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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信仰裡獲得了光線之源，其創作很多

時候以表現紀念碑式的人物為特點，莊重肅

穆的人物造型、對特殊人物和對背景人物關

系的精確描繪創造出整個构圖的完美的立體

效果，神的精神於是洋溢在這種高度統一

的、近乎數學化精確的邏輯空間裡。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李曉剛畫作

的基調漸趨明亮。與此同時，他的畫筆也一

點一點地接近了人體本身。對李曉剛來說，

1998年應該是重要的。1998年之前他的作

品中甚少裸體，1998年之後他筆下的人物

大都脫光了衣服與讀者裸裎相見──對於靈

魂來說，什麼衣服能夠美於皮膚?近年李曉

剛的獲獎作品中也多以人體為主題。

本報訊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

結35周年，同時也是名古屋市與南京市

締結友好城市35周年。為紀念這一特殊

的年份，同時促進兩國人民的友好交

流，加深兩國人民的相互理解，中國駐

名古屋總領館與日本中部華人藝術家張

濱二胡演奏團於4月7日在名古屋市德川

園共同舉辦“櫻花．二胡音樂會”，中國

駐名古屋總領事夫人黃菊花、愛知縣知

事夫人大村史子、眾議院議員近籐昭

一、東海貿易中心專務原田泰浩、日中

文化協會理事長上山綾子等嘉賓應邀出

席。

音樂會上，張濱偕同日本弟子同台

獻藝，並有百余名志愿者共同參加，一

起演奏了“賽馬”、“大地之詩”、“櫻

花”等多首中日兩國膾炙人口的曲目，

贏得台下觀眾陣陣掌聲。整場音樂會旋

律優美感人、高潮迭起，吸引了1200余

名觀眾頂風冒寒前來觀看。CBC、名古

屋電視台對現場進行了報道。

 此次活動不僅展示了中國的傳統藝

術文化，同時通過音樂這一超越國界的

藝術形式，拉近了兩國人民之間的距

離，大家共同用樂譜和音符為中日之間

架起了一座友誼之橋，讓中日世代友好

的旋律回響在每一位熱愛和平的人民耳

中。

                            □

本報訊 4月6至7日，2013年九州

地區中國留學人員友好聯誼會（簡稱九

州地區中國學友會）學生骨幹培訓會在

日本佐賀縣唐津市波戶岬青少年之家舉

行。來自九州、山口和沖繩地區的50余

名學友會骨幹匯集在九州西北之角、玄

海之濱，參加了培訓會。中國駐福岡總

領事李天然出席會議並講話。

李總領事表示，中日邦交正常化40

年來，兩國各領域開展了廣泛深入的合

作，有力促進了各自發展。發展和推進中

日關系不僅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

益，也有利於本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

與發展。要保持中日關系長期健康穩定發

展，必須著眼大局，把握方向，及時妥善

處理兩國間存在的敏感問題。希望日方正

視歷史和現實，以實際行動，與中方相向

而行，共同努力，推動兩國關系重返正常

發展軌道。他說，每位中國留學生都是中

日友好的使者，越是中日關系困難的時

候，越需要努力推動中日友好的發展。

李總領事還向學友會骨幹傳達了十

八大和兩會精神，鼓勵大家為實現“中

國夢”努力奮鬥，做一代負責任的青

年。他希望廣大留學生通過留學生活鍛

煉，增長本領，為國服務。　　

福岡總領館王瑋領事就領事保護知

識舉辦了講座，以期提高學友會骨幹對

領事保護的了解，增強領保意識，並希

望通過他們傳達給廣大留學人員，更好

地學習生活，妥善解決突發狀況，保障

平安留學。

培訓會上，九州地區中國學友會介

紹了2013年度工作思路和部署、財務規

范說明，2012年度優秀學友會分會長交

流了工作體會，各地域學友會分組討論

了2013年重點工作計劃。福岡總領館教

育組丁劍領事做了總結發言。　　

培訓會期間，佐賀縣國際戰略負責

人白井誠先生代表佐賀縣廳，對與會中

國學友會骨幹表示熱烈歡迎，並贈送了

當地的特色紀念品“唐津燒”。　　

本報綜合報道 油畫家李曉剛在東京新

國立美術館展出的油畫新作《裸女》，日前

榮獲最高獎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獎。

曾創作出全球最大的蛋彩濕壁畫、被譽

為“東方米開朗基羅”的李曉剛畢業於解放

軍藝術學院，後赴日留學，又去意大利專門

學習文藝復興時期的蛋彩畫修復技術，現為

