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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藝術館館長陳秀梅介紹：「漆
藝和民間繪畫兩項『非遺』嫁接生

出新的藝術形態，它所衍生的市場表現是
這一創新模式的價值增長點。」

結合文創博市場認同
陳秀梅表示，希望通過農民畫嫁接漆

藝實現精準扶貧，幫助農民畫華麗轉
身，並努力為這兩項藝術形式的結合尋
找到市場認同。「我們已跟台灣的文創
團隊進行接洽，由他們為農民畫家進行
文創設計，選出有市場前景的農民畫家
進行簽約並購買其版權，讓農民畫家可
以從之後的市場活動中得到分成，真正
做到產業結合。」
在實驗班學習結業當日，寧夏農民畫

家呂具生授權福建唯美客文化創意有限

公司及台灣設計團隊對其漆畫作品
《塞上江南》進行知識產權文創開
發。他表示：「同題材的水彩畫價值
300元(人民幣，下同)，漆畫能翻十
倍，最少價值3,000元，感覺一下子和
市場拉近了許多。」

推廣全國助畫家圓夢
福建省藝術館創作部主任江書榮

說，近年來，農民畫和農民畫家的發
展遭遇「雙瓶頸」。作為相對邊緣的
畫種，農民畫在中國美術主流平台上
幾乎沒有展覽資格。許多農民畫家獲
獎只停留在省級層面，幾乎沒有人能
成為全國美協會員。「農民畫與漆畫對
接的新路，一定意義上可以幫助農民畫
家實現藝術理想。」

據透露，該實驗班還將繼續舉辦，
學員或將來自各省農民畫之鄉，使這
場「有意義的實驗」擴大到全國範
圍。

由福建省文化廳指導，福建省藝術館、福建省非遺保護中心主辦，新華創意園承辦的「閩寧農

民畫創作群體漆畫技藝實驗班」日前在福州結束，實驗班20名學員中有4位來自寧夏對口支援地

區，16位來自福建省內5個農民畫之鄉，他們用40天學習傳統漆藝技法，並將其「跨界」運用到

農民畫的創作當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農民畫融漆藝
實現跨界升值

7獨特基因助藏人適應高原

攝影師22次訪北極 記錄生態變化

■■福建農民畫家傅劍峰的漆畫作品福建農民畫家傅劍峰的漆畫作品
《《閩南五月天閩南五月天》。》。 記者蘇榕蓉記者蘇榕蓉 攝攝

■寧夏農民畫家楊小梅的漆畫作品
《邦布達歸來》。 記者蘇榕蓉 攝

山西推皮影戲
演繹寒食文化

■導師（中）對實驗班學員進行指導，讓
他們將漆藝運用到農民畫創作中。

本報福建傳真

■孩子們在山西博物院體驗操作皮影。 資料圖片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傳承人李世偉
（左）、皮影戲表演
藝術家趙翠蓮為觀眾
奉上皮影戲《忠君
魂》。

資料圖片

中國和澳大利亞研究機構前日聯合發表在美國《國
家科學院學報》上的報告顯示，藏族人適應高原環境
的基因秘密已被發現。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多米，空氣中氧氣含量只

有平原氧氣含量的40％左右，紫外線強度也比平原
地區高出約30％，再加上氣候寒冷乾燥，食物資源
匱乏，因此被稱為「生命禁區」。
為進一步探究藏族人適應高原環境的原因，中國溫

州醫科大學的瞿佳、呂帆、金子兵與澳大利亞昆士蘭
大學的楊劍等人合作，對青藏高原地區的藏族人群進
行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遺傳學研究。研究發現
MTHFR、 RAP1A、 NEK7、 ADH7、 FGF10、
HLA—DQB1與HCAR2這7個基因在藏族人適應高
原環境方面發揮了作用，這些基因的發現對理解藏族
人高原適應的遺傳機制有重要意義。 ■新華社

清明期間，山西博物院推出
傳統皮影戲，表演有關介子推
的故事，讓公眾感受寒食節習
俗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
在山西博物院，8位小講解

