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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 楊文凱）著名旅日畫家

關乃平大型個展《情系海上絲綢之路》，1

月26日─3月27日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

起點之一的福建泉州隆重舉辦。來自福建

省、泉州市、惠安縣各級僑聯主席，福建

省、泉州市、惠安縣各級美協主席，以及美

術界和社會各界嘉賓150人聚集泉州聚龍美

術館，出席了1月26日的開幕儀式。從2011

年至今，關乃平四次到泉州實地考察、採訪

寫生，了解“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本

次，關乃平特意邀請了10多位日本友人，

有建築師、設計師、畫家等，向日本友人推

介歷史悠久的泉州文化。

參加開幕式並致辭的有：泉州市文聯許

旭明主席、中國僑聯海外聯誼部的楊嘉明部

長、中央美術學院張立辰教授、中國美術學

院任道斌教授、參與主辦的聚龍集團郭振輝

總經理等。他們充分肯定了具有國際影響的

畫家關乃平的藝術成就和人格魅力，認為這

已是中外美術界的共同評價。大家肯定了關

乃平“情系海上絲綢之路”創作的重大意義

和深刻內涵，讚嘆畫家在這一主題下創作的

風景、人物具有多樣化風格和高超的藝術水

平，認為畫家通過獨特的表現形式和中西藝

術融合，取得了卓越成就。

開幕式後，召開了關乃平的藝術研討

會。中國僑聯的楊部長對關乃平一貫高調做

事、低調做人的人品感到敬佩，更看到畫家

沉靜的內心和高品格的人生追求。他讚揚關

乃平長期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希望海外藝術家們象關先生一樣，

用打動人心的優秀作品，把各國人民的友誼

種子播撒到世界各處。

福建省美協王來文主席感謝關乃平先生

了我的創作欲望。我想要表現海上絲綢之路

的起點，讓海外知道泉州，了解泉州，熱愛

泉州。”

“情系海上絲綢之路”畫展，展出關乃

平的彩墨畫、水粉丙烯混合技法作品等畫作

102幅，其中表現泉州的作品逾40幅。在關

乃平的作品裡，彩雲、帆影、城廓、海浪、

飛鳥、漁家女等僑鄉泉州的一草一木栩栩如

生；《海的女兒》、《安平橋秋色》、《萬

安橋懷古》、《逐浪》……，將古城泉州“海

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和現在展現得淋漓盡

致。

關乃平談到海上絲綢之路情懷時總結

道:“踏江海、訪古城、過長橋、乘巨輪、歷

訪數十國及幾百城鎮，現已進入一生最忙時

期，這既是命運驅動，也是責任使然。長期

的取材創作過程，既有歡樂和激情，也有反

復探索的艱辛痛苦，但既然決意沿著海上絲

綢這條路走下去, 就必須破釜沉舟，勇往直

前，把未來的時間獻給這一永恆主題。”

“我曾遊歷過亞非歐30多個國家，很多

地方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從某種意義上

說，我也是現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航行者。”

在關乃平的畫室裡，掛著一幅“海上絲綢之

路”的航海地圖，他將沿著“海上絲綢之路”

到東南亞、非洲等地寫生，繼續畫出更多表

現“海上絲綢之路”的畫作。“海上絲綢之

路”代表著和平友誼，關乃平希望用自己的

畫作把中國民眾對和平的愛好和中國的發展

傳遞出去。這將是他畢生表現的永恆主題。

由於此次展覽受到藝術界的廣泛關注，

有關方面正在策劃到國內其它城市和海外巡

展，會有更多觀眾感受到“海上絲綢之路”

的魅力。(相關圖文見31版)

