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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赴閩學國畫 脫穎而出
創作中尋到人生樂趣 代表全校贈字林鄭月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備受
深港兩地青年關注的「深圳香港青年交流促進
會」28日晚在廣東深圳舉行，該促進會旨在加
強深港兩地青年相互了解、交流與合作，促進
兩地融合。該促進會成立儀式吸引了香港近500
位和深圳200位青年參加。深圳香港青年交流促
進會創辦人兼主席崔志仁，創辦人兼名譽會長
及奧柏中國集團主席溫家瓏以及深圳青年聯合
會主席蔡穎，中聯辦青年工作部李薊貽副部
長，深圳市常委、統戰部林潔部長等均出席了
理事會就職典禮暨慶祝晚會。據崔志仁透露，
近期，該促進會將組織數十香港青年赴深圳騰
訊等地考察交流，推進香港青年赴前海創業及
就業。
當天，來自深圳和香港政界及商界領袖，齊

齊祝賀「深圳香港青年交流促進會」第一屆理
事會正式就職。經過簡單而隆重的亮燈及象徵
深港融合的拼圖展示儀式後，「深圳香港青年
交流促進會」第一屆理事們正式投入促進深港
共融的工作。理事們及一眾青年義工當天也在
現場互相交流寶貴的經驗和意見。
「深圳香港青年交流促進會」的成立，旨在加
強深圳和香港青年的交流往來，是由一群有遠
見、有魄力及有承擔，熱心深港兩地青年工作的
志願人士發起，促進會的工作包括推動深圳香港
兩地青少年領袖的交流，增強香港青年對國家民

族的認識，弘揚中華文化；促進深圳香港兩地青
年的經貿、科技及專業交往，加強深港兩地社會
經濟的融合；以及讓香港青年在短時間內認識深
圳，掌握深圳的發展情況，同時在就業、求學、
聯誼方面尋找新的發展天地。

將組織港青赴騰訊交流
崔志仁表示，深港兩地緊密相連，透過深港

青年交流平台，加深兩地青年的了解，香港青
年可以與廣東等地許多青年組織交流與合作，
尤其是廣東自貿區獲批，前海、南沙和橫琴給
香港青年帶來巨大創業和就業機遇。近期，促
進會將組織香港數十位在職青年赴騰訊等企業
交流，尋求合作機會。
參加此次促進會的香港青年黃嘉俊，在香港

開設了中國北方證券公司，通過深港青年交流
促進會，他看到珠三角機遇巨大，而香港市場
狹小、競爭激烈，他擬在前海創業，設立證券
諮詢顧問公司，為在前海和珠三角的企業提供
上市和融資等服務。
21歲的陳先生自英國留學歸來，在深圳設立

了一家服裝貿易公司。他認為，深圳和珠三角
給香港青年帶來很大的發展機遇，香港青年宜
積極進軍內地，創出一番自己的事業。他相
信，深港青年交流促進會的成立，無疑將推動
香港青年更加積極地北上開拓和融入內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盼、實習記者 劉亮荀 成都報
道）27日，由四川成都市人民政府外事僑務(港澳事務)辦公
室、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特區政府駐成都經貿辦事處等
共同主辦的「2015蓉港創意設計交流季」活動在成都正式
拉開帷幕。此次活動旨在進一步搭建成都與香港文化創意
產業交流合作的平台，期間包括有香港設計廊成都店啟幕
儀式、「創．見」蓉港青年創意設計作品展、「品味成
都」蓉港青年學生創意設計作品大賽以及蓉港創意設計作
品兩地巡展交流四大主題。
在香港設計走廊開幕儀式上，香港貿發局總裁方舜文表

示，成都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城市，也非常潮，選擇把西
部地區的第一家店落戶在這裡，正是看重了這座城市的發
展潛力和市場輻射能力。「我希望通過成都店的揭幕為當
地消費者帶來耳目一新的選擇，也為香港的設計師和供應
商提供另一個拓展內地市場的渠道。」

