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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能为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多大改变？近日，一
场名为“摄影机、声音和阳光”的建筑设计展在美国
纽约举行，3名“90后”华人建筑师从不同角度审视
纽约居民住宅存在的问题，“变废为宝”，为老旧建筑
中的人们设计崭新生活。

摄影机、声音和阳光

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座新兴艺术社区，一间50
平方米的画廊墙上，挂满了一幅幅精心绘制的设计
图，其中呈现的是王宁、谢濒昕和张博文这3名“90
后”华人建筑设计师对于他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的观
察与思考。

“摄影机、声音和阳光”，是这次展览的主题，也
是他们各自设计的聚焦点。

“我做了一些小型装置，唤起观众对于纽约城市
中不同声音的回忆。”王宁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建筑
系，目前正在纽约一家建筑事务所工作。这次，他希
望借助一些建筑设计的手段，将经常围绕在一些保障
性住房边的各种噪音合理利用，使之成为有利于普通
人生活、工作的和谐背景音。

在纽约，还有一些低收入人群聚集的集合式住宅

常常布满监控摄像头，意在保障安全，却反而会让人
因此感到压抑。谢濒昕的设计就和减弱这种摄像头带
来的恐惧感有关。

张博文则将纽约的屋顶空间设计成一座多维的
城市绿地公园，让普通民众即便生活在房价不断上
涨的大都市，仍能享受充满阳光的优质公共空间。

愿设计改变生活

“我们的设计都和纽约普通居民的生活状态息息
相关，希望通过设计，能为解决他们生活环境现存的
问题带来一些启发。”张博文说，这是他们举办此次
展览的初心。

有趣的是，这次设计展的内容，与这3名建筑师
的日常工作并不相关，甚至背道而驰。

“平时，我做的多是纽约高级住宅的开发项目。”
王宁直言，这些项目有时恰恰正是破坏普通民众生活
空间的对立面。

而正是这种冲突，促使 3 个年轻人更深地思考，
建筑师的职责究竟是什么。

在谢濒昕看来，观察、调研并且努力改变普通人
的生活状态，是建筑师的重要职责。她还记得，在哥
大建筑系读书时，因为一次课程作业，她有机会走进
纽约一个集合式住宅区，那里密密麻麻的摄像头带给
她和同伴的不适感至今难忘。而建筑师的专业视角告
诉她，这一切并非不能改变。

“有时，可能只是让开发商损失很小一部分利
益，就能让普通民众受益很多。”毕业于普林斯顿大

学的张博文，如今在著名的贝氏建筑事务所工作。跳
脱出商业化的桎梏，他希望能在工作之余，通过举办
这次“不务正业”的展览，让更多人意识到，建筑应
该和普通人的生活真正联系在一起。

源自中国的启发

中西融汇的背景，让3名年轻建筑师的设计在关照
纽约本土环境的同时，也自然地融入了独特的中国印
记。

比如，“变废为宝”的思路就有来自中国的启发。
“我发现，不论是上海的弄堂，还是北京的胡

同，国内许多古建改造的成功案例都是利用已有元
素，再做一些适当的添加，从而实现某种效果。”张
博文说，这给了他很大的灵感。在这次做设计时，他
和两个同伴就特别注重“原物利用”，而非简单地推
倒重建。

谢濒昕则注意到，最近一两年，中国不少封闭式
小区打开围墙，一座座“孤岛”变成更为包容的开放
式小区。“在曼哈顿，也有这样封闭老化的保障性住
房。”她相信，中美之间的经验互鉴将是一次有意
思、有价值的讨论。

对于这三名年轻的建筑师来说，这次展览只是一
个起点。未来，他们希望邀请更多中美两国的建筑设
计师一起，定期举行更大规模的展览和沙龙，碰撞创
意的火花，让设计为普通人带来美好生活。

日前，18 岁的新西兰华裔女孩阿丽莎收
到了一张珍贵的入场券，成为美国“火箭女
郎”舞蹈团暑期集训的舞蹈演员之一。

“火箭女郎”舞蹈团成立于1925年，是世
界最著名的舞蹈团之一，入选率极低。阿丽
莎是如何披荆斩棘，从学校的舞蹈室走向美
国纽约大舞台的呢？

阿丽莎出生于山东青岛，四五岁时跟随
父母移民到新西兰。和许多一代移民的华人
父母一样，阿丽莎的父母一直对她的中文学
习有严格的要求，还一度把她送回中国半
年，让她学习母语。虽然小学半年的教育并
不能学到很多词汇，但是聪明的阿丽莎在父
母的教育下，一直都保持着在家讲中文的习
惯，普通话里还有浓浓的北方口音。

幼年时期，舞蹈梦就开始在阿丽莎心中
生根发芽。阿丽莎每天在舞蹈上花费的时
间大约有三至四小时。一天练舞下来，她
经常会全身酸痛，然而，凭借对舞蹈的热
爱，“放弃”这两个字眼在她脑海里从未出
现过。

