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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初冬，天色
湛蓝如洗，明丽的阳光洒在庄严的
林肯纪念堂前，为洁白的殿堂披上
金色的外衣。

11月 7日一早，数百名来自首
都大华府地区的各界侨胞，冒着料
峭的寒风，欢聚在林肯纪念堂前的
大理石台阶上，拉开了美国大华府
地区“助力北京冬奥奔向未来”大
型签名活动的序幕。

这次签名活动，是大华府地区
民众以实际行动支持、助力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的最重要的一项大
型民间活动。活动由美国华盛顿
地区同乡会联合会发起组织；同
时，得到了包括黄河艺术团、美国
华人专业团体联合会、希望中文学
校、美中实验学校、巴尔的摩中文

学校、美中工商会等大华府多个主
要社团及众多地方同乡会的参与
和支持。活动的宗旨是弘扬相互
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
运精神，以及海外华人对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的支持和对全世界各
族人民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渴望。

签名活动在快闪《欢乐颂》乐
曲中开篇。悠扬明快的歌声在林
肯纪念堂前的天空中飘荡，不仅仅
唱出了每一位歌唱者对平等、自
由、博爱和欢乐的向往与追求，更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驻
足。一群金发碧眼的“老外”操着
不标准的英语问大家：“你们是从
哪里来的？”我们说：“我们来自本
地，我们是生活在这里的居民。”

“老外”们先是一愣，然后爽朗地笑

了：“我们是来自欧洲的游客。我
们可以加入你们，一起拍照，一起
唱歌吗？”于是，在歌唱的团队里、
签名的人群中，我们有了不同肤
色、不同种族，但是洋溢着同样的
幸福和欢乐的笑脸。这不但让更
多的人看到、体会到平等、欢乐，更
亲自参与到这个自由、博爱的氛
围，以自觉或不自觉的形式弘扬、
传递着不朽的奥运精神。这是我
们——来自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
的文化背景、说着不同的语言——
的共同追求。

“飞渡重洋十万里，助力冬奥
向未来”。这次签名活动，是大华
府的侨胞支持冬奥系列活动的一
个里程碑。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在
同乡会联合会和河北同乡会联合

发起组织并积极推动和倡导下，
“支持冬奥、欢乐健身”的大众健身
活动在大华府地区蔚然成风。既
有上至80岁的夫妻，又有下至几岁
的儿童，有的是家庭全家参与，也
有以前从不运动的上班族，大家每
天坚持跑步或者走路健身，不求瞬
间达到运动达人的水平，但希望借
此养成每天运动的良好习惯，保持
健康的身体。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数百人的共同努力和坚持，一共走
出超过 3万英里(10万里)的傲人成
绩，这相当于从华盛顿到北京，首
都到首都之间将近 3个来回！是
的，尽管因为疫情，我们不能亲自
前往北京参加冬奥，但是，我们的
心和奥运健儿们同在；尽管远隔千
山万水，但是我们共同追求的奥运

精神同在！
签名仪式是一个里程碑，但不

是支持冬奥系列活动的结束。一
周 后 ，我 们 将 在 Cabin John
Regional Park举行第二届“金秋快
乐健康月打卡赛”健步跑步闭幕式
及签字活动，借支持冬奥的契机，
把运动与健康的精神传递给更多
的朋友。

健身健康，从我做起；支持冬
奥，从我做起；传播奥运精神，从我
做起；Let’s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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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堂前聚八方签名 助力北京冬奥向未来
—— 来自美国首都华盛顿支持北京冬奥的签名仪式——

11月6日周六晚，华盛顿地区
同乡会联合会周末系列Zoom讲座
再一次开讲。这一次给我们带来
的是画家艺术家叶承曦老师的

“如何欣赏印象派作品”讲座。
叶承曦老师1993年毕业于中

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
2000 年杰出艺术家绿卡移民美
国, 2002在弗吉尼亚创办了自己
的艺术工作室。

他的作品色彩明亮绚丽，结
合了东方传统的元素和精神，并
运用了现代绘画直击人心的色调
和严谨的构图，让观众感受到艺
术家对不同色调，视角，空间的把
握和运用及对时间与空间，传统
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沉思。

叶老师主持过中国驻美国大
使官邸艺术设计项目，曾获日本
泷富士艺术大奖等多项国际艺术
奖，作品在中国，美国，日本，新加

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
和画廊展出，并被

众多博物馆，机构及个人收藏。
讲座伊始，叶老师结合自己

的体会，通过理查德•克莱德曼
的钢琴曲与交响乐的对比，深入
浅出的讲述了印象派绘画的特点
以及产生的背景。

传统的古典绘画，尤其是大
量的宗教题材的绘画，是以叙事
为主，偏重于记录历史，讲究忠实
于事实。工业革命开始以后，随
着照相机的普及以及对三色光的剖
析，一些画家不满足于这种古典绘
画方式，试图通过光和影的瞬间变化
寻找个人感觉，表现个人情绪。