切磋交融 促新靈感誕生
香港特區政府駐成都經貿辦主任劉錦泉表示，在創意設

計領域，港蓉兩地有很多地方可以進行合作，「香港的文
創產業發展一直以來都很好。我們非常注重對香港青年設
計師們的培養。所以我們也希望通過此次交流季能給這些
年輕設計師們多一些機會，讓他們的的設計走進內地與內
地的年輕設計師進行交流。」
劉錦泉說，成都近幾年的設計產業發展速度很快，在參

觀「創．見」蓉港青年創意設計作品展時，他特別注意到
來自成都大學學生們的設計都非常的新穎有趣，「兩地創
意青年通過比賽，讓作品中的新奇思維與地方特色相互切
磋交融，也有利於新的設計靈感誕生。」
對於內地特別是西部地區的青年設計師來說，「2015蓉

港創意設計交流季」也是一個將自己的設計作品推向世界
的絕佳機會。香港著名設計師Eddie表示，他非常希望內地
設計師們能積極地參與到交流季中來，「讓自己引以為傲
的設計作品通過比賽進入香港市場，進而走入世界創意平
台。這是個絕佳的展示機會，也是兩地青年相互學習借鑒
的機會。」
據主辦方介紹，在今年的7至8月期間，「品味成都」蓉

港青年學生創意設計作品大賽部分獲獎者及「創．見」蓉
港青年創意設計作品展的優秀參展者還將赴香港交流巡
展，香港獲獎學生也將來蓉訪問，通過互訪交流，增進友
誼、啟迪思維。

談到寫字贈林鄭月娥，鄧藹雯說，這幅字是代表
全校1,300名港生寫的，司長行事風格幹練，

所以這幅字用隸書的形式來表達，比較適合司長的
風格，也感謝她對香港民生的關心以及香港學生的
厚愛。

聽蔣勳解讀名畫 決心入行
鄧藹雯看起來甜美乖巧，說話輕聲細語，讓人一
眼就喜歡上她。但她卻說，「我性格很火爆，也是
個非常叛逆的人，因為家人沒有太重視我，中學時
期學業不是太好，家人也愛拿我去和其他的同學比
較，所以我會有很多叛逆的行為。自己會在學校要
求見家長的時候找不認識的人去扮家長，也曾試過
冒充媽媽的簽名要退學。」
去內地求學的港生大多選擇就業比較容易的旅
遊、金融、工商等專業，鄧藹雯卻選擇了在香港比
較偏門的國畫專業。
她說，「2010年，我無意中聽到台灣知名畫家蔣

勳對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的講解，他平靜的聲
音，對藝術美的理解，都深深地打動了我，在這之
前，我並沒有接觸過國畫，也就是從那時開始，我
下定決心學習國畫。我現在畫畫時，都塞着耳機聽
蔣勳的聲音，它可以讓我心情平靜，靈感迸發。」
鄧藹雯說，在華僑大學學國畫的一年多時間，自
己很努力，她的人生也因自己的努力而發生了很大
變化，在不斷的學習、創作中找尋到了人生的樂
趣，因為畫畫的世界很單純。

歷經艱辛 最後一名到獲大獎
對於基礎不好的鄧藹雯來說，學國畫是一個非常
辛苦的過程。
「我記得大一上學期，因素描、速寫、水粉不
好，還是全班的最後一名，即使這樣，我也沒有想

過放棄，我告訴自己，來了之後就不能後悔。」鄧
藹雯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
備受打擊的鄧藹雯並沒有氣餒，即使外面風吹雨

打，她也堅持在宿舍完成自己的作品。下課後去圖
書館，偶爾走出校門，基本上都是去買材料。別人
在玩的時間，她都用來畫畫，在泉州一年半的時
間，很多地方她都沒去過，香港的同學去找她玩，
還是其他同學帶着他們逛泉州的。
除了自己的努力，鄧藹雯說，老師對他們這些境