員與來自山西侯馬的國家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李世偉、
皮影戲表演藝術家趙翠蓮一起
為觀眾奉上了精彩的皮影戲
《忠君魂》。李世偉、趙翠蓮
通過嫻熟的皮影表演技巧和鏗
鏘有力的唱腔，讓大家感受到
兩千多年前晉國介子推憂國憂
民、忠君愛國、清明廉潔的政
治抱負和功不言祿、功成身退
的奉獻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奇霖 山西報道來自黑龍江哈爾濱的67歲攝影師王

建男曾深入北極22次，用照片呈現北
極的人文與生態變貌。截至目前，他
的足跡遍布北極圈內8個國家，160多
個住點與聚落，採訪多族裔原住民500
餘人，照片4萬多張。他表示，希望未
來10年能走遍北極地區所有村落和原
住民永久居住點。
據了解，王建男早年是攝影記者，

緣於2005年加拿大華人徒步到北極圈
探險的報道，他對北極探險產生了濃
厚興趣。此後12年間，他和太太22次

深入北極，還曾受邀到聯合國總部演
講，並在紐約舉辦攝影展。他表示，
有關北極生態環境和動物的紀錄片不
勝枚舉，因此，他決定專注記錄北極
居民的生活狀態。

冰層變薄 捕獵習俗漸失
隨着全球暖化，北極熊的覓食場地

越來越小，在一些當地伊努特人居住
的聚集點經常會有北極熊闖入。王建
男甚至拍到北極熊因為飢餓而跑到垃
圾堆中覓食的場景。

據一名北極獵人介紹，20年前冰層
厚度達4公尺，如今海冰變得薄而脆，
當地已發生多起獵人狩獵時人同雪橇
犬一起墜入海裡的事件。如果海冰融
化，獵犬就沒有用武之地，延續幾百
年的習俗也會消失。
加拿大北極小鎮劍橋灣的居民則表

示，現代生活方式對當地人衝擊很
大，咖啡廳、超市、餐廳到處都是，
小鎮的安靜被打破。很多年輕人不再
願意住冰屋、吃海豹肉，甚至不願意
跟父輩學習捕獵技術。■《廣州日報》

■67歲的王建男（左）專注記錄北極居民
的生活狀態。 網上圖片

讓世界擁抱「 消除異樣眼光
心理師首引「格式塔」 真情溫暖特殊群體

王錚和他的心理諮詢師團隊
為HIV感染者日前舉行了

第二場團體輔導。30個HIV感
染者來賓打扮成「套中人」，
目光猶疑，嘴巴緊閉。在這
裡，華人心理諮詢師第一次將
格式塔團體技術運用到HIV群
體。王錚明顯地感到來賓們經
治療後逐漸卸下偽裝。

解開心結接納自己
HIV感染者李雷（化名）表

示，3年前，他查出感染HIV病
毒後再也無法和孩子進行正常
交流和身體接觸。王錚運用
「格式塔」心理學技術與李雷
溝通後，他終於明白自己並非
排斥孩子，而是不能接納自
我。次日，李雷發給心理諮詢
師微信：「昨天回來抱了兒子
一下，我也能坐他身旁聊天
了。這是一種久違的感覺，快
樂時光離我們不遠了。」
僅一次治療就取得這樣的效

果，王錚深感心理治療對HIV

感染者的必要性。他表示，HIV
感染者既被死亡威脅，又無法
同外人甚至親友講述此事，他
們需要被整個社會溫暖接納和
擁抱。

收集樣本梳理總結
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

內地現存活的HIV感染者共計
57.7萬人。經測算，全國人群的
總感染率為0.06%，換言之，中
國每1萬人中有6人感染，且仍
有32.1%感染者未被發現。
「2017年希望能在濟南市疾

控中心的支持下，整個團隊能
收集HIV易感人群的200個樣
本，通過梳理和總結後形成相
對普適性的模式和諮詢流
程。」王錚坦言完成這一目標
極為不易，畢竟個體感染源不
同，個人心態和背景亦有差
別。不管結果如何，他希望能
借此加強內地心理諮詢師乃至
整個社會對HIV 感染者的關
注。

