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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画家张鸿俊移居澳大利亚。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他的画能够在西方得到认可，为中国画家在海外赢得
荣誉。他做到了。他是目前澳大利亚华裔艺术家中唯一一
位与欧美重要画廊签约的画家。

张鸿俊的工作室里，摆满了新近创作的 《山水与熊
猫》 系列。张鸿俊说，他渴望能为北京的个展创作出经
典的作品。“虽然我在海外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我的作
品很少在中国艺术界现身。我一直想回中国。”

1960 年，张鸿俊在上海出生。少年时代，中国著名
漫画家张乐平的女儿对他在书法和国画方面进行的训
练，使他对笔墨运用相当娴熟。上世纪 70年代末，西方
艺术进入中国，印象派大师梵高吸引了他的注意。张鸿
俊从阅读他的传记中得到启发，背着画箱走南闯北。画
了5年的风景写生，让他可以熟练地通过明朗、轻快的色
彩创造自然界的奇妙风光。

1985 年，张鸿俊在上海举办他的第一个个展，成为
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举办个展的艺术家。之后，他在艺
术上展开了更大的探索，“我创作的《无题》系列，是美
国抽象表现主义大师波洛克的行动绘画，结合中国传统
绘画的意蕴。具有鲜明个人特点的作品，给我带来了崭
露头角的机遇”。1989年，他代表上海参加第七届全美国
展，并成为上海美术家协会最年轻的一位成员。

艺术追求无止境，事业有成的张鸿俊放弃已有的光
环，决定进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深造。他笑言，
在那4年里，天天都是画素描和学习油画技法，生活很简
单。但是要成为世界级的大画家，这种基本功训练是必
须的。那个时代，大家都十分渴求知识，图书馆爆满，
他也读了很多哲学、文学和艺术的书籍。1992年他获得
上海艺术创作大奖，前景被行家广泛看好。

1997 年，张鸿俊和家人在悉尼会合，他喜欢这里独
立的创作环境，和没有头衔的生活状态。最初 10年，他
的画作产量仅仅十几幅，这个数字对于一个画家来说，
少得几乎不可想象。“并不是我有意去画那么慢，而是我
真的画进去了。”张鸿俊这样解释。这些作品脱颖而出，
很快被当地主流艺术界和文化界所接纳。

1998 年，张鸿俊凭在澳大利亚的第一幅大型油画

《大卫与他架上的画家》入围澳大利亚国家肖像奖，画中
的模特，是他的弟弟。张鸿俊至今还记得，因为省钱，
兄弟二人从悉尼坐火车去墨尔本参加开幕式。第一次参
展，就被列入3幅候选获奖作品中，这让他颇感意外。

“我的作品能够被选上，我很开心。”他说。2000年，他
的作品再度入选这个奖项，被公众投票评为最受欢迎的作
品。2001年，他应邀作为澳大利亚最优秀24位画家之一参
加全国巡回展，作品首次被澳大利亚官方美术馆收藏。
2004年，他与著名收藏家修曼夫妇相识，为他们创作的两
幅肖像，也都是澳大利亚国家绘画大奖的决赛作品。

虽然长期在海外发展，但是中国始终是他的寄托。
中国符号成为他的绘画艺术中用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兵
马俑》《十二生肖》和《西藏孩子》等这些充满中国元素的艺
术作品，已经成为海外人士追逐中国文化的热点。“具有中
国人文精神的当代绘画，是我追求的。”张鸿俊告诉记者。

获得澳大利亚国家绘画大奖后，张鸿俊的重心开始
偏向欧美，参加重要的国际艺术大展：2015年“第10届
意大利佛罗伦萨双年展”和 2015年马耳他麦地那大教堂
当代艺术双年展。

目前，跟张鸿俊合作的悉尼南达霍布斯当代艺术美
术馆当代画廊，是澳大利亚一线的画廊，曾推出许多澳
大利亚名家。该画廊在推广张鸿俊作品方面做了大量的
工作，2011年在全球为他发行了限量版画。2017年，他
开始与英国画廊合作，系列作品被展示在靠近伦敦白金
汉宫的主干道国王街上。

张鸿俊创作的 《山水与熊猫》 系列是当今世界中国
符号最为完美的“比兴”组合，在艺术上追求一种“熊
猫意象”与“山水意象”的熔融。

早期的抽象又回归到现在的作品中，这是很有趣的
一个轮回，但是这个抽象也从感性的意境走到理性的气
韵。他说，“我的艺术经过了40多年的探索，每一次改变
都是在整合自己的艺术经验和力量。不断突破自己是我
作为艺术家的生存价值。”张鸿俊一直保持着规律的生
活，他不善言辞，甚少参加社会活动，他不用微信，就“躲”
在工作室里埋头作画。