外生也特別照顧，經常指導他們，學長學姐一有
空，也都樂於幫助他們，她非常感激。

鄧藹雯對自己的作品要求非常嚴格，每一幅作
品都力求做到完美，一遍又一遍，曾經有一幅
畫，她畫了至少五十次，直到滿意為止。她說，
學國畫最難的並不是畫不好，而是畫不好又不肯
繼續畫，不去發問，不去努力。對她來說，畫畫
最大的動力就是看畫的人可以在她的作品前多停
留一會兒。
通過自己的不斷努力，一年後，鄧藹雯成為全班
第三名，並且憑藉臨摹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獲
得了華僑大學藝術節銅獎以及福建師範大學的藝術
優秀獎。

鄧藹雯指着《千里江山圖》說，當時全班都是臨摹這幅
畫，「他們用的是二青，三青，二綠，三綠，我當時在上色
的時候，正好在聽台灣畫家蔣勳的講解，也記住了『畫青綠
山水要用石青和石綠』這句話，所以我的作品和他們的不一
樣，也才能得獎。」
「這裡面還有一個故事。」她說，當時全班同學約好一起

去裱畫，她有事耽誤了點時間，和班上的另一位同學先後到
了裱畫店。裱畫師傅先裱她同學的畫，沒想到師傅的桌子沒
有弄乾淨，把她同學的畫弄毀了。鄧藹雯替同學難過的同
時，也暗自慶幸，如果被毀掉的畫是自己的，也就沒有後來
的故事和插曲了。

堅持將參賽作品要回
鄧藹雯說，《千里江山圖》獲得華僑大學藝術節銅獎後，

學校老師建議她送去福建師範大學繼續參加比賽，當時她有
點擔心評獎完後，畫拿不回來，還特意問了老師，老師說可
以。
等待的時間很漫長，鄧藹雯並不擔心自己的作品能否得

獎，而是作品評獎完能否拿得回來，所以她隔段時間就去向
老師打聽。直到有一天，老師告訴她，《千里江山圖》獲得
了優秀獎。聽到得獎的消息鄧藹雯並沒有多開心，她只想知
道她的畫是否可以拿回來。沒想到福建師範大學的老師說，
所有參評作品都不能拿回。
鄧藹雯聽完非常難過，有種求救無門的感覺，她很直接地

告訴老師，「獎金和證書我都可以不要，但是我的作品一定
要拿回來。我把錢給你，你把畫還給我。」在她的堅持下，
福建師範大學的老師從倉庫的上萬件作品中，把她的作品找
了回來。
「找回來的畫已經破舊不堪了，我的心非常痛，對我來

說，我對自己的每一件作品都視如生命。尤其是它，它是有
生命力的，如果不是，它也不會兩次屹立不倒。」鄧藹雯
說，每件畫都有自己的生命和故事，她對自己的作品非常尊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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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藹雯喜歡畫畫，喜歡旅行，愛好攝影，但是更多的時
間，她喜歡呆在學校的圖書館。
她遺憾地說，香港的圖書館沒有太多國畫的書，所以現在
最想做的事除了畫畫，就是把學校裡有關美學的書看完。有
時她也會去資料室看，資料室的書是不能借的，但因為她經
常去，負責管理資料的老師會偷偷把書借給她去複印，令她
非常感激。
再過兩年，鄧藹雯就大學畢業了，由於入學比較晚，她無

法再繼續讀碩士研究生，鄧藹雯說，「畢業後就回香港工
作，這幾年都在福建上學，很少和家人呆在一起，真怕和他
們產生隔閡。」
對於今後的就業，鄧藹雯並不擔心，她給自己做了規劃，

學國畫是一門技術，今後可以在博物館或者是拍賣行上班，
或者可以教小朋友、老人寫小篆，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規劃返港工作 弘傳統文化

視自己每件作品如生命■■鄧藹雯臨摹的作品鄧藹雯臨摹的作品
《《千里江山圖千里江山圖》。》。

■鄧藹雯在畫畫。
■鄧藹雯（右）寫「赤子丹心，德馨為民」贈林鄭月
娥，表達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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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駐成都經貿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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