王錚和愛滋病感染者的第一次接觸是去年
5月，一名剛剛查出HIV病毒的外地患者在
網上發來求助信息。「他當時特別焦慮且顧

慮重重。」王錚回憶，那位患者心理防禦性
很強，起初拒絕視頻溝通，只能通過電話交
流。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該患者才逐漸打
開心扉。

最大困難是自身封閉
多年來，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一直在歧視的

眼光中生存，面臨心理和死亡的雙重壓力，
有些人甚至做出過激行為傷害社會。王錚發
現國內關於HIV感染者的心理研究大部分停
留在心理健康特徵分析上，缺少可行性的解
決方法和路徑，因此，他希望能打造一支專
門為HIV感染者服務的心理援助團隊，讓他
們有尊嚴地活着。
2016年7月，在王錚的不懈努力下，內地

第一支HIV感染者心理諮詢師隊伍在山東濟
南正式成立。「我們面對的是特殊群體，需
要的是專業團隊。」王錚表示，「和HIV感
染者接觸最大的困難是他們內心封閉，主動
諮詢的願望不強烈。」心理諮詢師除了具備
相關的專業知識，還要接受HIV感染者的倫
理和道德觀。

擬用傳統中醫療法
「組建HIV感染者心理援助團隊的最大難

題是沒有先例可循，只能摸着石頭過河。」
據王錚介紹，他們為此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
劉德輝教授等相關人士作為專家組成員共同
抗「愛」。目前，他們使用的「格式塔」心
理諮詢理論的整體觀和東方的中醫治療思想
有異曲同工之妙，未來亦會考慮嘗試用傳統
中醫療法治療HIV患者。

王錚曾在海外留學十年，主
攻心理學，2009年獲得烏克蘭
敖德薩國立大學心理學博士學
位，現任齊魯師範學院教師教
育學院副院長、副教授。回國
後，王錚對內地心理諮詢師
「速成」之勢十分驚訝。他建
議心理諮詢師應經過正規的培
訓體系，不要急於上崗。
「國內考生通過幾個月死記

硬背就能獲得二級或三級心理
諮詢師證書；而在西方，不僅
要求有系統的心理學訓練，還
需要幾百個小時的諮詢實踐才
可以上崗。一些國家甚至還對
心理諮詢師有年度考核。」
王錚表示，目前心理諮詢在

高校並不是一門獨立學科，心
理諮詢行業更是魚龍混雜，亟
待規範，其主流市場被「精神
傳銷」壟斷，充斥於企業管理
學、成功學之中，用於激發
「人的能量」，儘管這種做法
收入可觀，但王錚始終不為所
動，因為他認為諮詢心理學不
應去教育和灌輸，更不是用來
進行精神洗腦。
每當運用自己所學幫到一些

人，王錚都會有一種成就感。他
認為，心理學愛好者不應被心理
學所綁架，而是要學會理解和接
納他人。此外，他還建議加大心
理諮詢治療領域的研究，並建立
心理諮詢師的督導制度。

自2007年起，愛滋病成為造成中國死亡人數最高的傳染病。10年來，

愛滋病感染者作為被邊緣化的群體，一直在異樣的眼光中掙扎。去年6

月，37歲的海歸心理學博士王錚被任命為國家疾控中心濟南示範區「HIV

感染相關人群心理援助項目」心理諮詢師總督導，開啟了與「愛」人的心

靈之約。■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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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感染者服務的心理援助團隊，讓他們有
尊嚴地活着。 受訪者供圖

■■去年去年66月月，，3737歲的海歲的海
歸心理學博士王錚被任歸心理學博士王錚被任
命為國家疾控中心濟南命為國家疾控中心濟南
示範區示範區「「HIVHIV感染相關感染相關
人群心理援助項目人群心理援助項目」」心心
理諮詢師總督導理諮詢師總督導，，開啟開啟
了與了與「「愛愛」」人的心靈之人的心靈之
約約。。 記者殷江宏記者殷江宏 攝攝

■在王錚的不懈努力下，內地首
支HIV感染者心理諮詢師隊伍在
山東濟南成立。 受訪者供圖

愛」

神州大地百姓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