日本大阪市國立教育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其

油畫作品《石榴》曾獲東京美術館第七十七

屆白日會佳作獎，蛋彩畫作品《少女》獲東

京上野森林美術館銀獎，混合技法作品《殘

照》獲東京美術館第七十九屆白日展白日

獎，《息》獲東京美術館第八十屆白日展

TOMITA獎。2006年，油畫作品《翻繩》獲

日本三洋美術大獎。同年，他創作的世界首

幅黑白蛋彩人體畫《悠》被中國美術館收

藏。2002年他應日本著名佛學大師、建築

家高口恭行大和尚之邀為大阪市一心寺內的

現代建築“三千佛堂”內堂創作壁畫《雪山

彌陀三尊圖》，是當代全球最大的蛋彩濕壁

畫，成為中國藝術家在國際宗教界、美術界

創造的一個傳奇。

每個藝術家都有自己的風格，李曉剛偏

向於寫實。李曉剛表示，因為從小受的美術

教育都是比較寫實的，到了大學也是完全寫

實的美術教育，甚至到了日本、西方都沒有

離開過這條線索。“現在我同樣還是用寫實

的方法進行創作，這個更適合我。其實也有

很多種叫法，我覺得最樸素的還是寫實風格

的畫家。”

李曉剛認為,“ 一個好的寫實的畫家，

首先要有意境化的東西，寫實不是自然主

義，把這個東西完全不變的抄在畫面上，有

一種自然主義畫家，但是更多的是你對他的

理解，對他的精神拔萃，把你的哲學思想、

美學思想、經驗概括了以後，用寫實的方法

表現在畫面上。這種寫實的方法不是完全一

模一樣的去畫它，而是很概括的去畫它，也

許是刪掉一些部分為了達到一個中心突出的

思想，你要表現一個中心主題的話，可以刪

掉很多東西。相對來講，某種程度上來說需

要寫意、抽象、多方面的造型因素融在一起

稱之為寫實藝術家。”

李曉剛所推崇的皮耶羅-德拉-弗蘭切

斯卡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早期的大師，他從他

在懇親會上，還舉行了面向華人、華僑

的期貨講座，世界貿易的期貨投資專家山田

高志為到場的華人、華僑深入淺出、活潑生

動了講解了黃金投資的常識和操作技巧等。

講座結束後還進行了現場抽獎活動，幸運的

與會者分別抽獲金幣、銀幣和金筆等獎品。

據悉，福建是全國重點僑鄉，全球福建

籍華人華僑超過1200萬人，分布170多個國

家和地區。長期以來，福建人以敢闖敢拼的

精神享譽世界，開創了名揚華夏的海上絲綢

之路，成就了閩商是海外第一商幫的傳奇。

改革開放以來，福建實際利用外資超千億美

元，其中僑資約佔全省實際利用外資的

70%。在加快海西建設、推動福建科學發展

跨越發展中，僑資僑智已經並且正在發揮越

來越重要的作用。

由福建日報報業集團主管、福建日報報

業集團所屬《瞭望》雜志社與日本福建經濟

文化促進會聯合主辦的《閩聲》雜志，旨在

傳遞鄉音、溝通僑情、凝心聚力，向世界各

國的華僑、華人介紹福建的發展和變化，也

向福建民眾介紹閩籍華僑、華人在世界各國

的發展與貢獻，全國政協常委、港澳台僑委

員會主任、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陳雲林，

原國僑辦副主任許又聲先後為雜志題詞，囑

咐要辦好《閩聲》，為僑胞服務，為祖國統

一和家鄉經濟建設服務。《閩聲》雜志同時

還得到日本、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

亞等近20個國家的閩籍華人華僑的積極關

注和大力支持。

油畫《人體》被東京HOKI美術館收藏。

本報訊（記者 張石）4月12日由福建

日報報業集團與日本福建經濟文化促進會共

同主辦的《閩聲》雜志創刊一周年懇親會，

在東京大岡山的中華料理店上海台所味庵隆

重舉行，中國大使館領事部、交流部官員、

日本福建經濟文化促進會會長陳玳珩、《閩

聲》雜志社社長周彪及中日各界人士約50人

參加了懇親會。

在懇親會上，中國大使館領事部領事關

妍在致辭中讚揚了《閩聲》雜志在創刊一周年

來取得的卓越的成就、祝愿《閩聲》雜志越辦

越好。日本福建經濟文化促進會會長陳玳珩

在致辭中感謝大使館及中國方面對《閩聲》雜

志的熱情支持和鼓勵，也就如何繼續辦好

《閩聲》雜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閩聲》雜

志社社長周彪在致辭中回顧了《閩聲》雜志一

年來走過的路程，表示將繼往開來，繼續與

國內同仁一起把《閩聲》雜志辦得更好。

李曉剛

《裸女》獲內閣總理大臣獎

《閩聲》社長周彪致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