叶老师同时也指出，印象派
绘画则如同理查德•克莱德曼的
钢琴小调，旋律优美动人，因为对
光与影和绘画形式的极致追求，
非常强烈的直观感受，能引起更

广泛的共鸣，这也使的印象派绘
画能成为美术史上影响最大的流
派。但这也正是印象派绘画的局
限性，小调虽然美，听多了会觉的
过于简单不过瘾，会想要去体会
真正的古典音乐，去慢慢品味交
响乐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深度，绘
画不但能描述外在的自然，也能
描述深刻的思想。

叶老师通过展示莫奈，梵高，
高更等耳熟能详的作品，让大家
体会到印象派大师们如何在光和
影，色彩的变化，以及结构的安排
中表达自我，表达情绪。他详细
讲解了莫奈最喜爱的题材“草
垛”的两幅一模一样场景但不同
时间绘制的画作，让大家感受光
是如何透出画面让赏画者身临其
境体味光的照耀的穿越时空感。

讲座最精彩的时刻是叶老师
的印象派绘画现场演示。他拿起
画笔，一边示范，一边给大家讲解
如何构图，如何调色等基本绘画

过程，给荧屏前的朋友一堂别开
生面的绘画启蒙课。

在回答问题环节，叶老师提
到绘画小白可以从临摹印象派绘
画开始。掌握了用笔方法，体会
到了调色乐趣，先建立兴趣和信
心，再回头有针对性进行基本功
训练，可能事半功倍；同时从油画
开始，材料简单，画面随时可以覆
盖，其实更容易入门。叶老师强
调练习最重要，入门级小白们要
多临摹大师们的成名作，在学习
大师们的光色搭配中体验印象派
的精华。叶老师还就大家关心的
他画室教学风格及如果跟他学画
回答了大家的提问。感兴趣的朋
友 可 以 游 览 叶 老 师 的 网 站
(YeArtStudio) www.yeartstudio.com

在讲座的最后，叶承曦老师
提出推陈出新是艺术发展的原动
力。伴随着社会进步，科技发展，
艺术及艺术家会尝试不同的方式
去表现自己对当下生活，对自我

觉醒的认知和理解。印象派从传
统古典绘画里脱颖而出，从小众
开始，慢慢为世人接受，就是实
例。他也给大家介绍了他身后的
一幅尺幅巨大混合媒介作品，那
也正是他在尝试与时俱进，不断
探索的过程。

此次虽是高雅艺术讲座，但
印象派本身的艺术魅力、叶老师
娓娓道来的讲解与现场作画的的
直接视觉触动都给观众们带来了
发挥想象力的空间与美的艺术享
受，令人十分兴奋，兴致勃勃，参
加与参与提问的观众多达320人，
再次爆棚，讲座结束时仍意犹未尽。

赏画是非常个人的行为。叶
老师带大家欣赏印象派绘画入了
这个门。藉此，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多做功课，更好的体验和感
受不同绘画流派的魅力，在艺术
的世界里感知世界，享受精彩人生。

（华盛顿地区同乡会联合会供稿，
撰稿人：廖伟；ZOOM摄影：叶承曦）

一堂生动的艺术启蒙课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让人
们普遍担忧新冠病毒（SARS-CoV-
2）的感染对儿童所造成的危害。
据报道，世界上第一个被新冠病毒
感染的儿童病例发生在中国的四
川省。儿童被新冠病毒感染后，临
床症状大多比较轻微，主要表现为
咳嗽和发烧。一部分被新冠病毒
感染的儿童可能还会出现呕吐、腹
痛、失去味觉或嗅觉等症状，但一
般不需要住院治疗，且预后大多良好。

与成人相比，死于新冠病毒感
染的儿童相对较为少见。2020年
11月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 17岁
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新冠疾病
死亡率为0.016%，同一时期在意大
利的儿童死亡率为0.012%，而在澳
大利亚则没有发现儿童死于新冠
病毒感染的病例。据报道儿童感
染新冠病毒的住院死亡率约为
0.18%，而成人的住院死亡率则可
高 达 70% 左 右 。 新 冠 疾 病
（COVID-19）的这一特点和萨斯病
毒（SARS-CoV-1）所引起的萨斯病
很像，即儿童的临床症状比较轻微，
而严重的病例则多见于老年患者。

被新冠病毒实际感染的儿童
人数可能被低估了，这可能是因为
在人群中虽有不少儿童感染了新
冠病毒，但他们并未表现出严重的
临床症状，没有去医院就诊，也没

有进行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值
得一提的是，一部分儿童感染新冠
病毒后可能会出现较为少见的儿
童多系统炎症综合征（Multisystem
inflammatory syndrome in children,
MIS-C）。MIS-C似乎更多见于欧
美及拉美的儿童，而在中国的儿童
里则较为少见。

