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由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與江西省南昌市

委統戰部主辦，南昌市僑聯、團市

委和豫章師範學院承辦的第二屆洪

港澳青年夏令營日前已圓滿舉行，

是次活動有來自洪港澳三地共14所

學校的師生參加，一行逾百人於南

昌進行為期6天的聯誼交流。

今屆夏令營由全國政協常委、港僑聯會
會長余國春擔任榮譽顧問，該會常務

副會長王欽賢和甘肅省政協委員、該會副會
長兼青年委員會主任廖宇軒擔任榮譽團長，
南昌市政協委員、該會副秘書長兼青委會常
務副主任郭文義擔任團長。
南昌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江曉斌在開營
禮上對港澳師生表示熱烈歡迎，並寄語同學
們在此行程中多思考多感受，體會南昌的風
土人情、江西的博大文化，進一步增強對民
族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王欽賢：盼青年為祖國獻力
王欽賢希望學生珍惜是次夏令營的交流機
會，多認識祖國歷史，希望年輕人要為國家
未來有所擔當，要為祖國繁榮富強的目標而
努力。
在6天行程中，交流團一行先後到訪江南

三大名樓之一的滕王閣、中國道教發源地龍
虎山，以及著名瓷都景德鎮等景點觀光考
察，旨在讓學生對中華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

與認識，並特別安排了聯歡晚會，使三地青
年能透過互動交流增進友誼。
參加是次夏令營的香港大學學生劉家瑩

說，帶領南昌起義之一的葉挺將軍是來自她
的家鄉惠州，她從小便聽長輩說過葉挺將軍
的事跡，參觀過葉挺將軍的紀念館。

這一次參觀八一起義紀念館，讓她深深感
受到了革命先烈的凜然大義，鍥而不捨，頑
強抗爭的精神。

港僑聯青年夏令營圓滿舉行
余國春任榮譽顧問 洪港澳三地師生共聚南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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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頭商會邀郭一鳴講中美博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香港汕

頭商會日前舉行第三十五屆第廿二次會
董會，並邀得著名時事評論員、香港新
聞聯副主席郭一鳴以「中國崛起與中美
博弈」為題進行演講，逾50名會董及會
員出席。賓主並就有關議題交流意見。
是次講座由商會會長林鎮洪主持。他
表示，中美博弈是世界性議題，影響尤
其深遠，大家都值得關注。
郭一鳴指出，中美博弈是源於兩國的
結構性矛盾，因此只作妥協仍不足以解
決問題，還需要看兩國領導及政府如何
利用智慧化解僵局，但若然中美貿易戰
不能在短期內解決或持續升溫，屆時全
世界的經濟及政治都會受到影響。
他形容，美國現時對付中國的方法與
上世紀80年代的「廣場協議」大同小

異：當年，美國為解決與日本的貿易逆
差而制定有關協議，迫使日圓大幅升
值，令日本商品泡沫化，導致日本經濟
發展停滯多年。

會上，與會者就議題踴躍發表意見，
討論氣氛熱烈。商會常務副會長林雪
芹，副會長李志強、陳基凱、林勵晴等
亦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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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
京）為加強與各社團之聯繫與
溝通，博愛醫院主席李鋈發早
前帶領一眾董事局成員到訪蓬
瀛仙館，與蓬瀛仙館理事長梁
德華及理事會面，就慈善工作
交換意見。
會面期間，李鋈發感謝蓬瀛

仙館多年來的支持和指導，包
括於2006年捐贈首部中醫流動
醫療車，為博愛醫院的中醫流動醫療車服
務，奠下重要基礎。未來院方將秉承「博
施濟眾．慈善仁愛」的宗旨服務市民，回
饋社會。
梁德華表示，蓬瀛仙館一直與博愛醫院

