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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你能把天空的蓝色放在手掌
上，缓慢的，我在最温柔的时辰来到。光
线做的床，沉睡的蓝刚刚醒来，映照露
珠。坦诚的心迎向天空，呼喊你的名字。”

优美俊逸的诗句，搭配多姿的荷花倩
影，让观赏者沉浸其中久久回味。观众面
前的，是 60 多幅荷的摄影作品，搭配隽
永的诗句，诠释以荷为主题的生命哲学，
展现“人生为荷”的思考。

人生为何而来？“大哉问”背后的
“藏镜人”，就是台湾摄影家吴景腾。7月
14 日，“荷诗对话——吴景腾追荷摄影
展”在台北开幕，繁富的荷花摄影作品与
他的新书《人生为荷》与观众见面，近百
位台湾文艺界、新闻界嘉宾出席道贺。

对吴景腾来说，他的人生就是为荷而

来。早年在台北读书时，他就爱上荷花。
此后他从台北住家附近的植物园出发，他
的一路追荷，从新北、桃园、嘉义、台南
白河追到了上海、南京、淮安、北京和哈
尔滨。大半生的时光里，一直念之在兹。
咔咔不断的快门声里，是厚积盈尺的心灵
感悟。吴景腾说，春荷、夏荷、枯荷、雪
荷都有各自的美。“荷花四季，春、夏、
秋、冬，好像人的一生。”

对吴景腾来说，镜头就是观照生命的
最佳载体。

他 1953 年生于台湾嘉义， 9 岁开始
接触照相机，对光影、画面有着独特的构
思。报考大专时，只填当年唯一有摄影专业
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印刷摄影科。在学习摄
影期间，各类题材他都尝试拍摄。其后从

事新闻工作，也曾获多项新闻摄影奖。
曹植在《芙蓉赋》中说：览百卉之英

茂，无斯花之独灵。一旦与荷花结缘，就
是穷尽一生的依恋。他在现场分享了自己
追荷的故事。

这次展出的作品中，吴景腾认为最珍
贵的是捕捉到的雪地残荷。去年，哈尔滨
的友人告诉他，气象预报有可能下雪，于
是他搭机前往哈尔滨。吴景腾说他记得很
清晰，那是12月9日的清晨，气温零下摄
氏 20 度，当他拍到白雪停留在莲蓬上，
感触万千。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
坤”。吴景腾说他拍出了天地间的讯息：
生命生生不息。冰原里，枯枝是指向天地
的生存。只要有心，只要有春风，春暖时
节，荷会再来。

用原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张誉腾的话
说，拍荷花有千百种方法，技巧可学，难
的是拍摄者的心，即如何对荷花的生命对
焦？吴景腾花数十年拍荷花，荷的纹理经过
他的心思，构图或幽静或繁华，都有独特之
美。春荷清雅，夏荷娇美，秋末残荷枯蓬，
都在他的镜头下，诉说着生命故事。

吴景腾不但把握住每个剎那，而且以
镜头作画，拍出有如画作的荷塘风景。为
他摄影作品配诗的搭档、台湾作家欧银钏
对此最有发言权。欧银钏说，吴景腾拍的
作品，每朵荷花、每片荷叶、每个荷塘景
致似乎都带着一首诗，印在她的脑海里。
因此她欣然动笔，为他的荷花摄影配上诗
句，结集成《人生为荷》一书。

“人生为荷，荷为人生。我的时间在
荷花里。从荷花之中望出去，视野辽阔，
一点都不冷。”吴景腾说。

国民党前主席、两岸和平发展
基金会董事长连战所率台湾各界人
士参访团 12 日到京参访。13 日下
午，台湾参访团成员和大陆数十位
两岸问题专家共聚一堂，围绕“同
担民族大义，共谋民族复兴”主题
座谈。座谈会间隙，台湾参访团成
员、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周功鑫
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周功鑫表示，两岸同根同源，
中华文化是两岸和全球华人共有的
资产。民进党在台湾推动“去中国
化”，已经让台湾一部分年轻人的观
念出现偏差。两岸要共担民族大
义，实现民族复兴，要善用中华文
化的力量。弘扬中华文化，需要两
岸共同努力。她希望两岸能一起建
构一个大平台，让一般民众尤其是
年轻人可以轻松、系统、长期地学
习中华文化，“认识中华文化，会提
升人的智慧，也可以建立年轻人的
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周功鑫认为，数千年一脉相承
的中华文化，是我们共同的资产，
如何让这份蕴涵先人智慧与创意的

