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名片
傅无为，曾在波鸿和汉堡学习艺

术史、哲学和德语，1991 年获得博士
学位。

1997年至2002年，担任巴黎德国艺
术史论坛（DFK Paris）副主席。

2002年至2004年，任柏林自由大学
副教授。

自2004年以来，一直担任汉堡大学
艺术史教授、瓦尔堡中心主任。此外，他
还合作出版了卡尔·爱因斯坦和阿比·瓦
尔堡的文集，并撰写了多部关于18世纪
至今的艺术史出版物。

2023年3月，受聘于中国美术学院，
任艺术人文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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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宋韵今辉”

本报杭州3月23日讯（见习记者 葛雪琪 记者 万笑影）
23 日下午，在“之江同心，奋楫争先”2022 年度杭州市统一战
线“同心最美”暨品牌发布会上，杭州市委统战部正式公布了
首批106个“同心最美”系列典型。

据悉，106 个“同心最美”系列典型包括 20 个同心最美人
物、30 个同心最美阵地、30 个同心最美窗口、20 个同心最美
范例和6个同心最美团体。他们有效团结凝聚各领域统战成
员，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全面展现了新时代杭州统一战线典型事迹、价值追求和时代
风貌。

现场还发布了“之江同心”统战九大品牌矩阵，包括创业
中华、新耀杭州、杭商传承、贤亮乡村、西湖问道、石榴红遍、三
好智库、结伴共助、青年携手等 9 个方面，将聚焦争创新时代
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先行省总体目标，围绕“之江同心”总品
牌，深化推进杭州统一战线“六个城市之窗”建设，为杭州加快
打造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中国式现代化
城市范例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杭州发布“同心最美”系列典型

本报杭州3月23日讯（记者 张帆 通讯员 陈俪 朱一飞）
浙江省铁路建工集团有限公司23日在杭州正式挂牌成立，这
是央企与省属国企在浙江携手开拓市场、服务民生、回报社会
的一项具体举措。

浙铁建工集团由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省轨道交
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它们分属中国中铁
和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在国家实施扩大内需
战略、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的大背景下，浙江省扩大有
效投资，今年开启“千项万亿”工程，新一轮重大项目建设正在
之江大地这片经济热土上火热掀起，中铁建工集团与浙江轨
道集团选择此时携手，正是瞄准了浙江省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韧劲和长期潜力。

据悉，中铁建工集团是国内最大的铁路站房施工企业，杭
州西站和正在改造的义乌站就由其建设。

铁路建设新添生力军

浙江省铁路建工集团成立

本报讯（浙江共产党员杂志记者 施安南 通讯员 纪丹燕）
“员工宿舍马上可以享受民用水电气了，我们办企业越来越有
信心。”近日，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助企服务员石梦晓对杭
州兆华电子有限公司进行助企回访，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连声
感谢。

今年以来，余杭区抢抓先机，全面提升助企服务力度，出
台助企“五个一”行动、组建“四清助企”小分队、解读“强信心
拼经济”36 条政策⋯⋯一系列区级层面举措陆续推出的同
时，一套套助企“组合拳”也在镇街落地落实。在中泰街道，街
道党工委制定好系统完善的联企纾困服务清单，分解至各部
门，让党建助企精准提速。例如在供给政策的具体落实上，街
道服务专员联合政策专家、会计师事务所等，“把脉问诊”帮助
企业找问题，“对症下药”开良方，为企业纾困解难。

位于中泰街道工业园的甲楠智创中心已招引企业 40 余
家，其中包括5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人员聚集，住房成了一
个问题。“初到中泰，人生地不熟，都不知道去哪里租房，感谢
甲楠服务驿站‘暖流之家’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小杨是博拓
生物公司的员工，通过甲楠服务驿站“暖流之家”找到了合适
的住房。此外，园区“暖流之家”还帮助外来职工办理《居住
证》，助力解决职工子女上学难题。

“暖流之家”助企纾困

本 报 讯 （记 者
黄彦 通讯员 朱亮羽
蓝鑫） 丽 水 九 龙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有 了 一
个 以 自 己 名 字 命 名
的物种。近日，中科
院 动 物 所 生 物 多 样
性 本 底 调 查 组 在 九
龙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调
研考察时，发现了一
类 新 种 甲 虫 —— 九
龙奇腿蚁甲。

据介绍，九龙奇
腿蚁甲外表呈黄色，
有 6 只脚，以体型微
小的其他节肢动物如
跳虫、双翅目幼虫等
为食，喜欢生活在相对潮湿的环境。调研团队于 2022 年 12
月30日首次在河边的朽木中采到该种昆虫。随后，研究团队
经过严谨、详细的调查研究，并通过分子系统学的分析，确认
该甲虫为新物种，相关论文于今年 1 月在以生物动物学综合
研究为特色的国际期刊《Zookeys》上发表。

自开展丽水市瓯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修复工程以来，九龙国家湿地公园加强资源保护，开展
湿地修复整理、植被恢复提升、连通湿地与瓯江水系等系列
工程，实现湿地与山水林田湖草沙之间的良性生态循环。
这条 1.6 万亩的绿色生态带已成为物种和谐共生栖息的美
丽家园。

