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美
国
华
裔
建
筑
师
林
璎
—
—

用
建
筑
表
达
坚
定
而
清
晰
的
洞
见

冉
文
娟

侨 界 关 注

华侨华人 责编：高 乔 邮箱：guojihwb@126.com

2022年11月21日 星期一

丰富的展品蕴藏匠心

苏合香、荜茇、千里光、扦扦活……走进华踪医
迹展厅，满墙的中草药实物标本和植物彩绘映入眼
帘，以生动直观的方式为观众揭开中草药的“神秘面
纱”，一展中草药植物的“曼妙之姿”。

在华踪医迹展上，像这样别具匠心的形式随处可
见。模拟郑和下西洋航船木箱的展柜、将东南亚中药
品牌的广告纸用亚克力板串联成五彩斑斓的“广告墙”、
以“云中谁寄锦书来”为设计灵感悬挂在展厅顶部的侨
批段落、还原中药铺历史风貌的场景搭建、一比一复
制的东南亚“药膳”菜肴……华踪医迹展通过 200 余件

（套） 展品，以“相邻相望 互通共融”“赤子之心 明明
如月”“一饮一啄 血脉相连”“如琢如磨 令闻令望”4个
篇章，展现了华侨华人推动中医药在东南亚传播交
流、落地生根的累累硕果。针灸穴位互动演示仪、“对
花对草对中药”的“斗草”小游戏互动区、马来语中草药
词汇从汉语“借词”体验区等互动板块，让观众能够动
手体验，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除了亮眼的展览形式，本次展览聚焦“东南亚华侨
华人与中医药文化”的内容也让观众耳目一新。中国医
生崔伟在公元前257年赴越南行医；抗日战争时期，福建
名医吴瑞甫拒绝日伪政权利诱，赴新加坡行医，主持《医
粹》《医统先声》刊物，成为新加坡中医学史的先驱；南
洋著名侨领陈嘉庚创立中西制药厂，生产种类繁多的
传统中药制品……展览中，丰富的历史展品，为观众
讲述了华侨华人与中医药海外传播之间的历史故事。

“华踪医迹展陈列的文物藏品超过200件 （套）。每
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有一段历史故事。本次展览通过鲜
活的故事、精彩的历史瞬间、珍贵的文物史料，生动
再现了从秦汉时期到现当代，华侨华人在推动中医药
海外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贡献，讲述了华侨华人作
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实践者和有力传播者，保障海外
侨胞健康、惠及当地民众的感人故事，以独特视角展
现了华侨华人移民海外的奋斗史、中医药在海外的传
播史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史，印证了中医药这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伴随华侨华人走出国门、走向东
南亚、走向全世界的过程。”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馆长
臧杰斌说。

拉近观众与中医药距离

“在中医药‘走出去’的过程中，漂洋过海的华侨华
人都是中医药的重要传播者、核心继承者与坚定弘扬
者。”在华踪医迹展开幕式上，国家中医药博物馆馆长
杨荣臣说，为了更丰富、更立体地展现东南亚地区华
侨华人推动中医药传播与发展的历史，讲述“有华人的
地方就有中医药”的中国故事，他们策划了此次展览。
希望以东南亚华侨华人移民活动史的视角，为观众徐
徐铺开中医药在东南亚地区发展的长卷。

作为国家中医药博物馆筹建以来的首次展览，华
踪医迹展的筹备历时 1 年有余。“此次展览由国家中医

药博物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与
华侨博物院联合主办，中国中医科
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与北京中
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协办，展出
的 200余件 （套） 藏品由 6家博物馆
及相关机构共同支持。可以说，这次
同行业、跨主题的‘跨界展览’是参与
各方共同努力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宁一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策展过程中，整个团队配合
默契，不少‘新点子’都是大家‘头脑
风暴’和‘灵感碰撞’的结果。”国家中
医药博物馆展览策划部主任吴潇湘
介绍，比如，展览入口中草药展示
墙的草药品种由策展团队精挑细