丰厚资产，透过更具广度和深度的
推广，内化成年轻一代的想法、视
野及作为，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周功鑫说，今天大家一直在阐
述一个概念，即两岸在共同的血脉
和基因传承之下，如何大力推动中
华文化？她认为，让两岸对中华文
化有个深度的认识，无论是从传统
的人文面，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面，甚至是从生活的层面，都会拉
近彼此的距离。

提及民进党当局不断加大“去
中国化”力度，试图以釜底抽薪的
方式切断两岸历史联结。周功鑫认
为，这是在违背时代潮流而行，这
条路注定越走越窄。因为中华文化
几千年都不曾中断，里面有多少人
的智慧和奉献。历史告诉我们，只
有更为开放，才能走得更深、更
远，才能走得更有远见和视野。周
功鑫说，“我一直认为，他们是在封
闭自己的路，将来是走不通的”。

而对于大陆今年推出的 《关于
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即“惠台31条”逐渐在两岸
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持续发
酵，周功鑫认为，两岸只要多交
流，彼此提供资源，未来所创造的
成果一定是非常惊人的。她希望，
未来通过持续的交流，两岸民众能
够创造出新的文化和成果。

（本报记者 王 平整理）

几米绘本的模型、梅花鹿的雕塑、五
颜六色的涂鸦……这些艺术形象在台湾许
多公共场所都可以遇见，其中不少因为美
观、有特色，俨然成为民众打卡拍照的热
门选择。不过，公共艺术的推广普及也引
发了岛内舆论的争议，因为公共艺术“四
不像”的问题时有发生。

台湾的公共艺术推广问题何在，如何
才能让公共艺术的设置更受欢迎？

作品难懂缺美感

在新北市芦洲区鹭江停车场外，来往
的民众会发现，立体停车场的外墙上一片
绿油油，均匀地分布着几个黑窟窿；绿色

外墙的表面编织着金属网，通过钢架与墙
体连接。远远望去，就像停车场外面笼罩
着绿布和鹰架，很像建筑工地。

可谁曾想，这样一个像极了施工现场
的布置，却是艺术创作。2011年，芦洲区
公所在鹭江停车场设立公共艺术作品 《一
鹭平安》，造价256万元 （新台币，下同）。
在作品里，金属网编织成的形象是鹭鸶，
地面的白色波浪纹状大理石代表海浪的意
象。这一切听起来颇有美感。但是，不少
民众还是认为这就是鹰架和网子的结合，
还误以为停车场多年来一直在施工。

无独有偶，在新北市淡水运动中心
旁，一个名叫 《太平洋的风》 的公共艺术
也让不少人直呼“看不懂”。作品介绍

称，《太平洋的风》 展现碧波荡漾的场
景，并融合周围景观，为游客提供休憩的
场所。但整个作品周围并没有树荫，设在草
地上也不能遮风挡雨。同时，作品所谓的波
浪，就像是几个铁架子或树干简单地拼搭在
一起，外观颇为粗糙，让人直呼看不懂。

此外，台湾还有多处的公共艺术作品
外观缺少美感、意象难懂，引发舆论的争
议和批评。

硬性花钱做艺术

为了促进公共艺术的推广、增加公共
建筑周边环境的美感，台“文化艺术奖励
助条例”规定，公共建筑应以造价的1%设
置公共艺术品，美化建筑物及环境。这本
是一项有积极意义的规定，但在各部门的
执行过程中却不断衍生怪现象，说白了就
是为了硬性花钱、让建筑工程符合要求而
做艺术。

