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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六十年代，李松山和韓蓉在北京學習非洲
當地語言——斯瓦西里語。畢業後被分配到北

京中央機關從事翻譯工作，翻譯毛澤東著作，中國
文學作品和科普讀物，上世紀90年代初移居坦桑尼
亞，二十年後他們又回到北京。50年來他們一直做
「促進中非文化交流」的同一件事。

結緣馬孔德雕塑：漂洋過海安家長春

七十年代，李松山第一次來到非洲，幾年後在中
國駐外機構任文化代表，韓蓉後來作為中國醫療隊
隊員踏上了非洲大地，在那革命的年代裡，他們經
常往返於北京和非洲大陸。他們與當地居民一起工
作、生活，從此一扇絢爛的非洲文化之門向李松
山、韓蓉夫婦敞開。

在眾多非洲藝術門類中，李松山、韓蓉夫婦獨愛
有 「黑精靈」之稱的馬孔德木雕。馬孔德是生活
在坦桑尼亞和莫桑比克兩國交界的魯伏馬河畔的小
民族，有「男人從雕」的傳統，馬孔德人用烏木製
作的雕塑作品風靡全世界。李松山對記者說，那些
在非洲硬木和烏木上手工刻磨而成的木雕，根植於
馬孔德人的生活本源與宗教信仰。

李松山告訴記者，他們夫婦二人先後在非洲生活
近三十年，從他們愛上馬孔德木雕的那一刻開始，
他們便傾盡所有，收集和珍藏當地雕刻家的作品。
李松山與韓蓉一生致力於馬孔德雕刻藝術的探究，
他們曾發起成立坦桑尼亞國家馬孔德藝術協會；建
立馬孔德藝術基地，為雕塑家提供木材、場地和免
費午餐，還為雕塑家的創作提供各種幫助；他們深
入調研梳理馬孔德藝術流派，根據馬孔德民族的信
仰和生命哲學，將馬孔德木雕風格進行了歸類。鑒
於他們對馬孔德藝術的研究，保護和弘揚的特殊貢
獻，坦桑尼亞藝術委員會授予其「文化藝術博士」
的稱號。

中國雕塑大師劉開渠對李松山說：「馬孔德木雕
不是一般的小玩意，它是世界文化藝術中的一個重
要門類。」 中國著名畫家黃永玉認為李松山、韓蓉
收藏的馬孔德木雕藝術價值極高，他說：「這些木
雕是活的，是有生命力的」。

癡迷於非洲藝術的李松山和韓蓉，辭掉了穩定的
工作，自己出資在非洲和中國舉辦各種展覽。1997
年他們在北京故宮太廟舉辦了大型「非洲藝術展」，
時任國家文化部副部長的李源潮為其開幕式剪綵，
並充分肯定李松山和韓蓉對中非民間文化交流做出
的貢獻，他鼓勵更多的華僑參與開展同各國的文化
交流。2005年，李松山、韓蓉夫婦向中國美術館捐
贈158件馬孔德藝術珍品，在捐贈儀式上，時任中國
美術館館長的馮遠評價道：「上世紀初歐洲受非洲
藝術影響，由此產生了野獸主義和立體主義。畢加
索的立體主義繪畫《亞威農少女》被認為是傳統藝
術與現代藝術的分水嶺。而現在，看 這些非洲雕
塑，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可以說是畢加索的老師
來 。」

在中國捐贈非洲藝術博物館

為了讓更多的中國人了解非洲藝術，促進中非文
化交流，李松山和韓蓉決定將傾注一生收藏的非洲
藝術品，全部用以捐建博物館。2011年9月1日，由
夫婦二人捐贈的「松山韓蓉非洲藝術收藏博物館」
在吉林省長春市長春世界雕塑公園正式落成。這是
中國國內首家外國藝術專題博物館，亦是當今世界
上以非洲馬孔德雕塑藝術為主體的規模最龐大、藏
品最齊全的非洲藝術館，來自坦桑尼亞、馬拉維和
贊比亞等東南非洲的13個國家的藝術精品薈萃於
此。坦桑尼亞前總統本傑明．姆卡帕特意為該博物
館題寫前言，高度讚揚李松山韓蓉為人類文化發展
做出的民間創舉。2012年7月，全
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率團來到長
春，參觀雕塑博物館，對李松山和
韓蓉的貢獻讚歎不已。

在採訪中，李松山對記者說：
「我們夫婦倆這輩子最大的收穫就
是在中國留下了一間非洲藝術博物
館。」 正如他們夫婦二人在博物館
前言中所說的：「這是用畢生精力
財力完成的一段雖然艱辛坎坷，但
卻充滿生氣與快樂的文化苦旅。」