（来源：中国新闻网）

张鸿俊：用画作闪耀西方
陶社兰

一杯好茶 几多乡愁

每一片茶叶，都凝集了天地万物之
精华，也寄托了华侨华人对祖 （籍） 国
的深深思念。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拉
斯帕尔马斯市，有一家飘着茶香的中国
餐馆。这家经营了二十多年的老店，是
许多华侨华人重温家乡味道的驿站，也
是海外友人品味舌尖上的中国的窗口。

旅居西班牙三十余年的店主占群浦
说：“我在福建长大，从小就养成了喝茶
的习惯。只要一闲下来，就会给自己沏
一壶茶”。一杯好茶入口，沁人心脾，神
清气爽，带走了华侨华人海外漂泊打拼
的疲惫与忧愁。

“很多华侨华人对中国茶情有独钟，
在海外多年，他们仍保留着许多中国传
统的生活方式，”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
会理事长邵曙光说，喝国茶是很多华侨
华人的习惯。

谈及创立“宝珍号”茶业品牌的初
衷时，马来西亚华裔张秀珍说：“我年幼
时，父亲就去世了。我记忆中最深刻的
一件事，就是每天父亲回到家中，我为
他递上的那杯茶。”虽已年过花甲，为父
亲递茶的场景还常常在张秀珍的脑海浮
现。一杯茶，代表着女儿对已故亲人的
无尽思念，也体现了华侨华人对中华传
统孝道的传承。

茶中有大道，悟茶通人生。生长在

故土的茶，汲取了家乡的山水精华。茶
中的万千滋味，融入了华侨华人世事情
感，浸润出海外游子的浓浓乡愁。

以茶为媒 凝侨聚力

“在西班牙，我们的生活节奏很快，
难得能与同胞相聚。一有时间，我们就
会拿出好茶一起品鉴，”占群浦说。喝茶，
成了众多华侨华人忙碌生活中的一种享
受，成了亲朋好友相聚的一个理由。在车
水马龙的闹市，摆上青瓷茶具，沏上一壶
香茗，便能感受春风拂面的清雅。

“喝茶不仅帮我找到了归属感，也帮
我确定了一生的事业追求。”澳大利亚舍
予茶院创始人舒鹏行感慨。2003 年，舒鹏
行到澳大利亚求学。从家乡带来的茶叶拓
宽了他在澳大利亚的“朋友圈”。大学毕
业，他放弃了金融行业的高薪职业，在澳
大利亚开起了中国茶馆。“喝茶让我遇见
了不少知己，中国茶独有的文化内涵也改
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
上的地位日益提高，华侨华人在居住国
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侨
商看见了中国茶的广大市场，也意识到
中国茶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许
多华侨华人回到国内，寻找最纯粹的中
国茶叶，带回居住国，向更多人推介国
茶。以茶为媒，将中华传统文化带出
去，将中国人儒雅的生活方式传播出

去，将海外华侨华人的心凝聚在一起。
“侨商是把中国茶推向世界的媒介与

桥梁之一，中国茶要在海外饮料市场占
据更大的份额，需要侨商的更多努力。”
福建省武夷山市商务局副局长陈炳富多
年来一直担任武夷山海峡两岸茶博会展
览组“武夷山太伟风景展馆”总协调，
据他介绍，武夷山海峡两岸茶博会已成
功举办十二届，热度年年高涨。

2000 多年前，中国茶作为流通在“丝
绸之路”上的主要商品扬名世界。如今，

“一带一路”为中国茶叶带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各国华侨华人积极响应，做起了中
国茶文化的传承人与中华传统的传播者。

做实品质 讲好故事

把中国茶叶的故事讲给更多人，让
中国文化感染更多人，是张秀珍传播中
国茶文化的心愿。她说：“中国拥有最多
种类的茶，世界最好的茶也在中国。”让
世界人民都了解并喜欢中国茶，读懂中
国茶深厚的文化内涵，需要全球华侨华
人的耐心与决心。

中 国 茶 叶 流 通 协 会 今 年 公 布 的
《2018中国茶叶行业发展报告》提到，根
据国际茶委会统计，2008-2017年间，世
界 茶 叶 种 植 面 积 一 直 保 持 稳 定 增 长 ，
2008 年世界种植面积为 342 万公顷，到
2017 年达到 489 万公顷，10 年间增长了
147万公顷，比2008年增长了43%，大部

分增长来源于中国。
据邵曙光介绍，2018 年 11 月 23 日，

“第二届澳大利亚·中华文化节暨中澳茶
博会和金博会”在悉尼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茶博会吸引了当地华侨华人、国外
友人及采购商数万人参观。茶企所带的
近万斤茶叶基本售罄，3天交易额近千万
澳元，在澳大利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邵曙光感慨：“国茶要真正走出去，走进
海外友人的心里，需要打造品牌。”