緊密聯繫，未來定將繼續支持博愛的善業，
為各弱勢社群謀福祉，傳承關愛和諧。

博愛將增醫療車「專車專病」
他表示，為令更多基層市民及慢性病患

者獲得適切的中醫服務，博愛醫院將分階
段向社區投放更多醫療車，將醫療車數目
拓展至32部，遍及港、九、新界超過100
個服務點，並以「專車專病」形式提供服
務，協助市民作常見都市病如皮膚濕疹、
鼻敏感、肩頸痛、失眠等的專科化診療，
造福社群。
博愛醫院副主席簡陳擷霞、李柏成、林
群，總理曾向得、湯柏楠、李星強及關麗
雯亦出席了當日會面。

■汕頭商會日前舉行會董會及專題講座，逾50人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繆健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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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港澳青年夏令營，南昌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江曉斌（中）為
港澳學生代表授旗。 ■洪港澳青年夏令營參觀八一起義紀念館。

王忠富的泥塑之路幾乎是自學成
才，僅有的藝術教育經歷是年輕
時，曾在縣城接受過短暫的雕塑技
藝培訓。王忠富說，早年曾邂逅過
一位大師，大師為其指點迷津，分
析了他在刻畫泥人神態表情方面的
不足。王忠富如醍醐灌頂，此後有
的放矢，錘煉人物神態表情與心理
活動的泥塑語言表達，技藝日臻爐
火純青。
在他鄉下的工作室，筆者目睹了
他的嫻熟技藝。一塊泥巴，在他的
兩手之間翻轉旋搓，一個栩栩如生
的人物形象倚馬可待。
偏居窮鄉僻壤，在泥塑藝術之路

上孤獨前行的王忠富，唯有靠自己
琢磨泥塑藝術，自學成才。或許正
是如此，不囿於條條框框的限制，
他的作品反而天馬行空，信馬由
韁，自由綻放。這也契合了泥土衍
生藝術的那種原汁原味的表達。

從最熟悉的鄉村生活中取材——鄉下人的生活意態與情愫

在王忠富的手中被刻畫得栩栩如生。王忠富是河南省魯山縣

的民間泥塑藝術家，他的作品粗獷樸拙、豪放不羈，獨特的風格令他獲得了

大家韓美林以及馮驥才的「點讚」。如今，從事泥塑業已幾十年的他，仍在

堅守着自己的泥塑藝術。這份堅守不僅源於熱愛，更

源於他冀望用作品定格「美麗鄉愁」的情懷。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艷華 河南報道

鄉間意趣
留住美麗鄉愁
王忠富：刻畫百態數十載 作品拙樸見真情

思逝妻情切 泥土錄點滴
得高人指點
後自學成才

鄉間小童抱團《擠暖》 《下雨天》恩愛夫妻共賞 《撓癢》樸實老漢樹枝

《母親》

■■泥塑藝術家泥塑藝術家
王忠富在工作王忠富在工作
室製作泥塑室製作泥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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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富宅院的一隅，是他的泥塑展示
空間。四壁沿牆聳入天花板的格子

架上，陳列着他的泥塑，琳琅滿目，撲
面而來的是一種泥土與藝術雜糅的氣
息。在筆者的面前，這位將泥土鼓搗成
藝術的男人，所呈現的亦是那種泥土般
的樸拙敦厚。
王忠富從事泥塑業已幾十年了。他從
部隊退伍後，返回農村老家。儘管出身
寒微，每日忙於為生計奔波，王忠富卻
總會在謀生的間隙，孜孜矻矻「捯飭」

他的泥塑。

沉醉不知歸 問鼎最高獎
泥塑是中國最古老、最原始、最具民

族特色的民間藝術之一，既充盈生活情
趣，又通接地氣。王忠富平生第一次遇
見泥塑時，就被它的樸拙粗獷、憨態可
掬所吸引，心湖泛漾起對這一民間藝術
的喜愛，一發不可收拾。此後幾十年，
他一頭扎進泥塑的世界，「沉醉不知歸
路」。
中國畫有工筆與寫意之分，而寫意又