于是，一些部门为了完成任务花高额
预算设置公共艺术，例如造价 3 亿多元的
新店高中地下停车场就设置了 《倾听》

《乐读》《驻足》 三组艺术品，花费金额达
276 万元。但这些作品与停车场环境并不
协调，民众对此也没有什么感觉。

另外，有的单位则整合旗下建筑物的
公共艺术品设置，像新北市在2016年就将
淡水、板桥、中和、芦洲、三重、土城 6
座运动中心共计 2600 万元的公共艺术费
用，设置了 5 件艺术品，却放在了淡水、
板桥、中和三地，这种“移花接木”的做
法引发各界批评。新北市议员郑宇恩表
示，每个公共建筑都有自己的公共艺术需
求，配套的费用不应挪用在他处；再者，
统一设置的艺术品，不一定符合安置地点
的环境和特色，这种做法实属“一刀切”。

由于公共艺术设置的乱象，许多民众
表示，如果没有合适的艺术品，这1%的经

费为何不用做维修或建设上？比如停车场
就可以用这1%费用增加车位，让大家更有
感。何必浪费公帑呢？

用心投入出成果

当然，设置的公共艺术美感大方、融
入在地特色，在台湾也有很多典范。这些
成功范例的背后，少不了设计师亲身参与
工程的设计规划、沉下心来思考作品与在
地文化如何巧妙结合的身影。

就像新北市淡海轻轨绿山线在规划
时，特地找来艺术家几米，为轻轨创作全
新绘本故事。从工程阶段开始，几米即参
与设计规划。绿山线主要行经淡海新市镇
路段，居民多为核心家庭，几米据此创作
绘本 《闭上眼睛一下下》，以一名坐上轻
轨列车的小女孩为主角，观音山、梯田、
暮色等淡水风情为背景，叙述一段充满无
限想象的旅程，同时探讨自我成长、人与
环境的关系。新北捷运公司总经理吴国济
说，为让作品完美，几米本人多次拜访工
地，图稿也经多次修改才顺利完成。

而在过去，很多公共艺术都是在工程
完工后，工程单位将一面墙或一块空地找
来艺术家设计规画，缺乏整体性，常导致
艺术品与公共工程格格不入。

另一个设置公共艺术的成功案例则是
台北市水源市场的“水源之心”。2010年重
新整修时，台北市政府邀请以色列艺术家
亚科夫·亚刚操刀，斥资6000万元，将市场
外观改为蓝色基底，搭配色彩缤纷的几何
构图。水源之心运用177种色彩，打造出特
殊建筑外观，作品以3种不同视角呈现。从
大楼左侧观赏，可见大海波浪般的蓝白相
间条纹；从正面欣赏，可见到渐层的彩
虹，映照在海洋波浪中；经过水源市场大
楼回头看，则是象征台北的多元文化的彩
虹。外观翻新后，吸引不少民众围观拍照。

台湾起薪不到香港一半

港生高雄求职很泄气
钟 石

都说台湾薪水低，港生果真见识到
了！今年大学毕业的港生梁欣仪在高雄
求职受挫，她觉得十分泄气，因为开出
的薪水不及香港一半，连想找营销、设
计的工作也很困难，她透露，若再找不
到理想工作，考虑到台北试试，或干脆
回香港或上海寻求新契机。

据报道，香港女孩梁欣仪是实践大
学高雄校区营销管理学系毕业生，日前
她在前镇区参加征才活动，现场职缺开
出的起薪落在新台币 2.2 万至 3.2 万元
之间。她发现高雄商业活动很少，开
出营销管理、设计等专业的工作机会
不多。据她了解，香港的大学新鲜人
第一份工作，约可拿到新台币 7 万元左
右月薪，但高雄的起薪甚至一半都不
到，港台起薪落差真的很大。

在高雄没找到适合的工作，梁欣仪
考虑北上一试，但目前投履历到人力银
行尚未获得任何回应。她泄气地说，若
在台湾没有机会，就会返回香港或到上
海工作。

梁欣仪说， 4 年前来台湾就读，而
今年也顺利完成台湾实践大学的学业。
香港人在台湾生活4年，她感受到两地的
差异性，香港人较功利，台湾人很热
情，且生活压力也没香港大。

对于港生找工作受挫，台湾一企业
主管透露，香港学生毕业后在台工作手
续较为繁复，且台当局对外来者求职并
不友善。

是创作还是胡搞

台公共艺术如何避免“四不像”？
本报记者 柴逸扉

两岸需要建构
文化交流大平台

人生为荷，荷为人生
——台湾摄影家吴景腾镜头里的大哉问

本报记者 任成琦 王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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