谈到“火箭女郎”舞蹈团，阿丽莎眼中
闪着光芒，脸颊上的小酒窝也随之展现。阿
丽莎说，“我从八九岁的时候开始看她们的表
演，她们的服装闪闪的，我最喜欢她们脸上
的笑容，看起来很享受跳舞的感觉。”那时候
的小阿丽莎就在家里的走廊上，从一边跳到
另一边，模仿火箭女郎们的舞姿。

“即使到最后舞蹈没有成为你的职业，你
也仍然可以享受跳舞的过程，享受当时认真

的态度。虽然有时候会很艰难，但是当目标达到的时候，我觉
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她坚定地说。

关于未来，阿丽莎说，“我的梦想是去纽约大学。”关于舞
蹈梦，她说，“我希望将来能够在大学继续跳舞，或者我可以辅
修跳舞课，因为跳舞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我能跳多久就跳多
久，能跳多远就跳多远。”

梦有行动，愿美丽的华人女孩阿丽莎能够飞得更高更远，
跳上更大的舞台。

中国驻里约总领馆服务侨胞

近日，中国驻巴西里约热内卢总领馆副总领事陈晓玲
率总领馆工作小组赴巴西圣灵州进行领事巡视。

在巴西浙江商会圣灵州分会负责人陪同下，工作小
组走访华侨华人商铺，了解侨胞工作和生活情况。陈晓
玲希望侨团在困难时期进一步发挥凝聚侨心侨力的作
用，引导侨胞密切关注巴西安全形势，采取防范措施，
提高预防性自我保护水平，与当地百姓和睦相处，积极
融入和回馈巴西社会，体现良好精神风貌。

“亲情中华”慰侨演出在意举行

由中国侨联组织的“亲情中华·欢聚博尔扎诺”大型
慰侨演出 24日晚在意大利北部的博尔扎诺举行，精彩的
杂技、歌唱、唢呐、二胡表演，让观看演出的侨胞和意
大利友人大饱眼福。

博尔扎诺省副省长克里斯蒂安·托马西尼表示，博尔
扎诺地区的中国侨民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结下了深厚
情谊。这次慰问演出团的到来，是本地区有史以来的第
一次。“亲情中华”艺术团团长邢砚庄说，这次来到博尔
扎诺演出，引起了当地侨胞的极大兴趣。

此次“亲情中华”欧洲慰问演出之旅在捷克、斯洛
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共演出6场，在博尔
扎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浙江外侨办考察团访威尼斯

近日，威尼斯地区华侨总会在梅斯特里市博洛尼亚
酒店设宴欢迎浙江省外侨办考察团。

欢迎会由威尼斯地区华侨总会名誉主席周耸主持，
会长陈仲伟在致辞中对考察团到威尼斯了解侨情、看望
侨胞表示感谢，并向考察团介绍了威尼斯地区华侨总会
的情况。他表示，总会作为威尼斯第一个侨团，在使领
馆和国内政府侨务部门指导下，爱国爱乡，服务侨胞，
取得显著成绩。

考察团表示，此行看到威尼斯侨社和谐、侨胞团结非
常高兴，侨胞们对增进中意经济文化交流，支持祖国“一带
一路”建设，促进反“独”促统大业做了大量工作。

东莞举行中加文化交流巡演

日前，中加文化交流巡回演出在广东东莞市民艺术中
心举行。加拿大北美中乐团与东莞本地艺术团同台演出，
为来自美国、加拿大、越南等国家的135位华裔青少年和众
多东莞市民献上一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精彩音乐会。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演出的加拿大北美中乐团是由
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何晓梅带领，由 20多名资深中乐爱好
者组成。东莞巡演是加拿大北美中乐团此次来广东进行
巡回演出的第一站，晚会除了有加拿大中乐团表演外，
东莞市文化馆也准备了几个东莞本土节目，中加两地艺
术团还联合演出了多个经典曲目。 （均据中国侨网）

侨乡洋味浓

翻开一本青田地图，看到最多的就是
各类咖啡馆的名字。“我们没事就会去喝
喝咖啡，这已经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了。”生长在青田的陈女士说。在海外经商
多年的葡萄牙中国侨商会秘书长陈海勇
说，“青田咖啡馆确实多得不得了，更厉害
的是全世界各地不同品种的咖啡这里都
有，而且非常正宗。”据不完全统计，在不
大的青田县城，总计有咖啡馆113家，遍及
大街小巷。

如同咖啡馆散落在这个县城的每一
个角落，红酒也早就成为青田人家里的
日常消费品。据当地媒体报道，青田第
一家酒庄出现在 2000 年左右，此后，红
酒就在这里流行了起来。特别是近两
年，红酒市场在青田爆发。青田进口商
品城里，红酒经销商多达 53 家，有来自
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 5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500多个品牌。

“不管是在县城还是乡镇和农村，欧
式别墅很普遍，别墅内有家庭 KTV、旋
转楼梯等等，很洋气。”陈女士指着眼前
的洋楼说道。在青田县城，罗马柱、尖
塔、八角房、穹顶等装饰外观的建筑目
不暇接。走在青田的大街上，意大利的
大卫雕像、奥地利斯特劳斯小金像、法
国的拿破仑铜像矗立在街道两旁，恍惚

