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
建
銘
曾
是
台
灣
東
海
大
學
的
美
術
系
教
師
，

在
建
築
美
學
領
域
頗
有
名
氣
。
三
年
前
，
他
來
到
位

於
山
東
淄
博
的
山
東
理
工
大
學
美
術
學
院
任
教
，
孔

孟
之
鄉
的
深
厚
文
化
底
蘊
給
了
他
無
窮
的
藝
術
靈

感
，
淄
博
的
陶
琉
文
化
更
拓
展
了
他
的
藝
術
視
野
。

山
東
省
淄
博
市
周
村
南
郊
鎮
李
家
工
業
園
樂
彩

馬
賽
克
公
司
公
司
負
責
人
袁
新
忠
對
邱
建
銘
讚
不

絕
口
。
﹁這
是
我
們
聯
手
創
造
的
第
一
個
作
品
！

邱
老
師
讓
我
們
的
馬
賽
克
裝
飾
技
術
從
平
面
提

升
到
立
體
，
公
司
發
展
掀
開
新
篇
章
。
﹂
袁

新
忠
激
動
地
告
訴
記
者
，
馬
賽
克
裝
飾
品
肯

定
會
有
更
大
的
賣
點
和
收
益
。

陶
瓷
琉
璃
碎
片
拼
組

袁
新
忠
自1 9 9 0

年
從
事
馬
賽
克
裝
飾

工
作
以
來
，
做
過
許
多
大
大
小
小
的
工

程
，
但
始
終
無
法
突
破
馬
賽
克
立
體
裝
飾

的
難
題
。
早
前
，
袁
新
忠
將
做
一
個
立
體

臉
譜
的
想
法
和
邱
建
銘
交
流
。
邱
建
銘

當
即
擼
起
袖
子
，
拿
出
泥
，
不
到
半
小

時
就
做
出
了
一
個
臉
譜
的
雕
塑
模
型
。

有
了
邱
建
銘
的
建
模
，
模
具
公
司
負
責

人
張
濤
做
出
了
兩
個
大
型
的
臉
譜
模

具
，
袁
新
忠
於
是
嘗
試
在
立
體
臉
譜
上

貼
上
了
馬
賽
克
。
三
人
第
一
次
聯
手
，
各

自
發
揮
自
己
所
長
。
如
今
，
三
人
再
一
次

坐
在
一
起
，
看
着
第
一
件
合
作
作
品
，
都

很
開
心
。

﹁我
又
接
了
一
個
大
單
子
，
特

別
需
要
邱
老
師
幫
助
。
﹂
袁
新
忠
說
，
邱

建
銘
答
應
隔
天
再
來
相
商
具
體
事
宜
。

邱
建
銘
告
訴
記
者
，
他
在
台
灣
做
過

一
些
公
共
藝
術
的
項
目
，
有
相
關
的
類
似

經
驗
，
剛
好
用
在
袁
新
忠
這
件
臉
譜
作
品

上
。
而
這
個
臉
譜
也
是
他
們
共
同
為
學
生

設
計
的
一
個

﹁教
材
﹂
，
學
生
們
可
以
在

上
面
進
行
馬
賽
克
的
色
彩
和
實
踐
練
習
。

邱
建
銘
開
設
了
一
門
課
程
叫

﹁文
化
傳
承
與
創
新
設
計
﹂
，
嘗
試
教

授
製
作
馬
賽
克
藝
術
品
。
淄
博
的
陶
瓷
、

琉
璃
文
化
源
遠
流
長
，
來
到
淄
博
後
，
邱
建
銘

時
常
與
當
地
陶
瓷
和
琉
璃
大
師
們
交
流
學
習
。
結
合

研
究
生
時
鑽
研
的
馬
賽
克
壁
畫
，
邱
建
銘
用
陶
瓷
和

琉
璃
的
碎
片
，
按
照
馬
賽
克
的
拼
接
方
式
，
最
終
創

新
出
淄
博
傳
統
饋
贈
禮
品
﹁魚
盤
﹂
造
型
。

經
過
師
生
的
努
力
，
那
些
陶
瓷
和
琉
璃
碎
片

﹁變
廢
為
寶
﹂
，
竟
然
成
為
了
一
種
獨
特
的
藝
術
形

式
—
—
馬
賽
克

﹁魚
盤
﹂
。
在
邱
建
銘
看
來
，
學
生

們
從
臨