新冠病毒感染儿童之后，潜伏
期大约为2-10天。与成人相比，儿
童被新冠病毒感染的比例较低，约
占整个新冠病毒感染人群的 1-
5%。研究表明，12-17岁的青少年
被新冠病毒感染的比例明显高于
5-11岁的儿童。儿童感染新冠病
毒后，大多处于携带病毒的无症状
感染状态，因此他们有可能成为新
冠病毒在易感人群中播散的传染
源。

早期的研究表明，儿童作为新
冠病毒的原始和继发传播者的可
能性相对较小。儿童感染新冠病
毒大多是由于他们在家中接触了
已被新冠病毒感染的成人所致。
美国自从今年秋季开学以来，儿童
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迅速攀升，致
使人们对早期的观察和研究结果
产生了质疑。在美国，目前至少已
有500多万的儿童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呈阳性。

大多数儿童感染了新冠病毒

之后会出现上呼吸道的不适，但大
多症状较轻、恢复快、预后好，通常
可 于 1- 2 周 内 康 复 。 新 生 儿
（Neonate）及患有慢性基础病不满
周岁的婴儿常会出现严重的肺炎，
需要住院进行紧急对症治疗和护
理。一些研究提示，新冠病毒有可
能经母体胎盘传给胎儿或经宫腔
产道传染给新生儿。目前仍未发
现通过母乳传播新冠病毒的病
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的
产妇，其乳汁中可能含有抗新冠病
毒的抗体，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即使产妇于产前感染了新冠病毒，
产后仍可选择母乳喂养婴儿。

为什么儿童对新冠病毒的易
感性较差且临床症状相对较轻
呢？研究人员对此提出了不同的
假设。一种观点认为，儿童大多感
染过能引起季节性感冒的人冠状
病毒。由于这些病毒可能与新冠
病毒含有相同的抗原，由此而产生
的交叉保护性抗体和具有免疫记
忆功能的 T细胞或许能中和及破
坏部分新冠病毒，使临床症状减
轻。也有人认为，儿童呼吸道中的
其它病毒能够与新冠病毒相互竞
争细胞受体，从而干扰新冠病毒感
染靶细胞。

另一种观点认为，儿童体内的
免疫记忆细胞的数量可能比老人

要多，因此能更有效地清除被新冠
病毒感染的细胞。还有人认为，婴
儿在出生时接种了卡介苗（减毒结
核杆菌疫苗 BCG），获得了非特异
性的受训免疫（Trained immunity），
从而提高了儿童对新冠病毒感染
的天然抵抗能力。

还有人认为，儿童的免疫系统
尚未发育成熟，不会对新冠病毒的
感染产生过度炎症反应。由于炎
症反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
强，因此成人的免疫系统可能会对
新冠病毒的感染产生失控的过激
反应，引发“细胞因子风暴综合征”
（Cytokine storm syndrome），导致成
年患者的病情加重。一般来说，儿
童患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肺病等
基础病的比例与中老年人相比要
少得多，这或许也是儿童感染新冠
病毒后临床症状相对较轻的一个
原因吧。

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观点是，
研究人员发现新冠病毒的细胞受
体 ACE2在 10岁以下儿童的鼻腔
上皮细胞中的表达量最低。随着
年龄增长，ACE2的表达量亦会随
之升高。因此，儿童鼻腔上皮细胞
ACE2受体表达量偏低，可能与儿
童不易被新冠病毒所感染有关。
也有人认为，TMPRSS2蛋白酶的表
达量高低也可能会影响到儿童对

新冠病毒的易感性。
那么如何来预防和应对新冠

病毒在儿童中所引发的感染呢？
今年 10月 29日，美国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FDA）紧急授权将辉瑞
mRNA儿童新冠疫苗用于 5-11岁
的 儿 童 。 在 未 完 全 接 种 辉 瑞
mRNA儿童新冠疫苗之前，对5-11
岁的儿童来说，仍需避免群聚、注
意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尽量采取
室内多通风、勤洗手、多消毒和定
期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等措
施。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不
建议 2岁以下的幼儿佩戴口罩，但
鼓励4岁以上的儿童戴口罩。考虑
到儿童与成人在体格和生理上的
不同，用于儿童的防护口罩应当更
加重视口罩本身的安全性、尺寸大
小是否合适、是否易于佩戴以及防
护的有效性等指标。

虽然大多数儿童对新冠病毒
的易感性相对较低，但一些儿童被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后 会 出 现 长 期
COVID- 19（Long COVID- 19）症
状。因此深入研究儿童感染新冠
病毒后的发病机制、特殊的临床表
现、早期诊断、疫苗和治疗药物等，
将有助于对感染了新冠病毒的儿
童进行及时诊断、治疗和护理，对
有效地预防和控制新冠病毒在儿
童中的感染及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为何大多数儿童感染新冠病毒后的临床症状比较轻微？
希望中文学校盖城校区中文教师：谭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