「非洲小鎮」北京落戶

李松山和韓蓉的中非文化苦旅還沒有結束。2013
年9月，在北京宋莊「非洲小鎮」的院落裡，李松山
向記者描繪了他們新的文化旅程：「我們把最後一
點積蓄拿出來，自己設計，親自監督施工，建造了
這個『非洲小鎮』。小鎮的主體建築是一個獨具非洲
特色的圓形草棚式講堂。我希望，這個小鎮能夠成
為中非精英研討的講台，民間文化交流的舞台，中
非藝術展示的平台。」

談及在北京建造「非洲小鎮」的初衷，李松山解
釋道，跨國間的文化交流，原生動力在民間。目
前，中國研究非洲文化的民間機構十分匱乏，希望
北京的「非洲小鎮」能夠成為中非文化的民間互動
平台，使中非文化藝術交流的基礎更加深厚。同
時，真正的藝術必須回歸生命的本源，非洲的馬孔
德藝術充滿了生命的原始動力，希望中國藝術家深
入了解非洲藝術，從中汲取豐富的藝術營養，創作
出更多真善美的藝術作品。

「非洲小鎮」雖然還未竣工，但建築框架已現雛
形，草棚式講堂就像一個巨大的含苞花蕾，等待綻
放的是李松山與韓蓉又一個中非文化交流的夢想。
在採訪結束後，李松山、韓蓉夫婦將記者送至「非
洲小鎮」的大門口，韓蓉挽 李松山的胳膊，笑容
慈祥，二人身後是錯落有致的小鎮建築。此時，小
鎮門前掛 的非洲竹木風鈴隨風搖曳，渾厚而悠揚
的聲響傳向遠方，彷彿在訴說 夫婦二人三十年的
中非文化傳奇⋯⋯

香港畫家林湖奎先生是當代「嶺南畫派」突出代
表，也是香港少數能名揚中國當代畫壇的優秀畫
家。他的名片很空靈，畫集裡也難見名人巨賈助
陣，用他的話說，畫家最終要靠作品說話。其衝出
香港，跨江越海的名氣，全憑作品的面貌和質素而
屹立於當代畫壇。

畫家林湖奎的作品展將於11月14日在中央圖書館
展覽館揭幕，展覽日期由11月15日至19日。林湖奎
1945年生於廣東省揭陽縣，早年曾學習西洋畫，又
隨梁伯譽習山水畫，1960年代立雪於嶺南畫派大師
趙少昂門下，博取嶺南畫派精華，同時具備扎實的
傳統筆墨技巧，重視寫生，在主題和技法上多方面
嘗試，成功開闢個人風格。他畫鶴、鷺、雉、鷹、

雁、野鴨、雞、孔雀等皆形神俱備，其中以寫
鶴最為人稱道。畫中白鶴從「松鶴長青」一類
傳統國畫藩籬中釋放出來，在寬闊山林中或翩
翩起舞，或雪地漫步，或空中盤轉，意境清逸
浪漫。又例如以破筆皴刷繪成猴子和貓的茸
毛，效果纖密精細；以意筆揮寫黑豹和猴子，
隨心所欲而淋漓盡致。而背景的處理，則時以
乾筆描出草和疏落的樹枝，也多採用渲染來營
造氣氛。他亦擅長畫魚，尤其是各種觀賞魚如
金魚、錦鯉、熱帶魚、海水魚等。

林湖奎於亞洲、美國、澳洲、英國、德國等
地舉行了多次展覽，多年來不少作品被博物館
及私人收藏。其主要作品包括《金魚．錦鯉》、
《海水魚．熱帶魚》、《林湖奎畫集》等。

嶺南畫派林湖奎作品展

■林湖奎作品《孔翠》

一生堅持做一件事
—記中非民間文化交流使者李松山、韓蓉

牆壁懸掛的汀嘎汀嘎（TINGATINGA）繪畫繽紛而絢目，

地面佇立的非洲馬孔德木雕原始而誇張，桌布、杯墊繪製的

非洲圖騰古老而神秘⋯⋯眼前的這一切不是出現在非洲大

陸，而是北京宋莊一處名為「非洲小鎮」的院落內。這裡住

致力於中非民間文化交流的使者——李松山、韓蓉夫婦。

他們畢其數十年的心血和精力，收集萬餘件非洲的雕塑和繪

畫、舉辦各種中非藝術展覽、創建非洲藝術博物館⋯⋯正如

李松山所說，「我們堅持用一生做一件事，那就是傳播非洲

文化藝術，增進中非文化交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實習記者崔可憶北京報道　

攝：李茜婷

■李松山、韓蓉夫婦正在看坦

桑尼亞前總統本傑明．威廉．

姆卡帕為博物館題寫的前言。

■李松山、韓蓉夫婦於北京宋莊建造中的「非洲小鎮」的家。

■李松山、韓蓉夫婦北京宋莊「非洲小鎮」的家，

牆上掛 多幅汀嘎汀嘎繪畫。

■李松山、韓蓉夫婦北京宋莊「非洲小鎮」的家陳設甚有

特色。

■正在施工的「非洲小鎮」主體建築。

■林湖奎作品《憩息》

■林湖奎作品《回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