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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术 欣 赏美 术 欣 赏

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位于黄土
高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这里曾是丝
绸之路要冲，“茶马互市”的活跃地区，
还是西北民歌“花儿”的故乡，生态环境
优美，民俗风情浓郁。

千里之外的北京，在中国中建设计集
团工作间里，设计人员正奋笔绘图。“从
规划设计到运营管理，我们将给康乐文旅
提供一整套的操作方案。”中国中建设计
集团城乡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研究院院
长、中建文旅总经理吴宜夏说。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推
进，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把目光投向乡村，
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在改变乡村环
境、完善基础设施、导入产业、持续运营
等方面，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子。

到乡村去，设计大有可为

吴宜夏是城乡规划与园林风景领域的
一名资深设计师。作为主要设计者，她曾
参与设计了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众多
大型城市风景园林。2015年，她所在的单
位，接到一个乡村规划项目的邀请：打造
河北省西柏坡景区周边连片的美丽乡村。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乡村项目，也是我第
一次带队长时间驻村。”吴宜夏说。

西柏坡是红色圣地，红色文化是其响
亮的名片。吴宜夏和团队在调研中却发
现，丰厚的红色资源还未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海量的参观客流也没有让周边乡村广
泛受益。“我们提出的理念是，让那些红
色文化从博物馆里‘走出来’，走到乡村
广阔的天地里，让来西柏坡的客人愿意到
周边乡村去感受。”吴宜夏回忆说。

经过调研、策划、设计、施工，西柏
坡项目历时一年多完成。项目成果得到了
当地政府和游客的肯定。虽然也有遗憾之
处，却更加坚定了吴宜夏和团队“到乡村
去”的信心和决心。

“在这次项目中，我们全过程、全方
位地了解了什么是乡村，更加清楚地认识
到乡村振兴所面临的问题所在。”吴宜夏
告诉记者，他们一方面意识到乡村振兴的
必要性和迫切性，另一方面也在思考乡村
项目的可持续性。“我们做的这些规划和
设计，能否长久地保留下来？这些美好的
愿景能否转化为旅游的活力和效益，让村
民从中真正受益？”带着这样的疑问和思

考，吴宜夏和团队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乡
村项目之中，期望在实践中找到答案。

兼容并蓄，传承亦有创新

拒马河畔，群山掩映中有一片五彩斑
斓的村落。这是位于河北保定涞水县的百
里峡艺术小镇，是吴宜夏和团队在2016年
打造的又一个乡村项目。

百里峡艺术小镇位于野三坡百里峡景
区对面，在 2012 年“7·21”洪水灾害后，
村貌损毁严重，灾后重建的房子风格雷同
单调。彼时，村里的产业只有普通的农家
乐，优美的自然资源和厚重的文化资源没
有得到有效挖掘，亟需对村容村貌进行改
造提升，同时也需要通过升级旅游服务，
实现村民的脱贫致富。

吴宜夏和团队在调研中发现，上世纪
80年代，作家铁凝曾在这里创作出小说代
表作 《哦，香雪》。利用背靠野三坡生态
风景区以及山村小火车站的独特地理优

势，他们进而挖掘出当地许多饶有趣味的
民俗文化。

吴宜夏告诉记者，团队采取的是“设
计施工总承包”方式，对村落进行全新规
划和设计，对遗留下来的老建筑、老村路
进行了保护和修整，对散落的太行民俗文
化、文学故事、铁路文化进行了重新发掘
和升华，对缺乏特色的山野景观进行了串

联和提升，对大量无序混乱的自建房进行
了改造和优化。

与此同时，团队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
高研班合作，在村落外围临河界面开展了
色彩规划，以“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为
基础，把村里原有的农家旅社进行整体包
装改造，呈现出七彩的丰富色调，让村庄
面貌焕然一新，充满了活力和生机。景观
上，团队邀请百名艺术家进行民俗壁画创
作，营造浓厚的艺术氛围，实现了色彩艺
术和乡村的融合。

当设计综合考虑了传统习俗与现代生
活方式相结合的需要，才能真正与乡村融
为一体。“这个项目我们做到了兼容并
蓄，一方面尽量原汁原味地保留传统的山
乡文化，另一方面又赋予乡村当代时尚活
力的元素，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吴宜夏说。

村庄变美了，游客来了，村民不仅生
活环境得到了改善，收入也增加了，获得
感实实在在。据悉，百里峡艺术小镇项目
入选国务院扶贫办精选12则精准扶贫典型
案例，2018 年 7 月入选河北省旅游扶贫示
范项目，获得2019年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
设计奖、园林景观综合奖一等奖，还获得
2019年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优秀景观设计二
等奖等。