丽水九龙国家湿地公园发现甲虫新物种

九龙奇腿蚁甲现身

德国人傅无为入职中国美院的第一周，
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除了教室，恐怕就是位
于中国美院杭州南山路校区的美术馆了。

“我已经是第 4 次来看这个展了。”他谦
虚地说，自己不是一位宋代绘画或者中国绘
画艺术的专家。这个展览令他关注的点，很
多都在作品之外。

他在看什么？
“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我更多是带着一

种欣赏的眼光，将作品和我们西方传统艺术
作一个比较。”傅无为说，比如同样是描绘自
己周围的环境，东西方艺术家有不一样的角
度。今天，我们去看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风
景画家弗里德里希的作品，你可以看到，德国
人是怎样用一种科学的方式，去描绘大量的
细节。而中国人很多时候会更写意。

其实，外国人看中国绘画，也是“有人看
八卦，有人看文化”。过去，傅无为曾在国外
的许多博物馆和机构中看过东方的艺术作
品，也细心观察观众的反应。他发现，西方
人看中国绘画等传统艺术作品，会着重看他
们熟悉的中国元素。比如，没有中国文化基
础的老外，更多的是以一种猎奇的心理，从
中国画里看服饰、看发饰，因为那是生活中

常见的事物，也是他们能容易理解和接收的
信息。

此次展览中，看到南宋画家、浙江人刘
松年的《四景山水图》，让傅无为有了一种被

“击中”的感觉。很早的时候，傅无为就读过
《兰亭序》，听过“曲水流觞”的故事。坐在弯
弯曲曲的小河边饮酒对诗，很有趣。在《四
景山水图》秋季的画面上，仆童取水烹茶，主
人幽坐书房。文人这种悠然自得的感觉，一
下子变成了鲜活的画面，让他有了一种具象
的认识。

因此傅无为认为，有相关知识背景的人，
能将文本和图像对应起来，并以此认识到更
多的文化内涵——比如，这是一种文人的活
动。不然你可能看到一幅图片，却完全不知
道他们在做什么。

“宋韵今辉”艺术特展空间不大，内涵却
很深。傅无为很欣赏这次的布展，也反复评
价——interesting（有趣）。

他说：“你看，展览里面不仅有宋代名作，
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些其他内容，涉及20世纪
的一些中国水墨和油画作品。比如，我过去
听说过赫赫有名的画家潘天寿，但并不十分
了解他的艺术作品。这次画展，把他的作品
放到这样的一个语境之下，能令人更为综合
地体会他的艺术气息。”他认为，通过这种联
系，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美术史的进程，以
及体会到中国美术学院在中国美术史进程中
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

在这样“古今对话”的巧妙设计中，他看
到了一种平衡——“我们讲的古典跟现代之
间的一种平衡，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出彩。”他
说，这或许就是他理解的“宋韵今辉”的意义，
一个好的展览的意义。

一个好的展览，究竟能给观众带来什么？
傅无为认为，好的展览得有两个前提，第

一，展览本身应该有专家级水平；第二，观众
不只是专家，而是面向所有的人。我们不能

指望人人都来，但是我们可以从博物馆人的
角度去思考，怎样能吸引更多人来。这是大
众美育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展览也需
要一些教育活动和宣传活动。如果要给博物
馆人提个建议，他想说：“永远不要想着以降
低展览的专业水平，来吸引更多的观众。”

看不懂，可以请专家学者来讲解。像这
次展览里面的这些作品，如果公众能够觉得
这些是漂亮的画，这些是珍贵的画，能够来到
这里，就够了。他们不需要懂，先从美开始，
从感性的认识开始。放在杭州这样一个城市
来说，让市民尽可能地对它感兴趣，感受它
的好。

这个展览最令他感到“amazing（惊叹）”
的点，还是人多。

“人非常多，我觉得挺高兴的是，年轻人
非常多。”傅无为认为，客观的原因可能平时
确实很难得一次性能见到这么多珍宝级的画
作，但是当年轻人愿意花几个小时去排队，去
看这些作品，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在这些
观众中，我能感觉到传统还活着。”

遇到《四景山水图》，有被“击中”的感觉
——访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傅无为

本报记者 陆 遥 姜晓蓉

编者按：3 月 18 日开幕的“宋韵今辉”艺
术特展正掀起一阵文化热潮。一千个人眼中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不同人来说，眼前的
特展，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吸引点和魅力。

在艺术家眼中，它是一幅作品的运笔构
图；在历史学家眼中，它是不同年代的西湖美
景；在社会学家眼中，它是跨越朝代的人生百
态⋯⋯

本报今起推出《我看“宋韵今辉”》栏目，
我们将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起看展，
带领读者领略“宋韵今辉”之美。

