蓉。“我
告诉她，黄浦江作为上海的母亲河，是上
海过去和现在的重要历史见证，对上海有
着独特的意义”。

在杨蓉的提点下，这位小姑娘观看了
大量上海的视频资料，不但对如今的上海
有了新的见解，也开始对祖籍国的发展迸
发出赞叹。而她的参赛作品，既展现了东
方明珠的巍峨雄姿，又画龙点睛般地用黄
浦江上蜿蜒盘旋的大桥将上海和墨尔本连
接在一起，很好地体现了双城展的寓意，
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

“看到两地的孩子们能够通过绘画展览，
加深对祖 （籍） 国的了解和感情，比我自己
得奖还高兴。”杨蓉激动地说，“我特别重视
中国和海外的艺术交流活动，尤其是青少年
群体。于国内青少年而言，这是能够走出去
交流，拥有国际艺术视野的机会。而在海外
的华人青少年，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艺术活
动，更多地了解祖 （籍） 国传统文化，了解
当今蓬勃发展的新面貌。”

如今，杨蓉正专注于中国艺术的海外
传承和跨文化融合的研究。她的目标已经
不限于展现个人艺术成就，更希望通过多
元化的艺术交流活动，促进中国艺术家群
体创作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未来，我想邀请更多的中国艺术家包
括青少年，赴美创作和展览，在全球范围
内举办中国艺术巡回展览，向世界展现优
秀的中华文化。”杨蓉说。

在新西兰，一群热爱中华文化的年轻人正通过他们的努力和
热情，让汉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绽放出新的光彩。作为新西兰汉文
化协会的主要负责人，舒涵是许多海外华人心中的文化使者。

结缘之初

“我很早就接触到汉文化了，大概从小学开始。”舒涵回忆
道，“我的家人一直希望我学习一些传统技艺，比如茶道、琴棋
书画等，这些经历让我对汉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让我对相
关活动更加热衷。”

舒涵坦言，家庭的支持和熏陶是她深入了解汉文化的动力。
此外，2012 年，舒涵还加入了杭州的钱塘汉韵社团。在社团里，
她不仅学习了汉服的穿戴和搭配，还深入了解了汉服背后的文化
内涵和历史背景。

如果说汉服是舒涵接触汉文化的起点，那么学习古琴则让她
更深刻地领略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我学古琴是因为首先接触到
了汉服，但古琴让我真正领略到了中华文化的美。”舒涵说，“我
的古琴老师教我时，会讲述不同音阶所蕴含的文化象征，比如

‘龙巢凤池’，这些都让我感受到了乐理的美。”古琴让舒涵从听觉
上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古琴的学习让我更加坚定了要
去弘扬传统文化的信念。”她说。

来到海外

高中毕业后，舒涵来到新西兰留学，在大学中，她注意到了
汉文化社。“当时看到有这么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就决定加
入，一起为传承汉文化努力。”舒涵回忆道。

舒涵和成员们策划了许多活动，不仅吸引了众多华人参与，
也让不少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在公园里做雅集，穿汉服进行展示，很多外国人过来询问。”
舒涵笑道。

“他们对汉文化很感兴趣，问了很多问题，我们也很高兴能
够向他们介绍我们的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舒涵意识到，仅
仅在校园内推广汉文化远远不够。于是，她和伙伴们一起创立了
新西兰汉文化协会，从一个学生性社团转变为一个社会性的非营
利组织。

“协会的成立初衷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汉文化，让更多人

了解并爱上中华文化。”舒涵介绍道，“从注册到现在已经有两年
的时间了，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我们始终坚守初心。”

在 推 广 汉 文 化 的 过 程 中 ， 舒 涵 和 协 会 成 员 遇 到 了 不 少 挑
战。“首先是非营利团体的运营资金问题，政府支持有限，有
时还需要靠华人商家赞助。”舒涵说，“在新西兰，我们只要
勇 敢 地 展 示 汉 服 和 汉 文 化 ， 大 多 数 人 都 会 给 予 正 面 的 反 馈 。
而且，通过不断创新活动形式和内容，我们吸引了更多人的
关注和参与。”