“在海外，喝茶的主要群体还是老一
辈的华侨华人。他们在中国长大，对茶文
化比较了解，所以仍保留着喝茶的习惯，”
占群浦说，许多华侨华人的孩子在海外长
大，不太习惯喝茶。要让中国茶在海外更
好地传承，就要让华侨华人的子孙也爱上
喝茶，爱上茶所赋予的生活仪式感。

中国茶不是简单的消费品，而是有
故事的文化载体。以侨为桥，将中国茶
与中华传统文化推向世界，让世界人民
了解中国传统的饮茶方式，让广大华侨
华人对中国茶的品质有信心，才能更好
地推介中国茶，才能赢得海外友人对中
国茶的认可。正如张秀珍所相信的那
样：“总有一天，中国茶的品质会让全球
信服，神奇东方树叶所承载的文化故事
也一定能感动世界。”

上图：2018 年 11 月 23 日，“第二届
澳大利亚·中华文化节暨中澳茶博会和金
博会”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澳大利亚
青年品尝中国茶。

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供图

浙江省侨商会倾听“侨声”

近日，为助力企业转型，浙江省侨商会组织会长团
及浙江省发改委、浙江省经信厅、商务厅、银保监局等
部门专家，赴浙江丽水、金华、绍兴和宁波等四地，展
开为期4天的“访侨企送服务”活动，“把脉”侨资转型
升级之路。

浙江是全国重点侨乡，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有
202万人。据统计，到2018年底，来浙江投资创业的侨资
企业已近 4 万家，总投资 4192 亿美元，分别约占浙江省
外资企业总数的62%和外资总额的60%，成为推动该省改
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此次活动中浙省侨商会及相关专家走访了一些侨
企，了解不少地市的经济发展结构，根据每个企业的特
色，了解实际情况解决问题，并以座谈会的形式一一解
答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困难。

许多侨企负责人纷纷告诉记者，对于省侨商会开展
的“访侨企送服务活动”十分满意，在给他们增加信心
的同时也指明了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福建侨界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福建省侨联率领省、市、连江县、乡、村侨
联机关干部、侨界志愿者、部分青委会委员、侨商会会
员近 100 人，深入连江县江南乡梅洋村开展“村植千
树”、共植“侨心林”活动。

福建省侨联组织、引导侨界群众到梅洋村参与义务
植树，建立“侨心林”，已持续了11年。

11年的坚守，曾种下的梅树如今已葱郁成林，连成
一片的梅花成为国家级生态村梅洋村的一道靓丽风景
线。对此，家家户户均有人在美国的梅洋村民津津乐
道，引以为豪。

图为福建侨联组织侨界群众到梅洋村参与义务植树。
资料图片

厦门举办“走进侨乡”活动

近日，为学习老一辈华侨华人精神，弘扬华侨文
化，厦门市集美区侨联召开八届二次全委扩大会暨举办
以“走进嘉庚故里，感受侨乡文化，学习嘉庚精神”为
主题的侨联委员“走进侨乡”学习实践活动，70多名归
侨侨眷、海外侨胞代表和侨务工作者参加了活动。

当天上午9点，与会代表在陈嘉庚纪念馆齐聚一堂，
认真学习领会中国侨联十届二次全委会精神和省、市侨
联会议精神，审议区侨联工作报告，听取基金会管理情
况报告。

在随后的行程中，他们先后组织开展了“侨房·侨
情·侨文化”“丝路心语·邮乡情”“学嘉庚事迹，传嘉庚
精神”等观摩交流和学习实践活动。

（以上均据中国侨网）

中国茶香寄侨情
杨 宁 赵雪彤

中国是茶的发源地，中国茶始于神
农，兴于唐宋。茶，是承载着友谊、文化
的特殊商品。经过漫长的历史，中国茶已
在全世界扎下了根。

对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而言，茶不仅
是一种饮料，还是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是唤
起故乡记忆的特殊味道。随着“一带一路”
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华侨华人将中国茶
推向世界。承载深厚中华传统的茶作为中
国的名片，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侨 界 关 注

侨 情 乡 讯侨 情 乡 讯

近日，福建漳州布袋木偶戏
传承人陈黎晖到访了美国马里兰
州 7 个 县 多 个 学 校 、 社 区 ， 与
3000 多名学生、教师、普通民众
交流，并入住当地家庭，可谓一
次深入美国民间的“草根之旅”。

上图：在美国马里兰州乔治
王子县的潘布兰奇小学，福建漳
州 布 袋 木 偶 戏 传 承 人 陈 黎 晖

（右） 演示木偶戏。
左图：潘布兰奇小学的学生

们体验木偶戏。
新华社记者 刘 杰摄

福建布袋木偶戏走进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