选，既要反映中国与东南亚的风物各异、交流互鉴，
又要有“颜值”、能展现中草药的植物之美；又如，“斗
草”小游戏中，用中草药名对对子，不仅参考了《镜花
缘》《红楼梦》等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斗草”内容，
也充分发挥了团队成员的创造力。“我们希望，展览不
仅能展现东南亚华侨华人推动中医药传播的故事，也
能让观众感受到中医药的文化属性和多元价值。”吴潇
湘说。

华踪医迹展执行策划人赵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介绍：“策展过程中，我们梳理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
馆馆藏的大量藏品，精选与中医药相关的侨批原件，
中药品牌广告纸、包装盒，中医药相关藏书等展品，
并通过新颖鲜活的形式呈现，希望拉近观众与中医药
的距离，感受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生活氛围。”

“开门办展”实现“1+1>2”

“假如你是一名华侨，现在打算远赴东南亚开中药
铺谋生。快在展厅找一找，哪些器具不可或缺？”在华
踪医迹展的展览手册最后一页，一张可撕拉的活页为

观众提供了几个参观“线索”。这个
特别设计是为展览后续的配套社
会教育活动量身定制的。

收听中医药文化科普讲座，
参加中医药科普知识及专题活
动，体验中医药文化与工艺美术
制作相结合的香囊制作、陈皮制作
等手工课程……更多形式的社会
教育等展览配套活动正在开展中。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服
务部主任吕咏梅告诉本报记者，
目前，华侨历史博物馆还在筹备

“云游侨博”网上直播活动，带全
球观众一起“云端”看展，同时探
索用粤语、闽南语等海外华侨华人
的“乡音”直播，用马来语、印尼
语等东南亚国家语种直播，让更

多海外受众了解华踪医迹展。
“华侨华人群体是海外传播中医药文化的主力军之

一。可以说，华侨华人史也是中医药的海外传播史。
东南亚地区和中国山水相连，是中国移民最早涉足的
地区之一，因而中医药在东南亚传播的历史非常悠
久。直到现在，东南亚仍然是华侨华人最多的地区，
中医药在当地受众多、需求大、影响深远。”作为此次
展览的学术顾问，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研究员罗杨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次展览将华侨华人历史与
中医药在东南亚的发展这两条线索有机结合，这种小
切口、深挖掘的策展思路实现了一定的创新突破，有
助于推广华侨华人文化和中医药文化。

“此次展览是华侨历史博物馆、国家中医药博物
馆、华侨博物院等多家行业博物馆深化合作的一次成
功尝试。从这次展览经验来看，多家行业博物馆整合
各自优势资源，联合办展，有利于实现‘1+1＞2’的效
果，为我们此后‘开门办展’打开了思路，积累了经验。”
宁一说，“本次展览将持续到 2023 年 2 月。未来，我们
还将把这次展览打造成精品展，在国内甚至海外其他
博物馆巡展，擦亮华侨华人和中医药这张海内外文化
交流的名片。”

在美国《时代》周刊评
选的“2022全球百大最具影
响力人物”中，美国华裔建
筑师林璎入选。

华裔小说家伍绮诗撰
写的推荐语中写道：林璎
的作品“将眼前的世界与可
能被遗忘或忽视的东西分
层展现”“它们揭示了长期
以来被社会忽略的、‘令人
不悦的’的事实：比如环境
退化的代价、物种灭绝的破
坏性、美国在民权与性别等
方面长期不公平的事实”。

作 为 美 国 知 名 建 筑
师，林璎早已获誉无数。
她曾被美国《生活》杂志评
为“20 世纪最重要的 100 位
美国人”与“50 位美国未来
的领袖”，并于 2009 年获得
美国国家艺术奖章。