摹
到
轉
譯
，
學
習
到
了
馬
賽
克
圖
片
拼
接
和

組
合
認
知
藝
術
，
這
種
教
學
方
式
比
畫
圖
更
直
觀
。

學
生
們
創
作
的
馬
賽
克

﹁魚
盤
﹂
擺
放
在
桌
子

上
，
明
顯
比
淄
博
傳
統
魚
盤
更
大
，
更
有
特
色
。
邱

建
銘
指
着

﹁魚
盤
﹂
向
記
者
介
紹
說
，
琉
璃
與
陶
瓷

本
身
的
色
澤
不
同
，
拼
組
起
來
畫
面
質
感
豐
富
，
馬

賽
克

﹁魚
盤
﹂
更
具
現
代
感
。
這
種
傳
統
與
現
代
設

計

的

結

合
，
讓
馬
賽

克

﹁魚
盤
﹂
更

容
易
發
展
成
為
文

創
產
品
。

文
創
產
業
化
結
碩
果

﹁邱
建
銘
博
士
通
過
他
的
知
識
、
他
的
眼
界
，

給
我
們
帶
來
一
些
新
興
的
理
念
，
讓
我
們
企
業
找
到

了
新
的
發
展
方
向
。
﹂
淄
博
恆
彬
工
藝
製
品
有
限
公

司
負
責
人
陳
恆
剛
坦
言
，
正
是
因
為
結
識
了
邱
建

銘
，
公
司
從
傳
統
的
建
築
陶
瓷
行
業
轉
型
至
藝
術
陶

瓷
，
並
開
始
涉
獵
文
創
產
品
。

陳
恆
剛
帶
記
者
參
觀
他
們
的
最
新
的
文
創
產

品
，
這
是
一
種
星
光
巖
瓷
板
畫
，
是
瓷
又
是
畫
，
更

具
有
裝
飾
性
。
瓷
板
畫
是
在
瓷
板
上
使
用
特
殊
的
化

工
顏
料
手
工
繪
畫
、
上
釉
，
再
經
高
溫
燒
製
而
成
的

一
種
平
面
陶
瓷
工
藝
品
。

如
何
讓
瓷
板
畫
與
我
國
傳
統
文
人
水
墨
及
當
代

觀
念
進
行
結
合
？
陳
恆
剛
負
責
技
術
的
研
發
，
研
發

出
高
溫
燒
烤
下
同
一
溫
度
的
繪
畫
顏
料
，
以
及
星
光

巖
的
核
心
技
術
。
邱
建
銘
則
從
文
創
的
角
度
去
打

造
，
譬
如
將
傳
統
的
水
墨
畫
以
現
代
化
設
計
去
簡

化
，
設
計
現
代
感
的
圖
像
和
藝
術
符
號
，
色
彩
更
加

淡
雅
，
同
時
做
一
些
市
場
評
估
。

﹁邱
博
士
為
瓷
板
畫
注
入
了
靈
魂
。
﹂
陳
恆
剛

毫
不
掩
飾
他
對
邱
建
銘
的
讚
賞
，
公
司
產
品
已
經
外

銷
澳
洲
、
新
西
蘭
等
國
家
。
邱
建
銘
則
笑
着
說
，
他

也
是
邊
學
邊
融
合
，
教
學
相
長
。
從
瓷
板
畫
，
邱
建

銘
又
為
學
生
們
找
到
了
一
個
新
課
題
，
以
現
代
設
計

元
素
簡
化
《
早
春
圖
》
，
並
將
其
做
成
瓷
板
畫
。

邱
建
銘
說
，
兩
岸
的
文
創
產
業
也
應
該
多
交
流

學
習
、
實
現
互
補
。
在
他
看
來
，
文
創
應
該
真
正
做

到
生
活
化
、
精
神
化
，
更
應
該
追
求
做
到
美
育
與
生

活
的
共
融
。
同
時
，
文
創
應
該
是
開
放
、
富
有
彈

性
，
可
以
聯
結
很
多
人
，
包
容
不
同
需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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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齊魯傳統文化遇上台島文創思維