3月23日下午，杭州梅家坞龙井茶园里，一台采茶机器人和采茶工一起采摘茶叶。据了解，这是浙江理工大学团队研发的第五代采茶机器人，能利用图像
识别技术及大数据算法，通过机械臂精准采摘茶叶。 本报记者 王建龙 摄机器采茶工上岗机器采茶工上岗

本报洞头 3 月 23 日电 （记者 王艳琼
章慧聪） 23 日，雾霭沉沉，海岛洞头被烟雨
笼罩，仿佛诉说哀思，不舍那缕“霞光”。

22 日清晨，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首任连
长汪月霞逝世，享年 87 岁。在她洞头的家
中，亲友围坐悼念，战友前来追思告别，白菊
簇簇，难舍“海霞”。

在洞头，汪月霞是大家心中永远的“海
霞”。1975 年，以她为原型的电影《海霞》热
映，让海岛女民兵事迹流传全国，激励一代又
一代青年保家卫国。

“老人家走得很安详，临终前她希望我们
将丧事简办。”汪月霞的孙女郑燕燕常伴其左
右，她告诉记者，汪老晚年身体欠佳，不常外
出，但只要连队有需要，她总是义不容辞。

难以忘怀汪月霞英勇带队的故事。与汪
月霞同期入队的杨爱菊今年77岁，前来悼念
时满是感慨：“当时在汪月霞的感召下，渔家
妇女纷纷参队训练，不爱红装爱武装，我们都
以加入连队为荣。”

站在吊唁队伍里，回忆起汪月霞，今年

66 岁的许玉莲忍不住抹眼泪，她是女子民兵
连第二任连长。“小时候听着她的事迹长大，
每天盼望着成为像她一样的女民兵。”许玉莲
说，自己的母亲是汪老的亲密战友。受母亲
和汪月霞的影响，她 15 岁便加入了连队，每
天和汪月霞一起训练擒拿、刺杀、射击，“训练
场上，汪月霞果敢坚毅的神色深深印在我的
脑海。”

一身迷彩服，代表的是海岛儿女励志奉
献的情怀。现任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
盈盈忙着张罗汪老的后事，“我们失去了一位
家人。”

汪月霞走了，但海岛人人是“海霞”。洞
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的驻地在洞头北岙街道海
霞村。因为“海霞”事迹盛传，2004 年，当地
4个自然村合并后改为了这一村名。

沿 着 村 道 ，处 处 可 见 各 式“ 海 霞 ”标
识——路牌上、村居中、纪念馆里，带有“爱
岛尚武，励志奉献”标语的红色旗帜飘扬在
空中。

在汪月霞旧居，记者看到，这里被修葺作

为历史建筑和连队红色展厅。正对面的海霞
小卖部店主王任是汪月霞同期入连的队友。
她说：“前几年她还来过，非常关心村里的变
化、发展。”

村口老人说，旧时响彻连队的训练声一
直嘹亮到现在。

“虽然‘海霞’不在了，但海霞村在，海岛
还有很多‘海霞’。”在海霞村村民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夏岁丽回忆起汪老，眼眶泛泪，声音
打颤：“过去村里渔家妇女大多受‘海霞’影
响，自发参军入连；现在，受海霞精神鼓舞，连
队还在持续招纳新队员。”

再次走进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新一代
女民兵英姿飒爽、目光坚毅。招募的队员已
不局限于当地，有来自西安、甘肃等五湖四海
的巾帼。她们也被赋予新使命，参与巡查海
滩、环境整治、巡逻执勤、治水剿劣、治安保
卫，积极投身洞头经济文明建设，走出一条有
海岛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之路。

现在的海霞村，也是红色阵地。海霞
精神融入各个角落，女子民兵连纪念馆、海

霞军事主题公园、海霞营地、海霞青年营
等。在 2021 年成立的海霞培训中心，记者
看到，教室墙壁处处张贴“海霞”画幅，以汪
月霞为原型的海霞故事持续讲述流传。近
两年，中心开展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青少年研学等，接待近 10 万人次，持续弘
扬海霞精神。

受海霞精神影响，现在洞头街头巷尾，随
处可见以“海霞”命名的志愿者队伍，2 万多
名“海霞”志愿者，编织起海岛群防善治送服
务的社会管理网络。

“汪老的精神永远影响着我们子子孙
孙。”这天，海霞村志愿者郑怀信穿着红马甲，
和往常一样来到村里巡检卫生、捡拾垃圾。
今年51岁的他虽然腿脚不便，但毅然加入志
愿服务，延续发扬海霞精神。

岁月如歌，“海霞”依旧。在洞头殡仪馆
前，细雨淅淅沥沥，不停有汪月霞生前的战
友、同事、亲属手捧鲜花和挽联前来悼念。

难忘，难言，不舍“海霞”；致敬，致礼，海
霞精神永存。

洞头群众悼念先锋女子民兵连首任连长汪月霞——

不舍那缕霞光
洞头群众悼念先锋女子民兵连首任连长汪月霞——

不舍那缕霞光

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

九龙奇腿蚁甲整体图片及细节图。

新华社北京 3 月 23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
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
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

习近平主旨讲话单行本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