林璎在建筑领域成就
斐然，林璎的家族也颇具
传奇色彩。1959 年 10 月 5
日，林璎在美国俄亥俄州
出生。林璎的祖父林长民
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家、教
育家，她的姑姑是著名建
筑学家林徽因。父亲是陶
瓷艺术家，母亲是诗人，
两人都曾是美国俄亥俄大
学的教授。

林 璎 从 小 耳 濡 目 染 ，
对 艺 术 和 设 计 有 独 特 见
解。她在耶鲁大学学习建
筑设计，后来成为耶鲁大
学史上最年轻的博士以及
耶鲁大学史上第一位华人
女校董。

1981 年，林璎在耶鲁
大学念书时，得知华盛顿
征集“越南战争纪念碑”设
计方案的消息。抱着完成
毕业设计的想法，她参加
了竞赛。经过研究，林璎
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一个
看似将地面割开、既像被
埋在地平线下、也像从地
里向上生长的倒“V”字形纪
念碑，墙壁是简洁深黑的
花岗岩，上面刻满在战争
中丧生者的姓名。

经过评审团甄选，林
璎 的 方 案 从 众 多 大 师 的
1421件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中标者”。然而，纪念碑
修建的过程却极为曲折。

“当我被选中时，我很清楚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一次
考验，一场让我用了几年时间才认识到其艰难程度的
战斗。”林璎回忆说。

消息公布后，林璎的设计马上遭到了反对。有人
用“丢脸的破墙”“令人羞辱的阴沟”“黑色伤疤”“地面上
的一个黑洞”来侮辱这个设计。一些建筑师讽刺说，“她
真是幸运，只在纸上画一道黑线，就得到冠军。”更多
人不满的是林璎的女性及亚裔身份。出资赞助这项设
计竞赛的美国富翁罗斯·裴洛，撤走了 16 万美元赞助
费。他甚至出钱让一些越战老兵飞到华盛顿参加抗议
游行。林璎始终坚定自己的设计初衷。几经曲折，越
战纪念碑终于在1982年11月落成，落成仪式上甚至没
有提及设计师的名字。

纪念碑建成后，无数人在这里反思战争，落下眼
泪。其独特的设计理念与风格，也被媒体称为“林璎这
代人中最打动人心的建筑设计”。1994年，林璎的这段
经历被拍成了纪录片《林璎：坚定而清晰的洞见》，获得
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

2009 年，林璎以四合院为灵感设计了美国华人博
物馆，馆内贴满华裔的奋斗故事。林璎称，这是“华人
过去的文化引力如何与今天互动”的故事。

如今，这家博物馆正投资 1.18 亿美元设计新馆，
林璎再次被委以重任。林璎的设计方案受到中国七巧
板和山水画的启发，通过石头、金属、树木和云朵等
自然元素，唤起人们向上的运动感，展现美国华人世
界的凝聚力。这个项目将于 2025年完工。林璎对媒体
说，新的华人博物馆将是一个“开放、友好、温暖、欢
迎所有人的地方”。

（来源：中国侨网）

东南亚侨胞与中医药的不解之缘
本报记者 高 乔文/图

“华踪医迹——东南亚华侨
华人与中医药文化展”（简称“华
踪医迹展”）近日在中国华侨历
史博物馆开幕。展览通过实
物、文字、图片、视频等展
品，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
地回顾了东南亚华侨华人推动
中医药文化传播发展的历程，
讲述了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医
药文化“出海”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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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
浙江省杭州市淳
安县千岛湖层林
尽染，吸引各方
游客驻足。

余剑锋摄
（人民视觉）

浙
江
淳
安
：

多
彩
千
岛
湖

浙
江
淳
安
：

多
彩
千
岛
湖

11 月 13 日，
位于福建省南平
市政和县澄源乡
的风力发电场云
雾缭绕，风电机
组在高山之巅迎
风转动。

魏永青摄
（人民视觉）

福
建
政
和
：

雾
笼
发
电
场

侨 乡 新 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