責任編輯：朱瑞宜 美術編輯：徐家寶

「山東
的傳統文化

其實對我來說有一個很深的牽
引作用。」 台青邱建銘指着工作
室的一幅巨型畫作向大公報記者
介紹，這是他去年參觀曲阜三孔
景區之後完成的作品。他把孔廟
的照片轉換成繪畫，畫作上方採
用了浮雕的效果來描繪天空星夜
的狀態，下方則採用傳統山水畫
的皴法，山石與類似雲海的紋理
過渡，呈現他心中想像的孔廟跟
天宮一樣的概念。

邱建銘工作、生活的淄博，
本就是齊國故都，陶瓷、琉璃藝
術的千年光彩更是讓他驚艷。上
課之餘，他深入車間、廠房，近
距離學習一些製作上的技術、工
法與文化傳承。當得知邱姓來自
於姜太公之三子（丘穆公），邱
建銘立時又覺得有了親近感，還
特意去淄博臨淄祭祖。頗有淵源
的是，丘穆公祠還是由來自台灣
的邱正吉捐資百萬所建。

山東對於邱建銘來說並不陌
生，還有另外一種情懷。他的爺
爺來自山東臨沂，爺爺在世時經
常會跟他說，希望他以後能到臨
沂找一下老家。 「回到爺爺的家
鄉，替他感受一下。」 邱建銘在
齊魯大地采風、創作、任教、生
活，找到了藝術靈感、文化自
信，也找到了自己的根。

北京、上海、廣西、重慶、
西安……邱建銘已經走過不少城
市，內蒙、新疆等地的旅遊也在
計劃中。邱建銘說，今年暑假他
準備把父母接來大陸一起遊覽祖
國的大好河山。

「 『邱邱老師』 是
我給邱建銘老師起的名

字，同學們都喜歡這麼稱呼他。」 劉淋淋
是山東理工大學美術學院大二的學生，在
她眼裏， 「邱邱老師」 更像是自己的一個
朋友，親切、幽默而又有一些可愛。

劉淋淋回憶起做馬賽克 「魚盤」 的
那段快樂時光，同學們都聚集在 「邱邱
老師」 的辦公室裏，歡聲笑語。有一
次，大家約定用方言交流。 「邱邱老
師」 說台灣話，劉淋淋說東北話，還有

山東話、江西話，雖然互相聽不懂，但
特別有趣。

第一次做馬賽克魚盤，同學們並不知
道怎麼去做。 「邱邱老師」 拿着剪刀，將
馬賽克剪碎，再一點點拼接示範。劉淋淋
告訴記者， 「邱邱老師」 不僅給了同學們
的專業指導，還有毫不吝嗇的表揚：
「哦，你太棒了，你是山東理工大學最棒
的學生！」 同學們則會 「回捧」 一句：
「邱邱老師是全宇宙最棒的老師！」 劉淋
淋笑着說，師生之間這種 「互捧」 式的相

處方式，讓大家成為了教學相長的朋友。
邱建銘說， 「學生們帶我去吃博山

菜、擼串，還教我很多生活竅門。人在異
鄉，是學生們的熱情令我感到溫暖。」

回想起2009年邱建銘第一次來到大
陸，當時是參加兩岸大學生交流活動，打
破了他對大陸的刻板印象，也一步步促成
了他最終到大陸執教。邱建銘認為年輕人
融入快、可塑性強，兩岸青年應該多交
流，這是加深了解、化解誤會最自然最有
效的方式。