有大寫意和小寫意之別，泥塑亦然。王
忠富的泥塑藝術屬於大寫意之類，造型
誇張、風格豪放、粗獷樸拙，散發着一
種逸筆草草的野趣。在這種「意思而
已」的藝術表達中，將人物的內心神態
表現得淋漓盡致。
王忠富的作品不僅曾獲得大家韓美

林、馮驥才的「點讚」，還問鼎了中國
民間藝術最高獎——「山花獎」。

既源於生活 又高於生活
藝術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雖然王

忠富的泥塑藝術是天馬行空的大寫意，
但他的作品並非憑空捏造，而是出自他
的生活、他的所見所感。王忠富的泥塑
主要展現他所熟悉的鄉村生活，展現鄉

下人的生活意態與情愫，表達他潛伏在
心靈深處的鄉土情懷。
農村生活留給他最深的記憶，是人們

之間那種濃厚的人情味。他記得在一二
十年前，哪家蓋房子，鄰里人家都過來
幫忙搬磚運瓦和泥，還帶來家裡自種的
蔬菜以解蓋房子人家的「燃眉之急」。
「那時候，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很淳

樸，哪家有個什麼事，譬如蓋房子啊、
婚喪嫁娶啊，周圍的人家都熱心幫
忙。」王忠富說。
然而，曾經的一切「已往矣」。隨着

農村人口的不斷減少，不少村莊呈現
「空心化」，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被
「物質化」、「金錢化」了，過去的那
種「互助」之風、那種人情味日漸淡
卻。
面對這種變化，王忠富的內心較常人

更為深深感傷，也有一些迷茫。
「習近平主席說，要留得住鄉愁。」

王忠富說，如今，嚮往鄉村田園生活、
懷念美麗鄉愁的城裡人越來越多。有不
少懷舊的人慕名遠道而來，購買他的泥
塑作品。
「我要盡量多做一些作品，幫那些

人，留得住美麗鄉愁，留得住曾經的鄉
村記憶。」王忠富說。

王忠富認為，泥土是呈現鄉
土情懷最好的載體。他說：
「藝術是表達情感的，我只是
在用泥土塑造我的生活，記錄
生活的點點滴滴。」

最尋常之處 體現最深情
在王忠富的展覽室裡，香港

文匯報記者所見的泥塑作品，塑
造的幾乎都是鄉
下人和鄉下的生
活勞動情態，鄉
土氣息濃厚。可

以看出，他的作品題材主要取自
農村的真實生活，故事性強。譬
如撓癢的老漢、在一起聊天的鄰
里鄉親、丈夫前面拉車妻子後
面推車、在一起其樂融融的祖
孫、夏天為老頭子扇風的老太
太。他通過他所熟悉的鄉下
人，通過鄉下人的生活和勞動
場景，展現鄉下人的淳樸善
良，展示鄉村人濃厚的人情
味，展示鄉村人的生存之艱，以
及苦並快樂着的生活態度。

王忠富的系列泥塑作品裡，
有兩個重要的主題，一個是妻
子系列，一個是母親系列。身
為農民的王忠富鼓搗泥塑，被
一些人看成是不務正業，而妻
子卻不離不棄地支持他，為此
含辛茹苦，無怨無悔。王忠富
後來在中國泥塑界聲名鵲起，
日子也因此漸漸好起來了，可
他的妻子卻離開人世。王忠富
對妻子的感情至深，至今單
身，他將對妻子的深深懷念，
傾注在「夫妻系列」的作品
中，那些曾經刻骨銘心的情
景，被一一泥塑。如名為《夫
妻》的作品，丈夫在前面拉
車，妻子在後面推車，就是他
們風雨同舟的記憶。
王忠富的泥塑作品之所以震

撼人心，不只是他的泥塑藝術
高超，而且是他那顆敏感的藝
術之心，將最為尋尋常常的鄉
下生活，轉化為打動人心的泥
塑作品。所謂最深情處，其實
就在最尋常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