久久为功，注入持久活力

位于百花山脚下的北京门头沟区黄安
坨村，地势高敞，视野开阔。这里曾是平
西抗日根据地，有着优质的高山有机农田。

利用黄安坨村特色优势，吴宜夏和团
队以红色旅游、高山农业、山地户外运动
休闲、山地休闲度假为发展方向，开创

“农旅融合、景村合一、共建共享”的乡
村振兴模式，打造了“中建·百花山社”精品
民宿项目，通过文旅产业促进脱贫致富。

乡村振兴，人是关键。2020 年 8 月
末，黄安坨村附近几个村的村民聚集在百
花山社，听一堂关于精品民宿的培训讲
座。从选址、合作、管理、服务到打造品
牌、进行网络营销，吴宜夏讲授的内容干
货满满，生动有趣，让村民们对打造精品
民宿产生了浓厚兴趣，也提升了他们的乡
村旅游服务意识和技能。吴宜夏告诉记
者，类似的公益培训，每年都会定期举办。

多年来致力于乡村项目，吴宜夏和团
队意识到，乡村振兴需要大量细致、深
入、持续的工作。“乡村振兴不是一朝一
夕之事，需要久久为功。”吴宜夏说。她
提出要为乡村文旅发展提供全过程服务的
理念：既通过规划、设计和建设从根本上
改变村容村貌，又通过策划和运营为乡村
导入产业、注入活力，实现持续运营。

“策划—规划—设计—建造—运营”
五位一体。在吴宜夏看来，最后一个环节
运营最为关键，而且应该运营思维前置，
即运营团队一开始就要介入项目，对前期
的策划、规划和设计提出要求，最大限度
保证设计成果落地。

“扶上马还送一程”。吴宜夏表示，村
民才是村庄的主人，要让他们有信心。当
村民有了持续收入，才扎得下根，村庄才
留得住人。

守住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吴宜
夏始终认为，乡村文化应该是活态的，应
该是当代人生活的一部分。“这就要求我
们设计师把乡村文化转变为创意来源，把
乡村文化生动地展示给大众，让更多人了
解、喜爱乡村文化。”吴宜夏说。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
作协网络文学中心组织全国网络作家、各
网络文学平台、各地网络文学组织发起网
络文学“百年百部”系列活动，通过网络
文学“百年百部”创作工程、重点网站优
秀网络文学作品联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专题培训采风、“党在我心
中”短文征集活动四大活动，鼓励引导广
大网络作家创作一批反映中国共产党百年
奋斗历程的精品力作。

网络文学“百年百部”创作工程，旨
在通过重点抓好 100 部网络文学作品创作，
引导网络作家弘扬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
期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书写党领导人
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事
件和其中涌现的先进人物。自今年2月发出
重点选题指南和作品征集通知以来，得到
骁骑校、静夜寄思、李枭等具有较高知名
度的网络作家和众多年轻作者的积极参
与，共收到 398 部申报作品，其中将有 100
个选题入选“百年百部”网络文学创作工
程作品库。入选作品将于今年 5月底完结，
届时将组织由知名网络作家、评论家、平
台和媒体代表等组成的评委会，对本次创
作工程作品库入选作品等进行评审，最终
遴选出 20 部思想和艺术水平俱佳的优秀作
品进行推介研讨。

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网络作家唐家
三少认为，应充分借助网络文学的共享特
性传递给读者正能量，让他们在潜移默化
中感受到我们想要传递的核心价值观。“我
近年来一直尝试借助网络文学的影响力、
传播力，推动现实题材创作，创作了冰雪

运动题材的 《冰雪恋熊猫》 等作品。目前
我正在创作一部与北京中轴线有关的网络
小说。”

为充分展示网络文学“建党百年”主
题创作成果，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组织
国内 30 余家重点网站，遴选出 564 部反映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优秀网络文学
作品，以线上联展的形式，向广大读者免
费开放。其中既有《浩荡》《大国重工》等
反映党领导人民建立建设新中国、进行改
革开放、实现中国梦伟大历程的宏大题材
作品，也有《写给鼹鼠先生的情书》《特别
的归乡者》 等塑造“时代新人”和平凡劳
动者的作品，还有《冲吧，丹娘》《血火流
觞》 等优秀革命历史题材作品。阅文集团
总编辑杨晨表示，平台将在PC端和移动终
端同步推出“建党百年”主题作品专区，上
线参展作品供读者免费阅读。

为进一步提高网络文学作家“四力”，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还将从今年4月
开始，组织网络作家分批赴嘉兴、井冈山
等地进行专题培训和采风，每期 100 名学
员，通过专家讲座、现场教学和实地采风
等，引导网络作家深入了解党的发展史、
革命史、创业史，提升思想境界，激发同
心共筑中国梦的理想追求。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
胜说：“网络作家有数百万人，读者有四五
亿人，广大网络作家要学习、重温党的历
史，创作出反映百年奋斗历程的精品力
作，反映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故事，展示网络文学在
新时代的新成就、新面貌。”

本报电 （张天一阁） 3 月 14 日，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中国交响乐团“红色经典”
合唱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上演。音乐会由指挥家
孟幻执棒，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以混声合唱、女
声合唱、男生合唱、独唱、二重唱多种方式，为
观众献上了 20 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开场曲

《唱支山歌给党听》 道出了老百姓对党的深情，
《乡间的小路》《思念》《绒花》《映山红上杜鹃
鸣》等歌曲唤起人们对峥嵘岁月的深情回忆，《祖
国慈祥的母亲》《草原夜色美》《我爱你，中国》