本報訊 3月11日是東日本大地震二周

年的日子。兩年前那地動山搖的一瞬，那波

濤洶湧的海嘯，給日本東北地區帶來了毀滅

性的打擊，核電站的爆炸與大量核輻射的泄

漏更給整個日本帶來了無法計算的損失。那

一天，海嘯如發瘧的巨龍，吞噬著地面上的

一切，不管橋樑建築，不管男女老幼，所到

之處，萬物皆毀，片瓦不留。

巖手縣陸前高田海岸枝葉繁茂，鬱鬱蔥

蔥的七萬棵鬆林，難得幸免，也遭到了那條

發瘋的惡龍毫不留情的暴行。轉眼之間，七

萬棵鬆樹沒了蹤影，那是何等的威力，不親

眼目睹，難於置信。但令人驚奇的是海嘯過

後有一棵鬆樹昂首挺胸，巍然不動，屹立在

慘不忍睹的廢墟之上，似乎向世人展示她的

不屈和驕傲。

那巍然挺立的“一棵鬆”給震災後人們

冰冷的心頭增添了活力，帶來了熱情。災後

不久，日本著名小提琴制作家中澤宗幸先生

數度赴災區從海嘯廢墟之中尋找回來有用的

木材，制作了小提琴。這把小提琴以三百年

多年前意大利提琴大師斯特拉迪瓦裡的作品

為原型，經過中澤先生的精心加工，反復調

試，不僅外形美觀漂亮，音色也明亮清晰，

與斯特拉迪瓦裡的作品相比毫不遜色。

小提琴完工後，中澤先生特邀在日華人

音樂家、畫家武樂群先生在小提琴的背板上

描繪了陸前高田那棵不屈不撓的“一棵鬆”，

並倡導成立了“千音色．心相連”的NPO法

人組織，計劃在十年間由全世界各個國家的

小提琴演奏家1000人來進行接力演奏，以警

示人們大自然的威力，告誡人們不要隨著時

間的流逝淡卻地震所帶來的危害，同時向我

們展示保護自然與生態平衡重要性。

這把號稱“一棵鬆小提琴”，在去年3

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一周年之際，世界最

高齡的小提琴巨匠90歲的Gitlis先生千裡迢

迢從以色列趕到日本，就在陸前高田那棵不

倒的一棵鬆前用“一棵鬆小提琴”進行了演

奏，給到場的人們帶來了難於忘懷的感動。

之後“一棵鬆小提琴”被日本NHK、TBS

等電視台作了專題報道，同時被日本以及許

多國家的小提琴演奏家輪流使用，在各種各

樣的舞台上演奏，為實現“千音色．心相

連”，為世界和平，人類自由在不同的國度

放聲謳歌，盡情演唱。

武樂群先生來日本近25年，除了在音

樂方面卓有成就之外，在繪畫上也是成績斐

然。如“2008年北京奧林匹克美術大會”、

“2009 年馬來西亞國際百人傑出畫家作品

展”、“2012年倫敦奧林匹克美術大會”、

上海劉海粟美術館，東京都美術館等都有他

的作品展出，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提琴作者中澤宗幸先生對小提琴背板

上所描繪的“一棵鬆”讚不絕口。他說“一棵

鬆出自中國畫家之手，另有一番重要意義，

武先生所畫的一棵鬆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我不僅真誠的感謝武先生，我也真誠的感謝

所有的中國人，期盼中日之間的友好就像這

把小提琴，用最美的音色和最美的圖畫，傳

達我們熱愛和平，熱愛人類的共同心聲”。

（上接第1版）活動現場的宣傳板展示了

地震中受災最嚴重的巖手、宮城、福島三縣

的震後慘狀及災後重建現狀，產自巖手、宮

城及福島的日本酒、食品、水果等受到現場

民眾歡迎。

2011年3月11日，日本當地時間14時

46分，日本東北部海域發生裡氏9.0級地震

並引發海嘯，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

失。據日本警視廳2013年2月20日公布的

數據顯示，東日本大地震共造成1萬5880人

死亡，2694人失蹤。

來閩辦展，看到了反映30余國風情的百余

幅作品後,對關乃平融合中西繪畫的高超造

詣和展現色彩色調的沉穩豐富表示欽佩。王

來文主席為中央美院和中國美院能有那麼多

權威趕來出席開幕式而感動，從中可以看出

關乃平的創作功力、學術影響力和人格感召

力，同時也給福建省美術界和泉州的文化事

業帶來了積極的推動!

中央美院陳平教授當場賦詩題詞:“筆隨

靈彩墨生輝,咫尺丹青豁夢扉，情系絲綢環

海上, 聚龍小鎮藝騰飛──賀關乃平先生展

覽成功即賦”；中央美院張立辰教授稱：

“關乃平是不可多見的能自由把握中西畫藝

術形式的高格調畫家”；中央美院潘公凱院

長夫人、著名畫家勵國儀女士說：“乃平的

作品真是畫如其人:平和、清麗、靜雅”。

中國美院任道斌教授說:“和關乃平幾十年的

友情很難得，我們多次共同組織藝術交流，

出版著書等。這次展覽中的作品質優量大，

體現了關乃平對海上絲綢之路的深情和令人

起敬的人格魅力。”出生泉州的中國美院教

授何士揚說：“從關先生畫中我興奮地找到

了兒時的感覺!”

“海上絲綢之路”是世界史上重要交通

路線，也是東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渠道。作

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的泉

州，曾經創造過舉世聞名的輝煌。早在宋元

時期，泉州港就是與古埃及亞歷山大港相媲

美的東方第一大港，至今泉州仍保留著一大

批彌足珍貴的中外交往歷史文化古跡。

“海上絲綢之路是一條友誼之路，也是

一條藝術之路。作為現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航

行者，我希望用自己的畫筆描繪神奇浪漫的

海上絲綢之路，把不同民族、不同膚色的人

們的內心連在一起。”關乃平如是說。“我

2011 年初到泉州，就被泉州所吸引，開元

寺、崇武古城、安平橋……這裡的一磚一

瓦、一草一木都是別的地方看不到的，激發

陳芨攝影

本報訊 名校教育集團旗下的名校志向

塾創辦於2004年，至今已經把兩千多名留

學生送進了日本的名牌大學，成為日本留

學輔導第一品牌。2012年度在塾學習的學

生將近700人次。

2013年 3月 5日，對名校志向塾來說

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首次啟用百人大教

室進行授課。名校志向塾的教學方式多樣

化，既有大教室的授課，也有少人數的教

學，更有一對一面對面的輔導，根據學生

需求為學生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塾具有靈

活多樣、因材施教、因人而異的特點，通

過強化教學，精心輔導學生，讓學生考上

理想的學校，讓家長實現望子成龍之夢。

作為日本首家面向留學生的升學輔導

綜合培訓機构，名校志向塾在日本的華人

社會是有口皆碑的，創造出日本留學教育

界最優秀的品質，引領留學教育的潮流。

在日華人引入日本的“塾文化”，名校志向

塾為留學生搭建低成本的學習、交流平

台，幫助在日留學生於短期內接受日本塾

文化理念熏陶，明確學習方法，掌握學習

規律，在日本實現考入理想大學的夢想，

這是頗有社會效益之舉。

經名校志向塾培養出的留學生人才，

將是中日友好的中堅力量，是國際化人

才。他們了解中國，也了解日本，將來不

論在中國還是日本，他們都將大有用武之

地。“名校教育”的未來讓人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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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展開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