中方就韓領導人涉台謬論提嚴正交涉 台胞首次登陸參訪 大讚震撼

台
青
變
廢
為
寶

鑽
研

﹁
馬
賽
克
藝
術
﹂

當
齊
魯
大
地

的
傳
統
文
化
遇
上
台
灣
地
區

的
文
創
思
維
，
會
碰
撞
出
什
麼
樣
的
火
花
呢
？
正

在
山
東
理
工
大
學
美
術
學
院
任
教
的
台
青
邱
建
銘
把

兩
岸
的
文
創

﹁聯
結
﹂
起
來
，
把
歷
史
和
現
代

﹁聯

結
﹂
起
來
，
把
陶
瓷
和
琉
璃
碎
片

﹁變
廢
為
寶
﹂
，
匯
聚

成
一
種
獨
特
的
藝
術
形
式
—
—

﹁馬
賽
克
藝
術
﹂
。
邱
建
銘

向
大
公
報
記
者
表
示
，
琉
璃
與
陶
瓷
本
身
的
色
澤
不
同
，
拼

組
起
來
畫
面
質
感
豐
富
，
使
馬
賽
克
藝
術
品
更
具
現
代
感
。

大
公
報
記
者
丁
春
麗
、
胡
臥
龍
（
文
、
圖
）

▲ 在 邱
建 銘 的 指

導下，學生創
作的馬賽克 「魚盤」 。

亦師亦友

人在異鄉 學生熱情令我溫暖

▲

台
青
邱
建
銘
融
合
兩
岸
文
創
特
點
，
匯
聚
成
一
種
獨
特
的
藝
術

形
式
—
—

﹁馬
賽
克
藝
術
﹂
。

家鄉情懷

▲台青邱建銘（右）與企業負責人合作創作馬賽克臉譜。

▲正在山東理工大學美術學院任教的台青邱建銘帶學生
參觀陶瓷博覽會。

找
到
藝
術
靈
感
也
找
到
了
根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據中國外交部
官網23日消息，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20日奉
命就韓國領導人涉台灣問題錯誤言論向韓國駐華
大使鄭在浩提出嚴正交涉。

孫衛東說，尹錫悅總統日前接受採訪時稱台
海局勢緊張係試圖以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導致，
韓方立場是同國際社會一道，堅決反對以實力改
變現狀，台灣問題不是單純的中國和台灣之間的
問題，而是像朝鮮問題一樣超越地區層面的世界
性問題。上述言論完全不可接受，中方表示嚴重
關切和強烈不滿。

孫衛東指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
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純屬中國

內政，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解決台灣問題
是中國人自己的事，絕不允許任何勢力插手干
涉。台海局勢緊張的根本原因是島內 「台獨」 分
子在境外勢力支持和縱容下搞分裂活動。韓國領
導人對一個中國原則隻字不提，卻將台灣問題同
朝鮮半島問題相提並論。朝鮮和韓國都是已加入
聯合國的主權國家。朝鮮半島問題與台灣問題性
質和經緯完全不同，根本不具可比性，這是眾所
周知的事實。我們敦促韓方切實遵守中韓建交聯
合公報精神，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在台灣問題上
謹言慎行。

鄭在浩表示，韓方一貫尊重一個中國原則，
這一立場沒有變化。

【大公報訊】據中國台灣網報道：近日來自
台灣南投的30多位台胞到浙江省金華市參訪。台
胞們表示，大陸的快速發展讓人震撼。他們中第

一次來大陸的台胞更直言，大陸和他們想像的完
全不一樣，一次參訪顛覆了他們對大陸印象。

參訪團走訪了婺城、蘭溪、東陽、義烏、浦
江等地，體驗非遺項目、品嘗傳統美食、探尋文
化力量、感受經濟活力。花園村的數字化鄉村治
理、軌道交通的便捷高效、橫店影視城的恢宏大
氣，讓他們感到震撼；400餘萬平方米、7萬多個
攤位的義烏國際商貿城讓台胞們由衷驚嘆，甚至
遺憾此次參訪時間太短，無法好好逛逛商貿城。

台胞們一致認為，兩岸同胞根生同源、血脈
相連、手足情深，今後要多加強兩岸之間的聯繫
交流，多開展互訪活動，共同推動兩地經濟文化
發展，為兩岸和平發展作出新貢獻。

▲在浙江省金華市參訪的台胞們表示，大陸的快
速發展讓人感到震撼。 中國台灣網

融
會
貫
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