《为祖国干杯》等歌曲表达了人民对党和祖国的热
爱，《掀起你的盖头来》《在那遥远的地方》《手挽
手》等优美动听的乐曲唱响民族团结之情，《军港
之夜》《我是一个兵》等军旅歌曲尽显人民军队的
壮志豪情。在 《在灿烂阳光下》 的恢弘乐声中，
音乐会落下帷幕。

除现场演出外，中国交响乐团在抖音、快手
短视频平台对此次音乐会进行在线直播，全国共
40多万乐迷在家中免费收看了本场音乐会。高品
质的视听体验让网友大饱耳福，纷纷留言：“希望
国交以后多直播这样的音乐会”“感谢网络时代，
两千多里外也能听到这么美妙的歌声。”

张武昌是在现实生活历练中成长并成熟起来
的画家。数十年的火热生活，使他得以在寻常中
去粗取精，发现人与现实的本质，并最终滋养他
的艺术。

张武昌认为，中国画形成并完善了笔墨系
统，成为“非文字艺术”的“感性符号”的表现
形式，重在传达内心的节奏、韵律、力度与结
构，以表达人的深层心理。

张武昌的人物画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在写意
的原则下注重主观感受。这种感受是经过内心调
节之后的平稳、和谐与静谧的韵律感，画面因而
洋溢着一种音乐之美。并且，画作在意象之间、
笔墨之中蕴积成“中和之美”，在理性的形式和感
性的直觉中结合为笔下人物的心理情态，使之产
生特殊的审美意趣。

张武昌的 《齐白石像》《张大千像》《叶浅予
先生像》 等作品，力求在水墨渲染中，以笔线生
动的技法表现画面主体人物的虚实结合，并突出
人物的意绪内心，达到“风神骨气者居上”的高
度。作品中，画家以“形神兼备”和“骨法用
笔”为主，以虚实、疏密、浓淡、干湿的墨色变
化，营造了远近、前后等空间关系。在人物面部
刻画上，吸收了些许素描手法，在明暗、骨骼、
神情与风范中，把人物表现得更为充分，获得了
形神兼备的效果。画家在有限的尺幅中完成了内
外转换合一的过程，使物象内心化，情绪化，追
求“游心物外”“无我之境”的理想境界。

张武昌的许多作品都有这种虚实相融的特
点，从笔墨语言入手探讨虚实，进而揭示作品的
主题意义。在 《长征》《转战陕北》《彭德怀将
军》《追梦》《关山月》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例如，《转战陕北》中的人物是“实”的，环
境是“虚”的。前者生动表现了周恩来、朱德等
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毕生奉献的
场景与片段：两位革命家骑马眺望远方，在骑马
的运动感中，使动静、虚实发生转换，产生强烈
的艺术氛围，给人以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藏而
不露的远景与陕北高原的土坡，是“虚”的；露
而不藏的人物，是“实”的。画家在画面处理
上，扩大了画面的空间感。

《陕北情怀 知青岁月》 百幅连环画将北京知
青在陕北插队的故事与画家个人的知青生活结
合，历时5年创作完成。区别于传统的人物线描方
式，该作品增加了黑白灰画面效果和结构、透
视、解剖等元素。为了能让作品更具真实性和教
育意义，张武昌曾8次赴陕北采风，最长一次在梁
家河村住了60天。

在张武昌的 《孙中山》《春天的故事》《祖国
万岁》《拓荒者》《白鹿原》《莲花山放歌》《雷
锋》《黄土情》《冠军风采》《雪域矿工》《高原风
情》 等作品中，笔墨浸润着感性的色彩与精神的
美感。张武昌希望用自己的艺术作品唤起人们的
记忆，在记忆中复活那些革命事业中的英雄人物
与可歌可泣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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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风景
——张武昌的水墨人物画

徐恩存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网络文学“百年百部”活动启动
本报记者 张鹏禹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 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安徽省艺术研
究院和铜陵市文旅局主办的“枞阳腔 （吹腔） 声腔艺术展演暨全国枞阳腔 （吹
腔） 学术研讨会”在安徽省铜陵市举行，铜陵市艺术剧院等剧团为观众带来精彩
演出，来自全国各地的6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枞阳腔 （吹腔） 的保护传承与地方戏
曲发展等话题进行了研讨。

枞阳腔是明清以来兴起于铜陵枞阳一带的戏曲声腔，也称吹腔，是中国戏曲
声腔史上影响广泛的唱腔，被誉为“清代安徽戏曲声腔之先声”。近年来，铜陵市
制定《枞阳腔传承保护和振兴发展工作手册》，走访民间老艺人，收集整理戏曲故
事原本、曲谱、剧本等，积极开展地方戏曲保护传承。

听“红色经典”
庆 建 党 百 年

《陕北情怀 知青岁月》（连环画） 之一。
张武昌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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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峡艺术小镇一景。百里峡艺术小镇一景。

中建·百花山社高山图书馆。

中建文旅为河北省衡水市故
城县董子学村开发的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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