融入生活

舒涵和协会成员不断创新活动形式和内容，吸引更多人的关
注和参与。他们策划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如中秋祭月、开
笔礼、茶会等。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华人的文化生活，也让当地
人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参与策划的月亮节活动，已经成为一年中最大的中华
文化活动之一。”舒涵介绍，“在活动中，我们设置了传统文化小
游戏、汉服巡游、舞龙舞狮等环节，让更多人感受到汉文化的
魅力。”

除了传统的文化活动外，舒涵还注重将汉文化与现代生活
相结合。“我们支持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穿汉服，但希望的是推
陈出新，融入现代生活。”她说，“当一个文化真正融入你的
生活中，它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传承。汉服永远不只是一件
衣 服 ， 我 们 要 传 承 的 是 它 骨 子 里 的 味 道 和 韵 味 。” 舒 涵 说 ，

“只有当汉文化真正融入你的生活中时，你才会感受到它的魅
力和力量。”

在 舒 涵 和 协 会 成 员 的 努 力 下 ， 新 西 兰 汉 文 化 协 会 逐 渐 成
了当地华人社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通过举办各种活
动、展示汉文化魅力、传播中华文化精髓等方式，为新西兰
的多元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证明了：无论身在何处，中华文化都能焕发出璀璨的
光芒。

对于未来，舒涵充满了期待和信心。“我们希望能够更好地传
承中华文化，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文化、华夏文化的美”。同时，舒
涵也强调了传承与创新并重的重要性。“我们不会丢掉传统文化的
根，但也会不断创新活动形式和内容，让更多人愿意了解和接受
汉文化。”她说。

浙江省代表团访问法国华人会

近日，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承率领
浙江省新闻文化交流代表团走访法国华侨华人
会，并与其主席蔡君柱、第一副主席丁仕定等
进行座谈。

赵承向旅法浙江籍侨胞表示慰问，点赞并
鼓励他们继续做好中法交流的桥梁，深度参与
浙江省的发展建设。代表团参观了会馆和中文
学校等设施，蔡君柱介绍了法国华侨华人会的
历史和成就。

座谈会上，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团成员介
绍了各自经历，蔡君柱强调了旅法华侨华人在
服务侨胞、弘扬中华文化、维护侨胞权益等方
面所做的工作。

赵承介绍了浙江省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
希望侨胞们在经济和文化交流上发挥更大作用，
共同参与浙江的发展，并表示浙江愿意支持侨
胞的文化事业发展。

侨领们感谢浙江省的支持，并表示将积极
参与浙江的高质量发展。当天活动，浙江省文
化广电和旅游厅厅长陈广胜等代表团成员出席。

                （来源：欧洲时报网）

“中华文化大乐园”在迪拜开营

近日，“中华文化大乐园”阿联酋营在迪拜
启动，近百名中外青少年及家长参与了启动
仪式。

“中华文化大乐园”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推
出，旨在加深海外华裔青少年和国际友人对中
华文化的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国华文教育发展
中心主办，广东海外联谊会与阿联酋你好教育
承办。

活动为期 9 天，参与者学习了国画、书法、
武术、民族舞蹈、剪纸、中国结、陶艺泥塑、
非遗彩纸蚕花等传统艺术课程。

主办方表示，此活动有助于增强海外华裔
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促进了中外文化
的交流与沟通。

                     （来源：新华网）

巴西唐韵艺术团庆成立25周年

近日，巴西唐韵艺术团在圣保罗文化艺术
中心举行了 25 周年庆典。活动包括新书发布、
书画艺术展和歌舞晚会等，吸引了千余名中巴
嘉宾参加。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领侨处主任荣
强、侨务领事李晓明，以及巴西华人协会会长
叶周永等人出席了庆典。

巴西唐韵艺术团团长林筠的新书 《华人学
葡语》 在庆典上发布，其父母曾出版 《巴西中
国俗语谚语对照词典》。庆典中的书画作品展展
示了中巴文化的交融，文艺演出包括中华民族
舞曲、中华武术和巴西桑巴舞等，展现了中华
文化的多样性。

荣强在致辞中赞扬唐韵艺术团在传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贡献。林筠强调了艺术团
在促进中巴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来源：中新网）
 

2024 年前三季度，广西
壮族自治区梧州长洲船闸过
闸效率显著提升，过货量达
1.69 亿吨，同比增长 22.78%，
为珠江—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图为
近日，长洲水利枢纽西江船
闸，运载各类物资的货船正
在有序待闸、通行。

何华文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