间，让人错觉连连。
在乡镇基层工作多年的邹轲接受本

报采访时说，“华侨带来的影响体现在方
方面面，我们普通百姓手上的外汇很
多，每天早上在银行门口，你会看到人
们拿着各国的货币排着队等待兑换。甚
至一些老人整天盯着汇率‘研究’外汇
行情，有模有样。”

华侨乡情浓

据了解，青田华侨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约 300 年前，发展至今，总人口 55 万
的青田，华侨就有33万，分布在世界128
个国家和地区。另外还有 18 万的侨眷，
所谓“家家有华侨，人人是侨眷”。

青田县侨联主席说：“青田华侨有个
特点，就是爱乡情结很浓厚。虽然很多
华侨长期在国外生活和发展，但他们始
终心系家乡，回乡投资兴业的热情很
高。”据统计，青田籍华侨回国投资人数
有近 10 万人，投资与贸易资金总规模约
2000 多亿元，累计捐赠社会公益事业资
金3亿多元。

刚刚带领侨团回到青田考察的葡萄
牙中国侨商会会长刘建云，是青田人自
强不息闯世界的典型代表。他 14 岁就独
自离开家乡出国闯荡，如今已是葡萄牙
当地3家公司的总经理，且在国内也投资
多家企业。他说，“我们虽然生活和事业

的重心都在国外，但青田这条根永远也
断不了。”在他的参与推动下，青田首家
民间艺术博物馆——倪东方艺术博物馆
于今年6月建成，为弘扬青田的石雕文化
贡献力量。

正因如此，侨务资源成为青田建设
发展的一大优势。青田县委常委、统战
部长邹浙清说：“一直以来，青田都把发
挥华侨优势作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
项重大战略来抓，打好‘侨牌’。”

在这条狭长的河谷中，近年来高层
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目前有超过160
幢高楼林立瓯江两岸，青田成为名副其
实的“小香港”。而这些，都离不开华侨
和侨资的贡献。

小城舞台大

侨乡这一基因给了这座小城以国际
大舞台。在“一带一路”建设大潮激荡
澎湃的今天，青田人已经扬帆起航。

邹浙清说，“‘一带一路’各国均有
青田华侨分布，在欧洲，就有 23 万青田
华侨居住在41个国家。”在他看来，青田
完全可以利用华侨，搭建交流合作平
台，拓展对外交往空间，努力为“一带
一路”建设贡献青田力量。

将于今年 10 月建成营业的青田侨乡
农品城，正准备搭上‘一带一路’顺风
车，将青田农产品推向国际。青田县侨

办主任介绍，这个项目将在两年内扶持
华侨在海外开出100家农产品门店，把青
田的农副产品摆上世界人民的餐桌。两
年前建立的青田进口商品城，来自全世
界各地各类商品已达4万余种，老百姓不
出县城就可以体验到“海外购”的畅
快。“洋货进口，土货出口均可在该平台
上实现，利用同一个渠道一进一出，发
挥华侨资源的最大优势。”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而文化交流
则是连接民心的重要纽带。曾经青田人
走向世界的“探路石”如今已成为国际
交流的“文化石”。青田石雕在瑞典中国
节、中法建交 50 周年法国卢浮宫中国艺
术展、米兰世博会等国际场合，不断展
现着艺术魅力。

7 月 22 日，在葡萄牙侨团与倪东方艺
术交流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仪式上，
青田华侨、葡萄牙环球伊比利亚传媒公司
总裁詹亮说，“在国外，弘扬和发展家乡文
化，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情结，尤其是我们
在国外做文化创意产业，更有机会把家乡
文化推向世界。”

刘建云旅居葡萄牙多年，在回乡考
察后，他有了个更大胆的设想，“将来我
想把葡萄牙的特色文化带回青田，在这
里建一个葡萄牙文化体验馆。若各国华
侨一同发力，我想青田将来还可能成为

‘文化之乡’，到时候全国人民都可以来
青田看世界。”

大街上世界时间高高悬挂，实时显现的外币汇率随处

可见，山脚河边欧式建筑鳞次栉比……行走在青田，每一

个转角每一次抬头，都仿佛置身异域。这座浙西南的小县

城曾因青田石享誉海内外，而今的青田又因华侨众多，是

知名侨乡。300多年来，这里走出去的华侨在全世界刻下

了青田的足迹；30多年来，分布全球的青田人给家乡发展

带来了世界的气息。

小小青田城 荟萃大世界
张永恒 黄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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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阿丽莎在跳舞中。 （来源：中国侨网）

“90后”建筑师变废为宝记
本报记者 严 瑜

题图为王宁 （右）、谢濒昕 （中） 和张博文在画
廊展厅内。

近日，云南腾冲市和顺古镇荷花盛开，美景

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和顺侨乡位于腾冲城西

3公里，以华侨出国历史长、侨属多而著名。华

侨分布在缅甸、印度、泰国、印尼、新加坡等十

多个国家。

图为和顺古镇一处荷花塘。
中新社记者 刘冉阳摄

百年侨乡荷花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