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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脚下的壁画村

大水峪村背靠青龙峡景区，自然条件优
越。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以民俗旅游
为主的大水峪村却面临着经营思维固化、
服务同质化等问题，旅游收入增长停滞不
前。2016 年至 2020 年的 5 年时间里，在北
京市怀柔区怀北镇党委和政府牵头下，中
央美术学院壁画系师生入驻大水峪村，用
擅长的街画艺术打造了上千平方米墙绘作
品，让大水峪村成为京郊亮丽的风景。

在这里，师生们的创作最初以中国传
统吉祥题材里的“鱼”为主线，取“大水
峪”村名谐音，同时象征财富与平安。画
面内容多样、风格迥异，有绚丽多彩的

《海参出海》，借鉴神话题材、具有传统山
水风格的《北冥之鲲》，个性新奇的《海底
探梦》 和来自文学艺术经典的 《西游记》
等，令人目不暇接。同时，墙面的安排错
落有致，给行走在美绘街的游客带来了丰
富的体验。

此后，师生们更加注重满足村民们的
需要，让绘在百姓自家墙面上的壁画，成为
他们的骄傲。比如在《我的美丽乡村——多
姿》这幅作品的设计上，师生们领会了村民
心中对美好乡村的愿景，采用多姿多彩且
有祥瑞之意的各种鸟儿组成画面，当地村
民无不喜欢，无不称赞。

5年间，因为这些壁画作品，大水峪村
的旅游收入增长超过 4 倍，民俗旅游规模
增长150%，高端民宿年产值达到5000万元
以上，旅游人次连创新高。更重要的是，大
水峪民宿由之前的“各自为战”转变为目前
的产业化、集群化发展，实现了产业化精细
管理，服务水平有了质的提升。在此期间，
大水峪村还举办了首届街画艺术节等多场
活动，许多家庭周末聚会、企业年会都首
选这里……街画作为新的增长点，也坚定
了大水峪借力文化振兴乡村的决心。

大山里的壁画博物馆

大水峪村的成功引发了全国各地美绘
项目的实践，湖南省新化县龙湾村便是其
中之一。

龙湾村位于龙湾国家湿地公园内，自
然环境优越，但由于交通闭塞，经济始终
起色不大。受大水峪村启发，自 2018 年 4
月起，新化县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
致力于打造“艺术乡村”。当年5月，新化
县政府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进行了交流
与调研，确定了龙湾村的艺术改造目标。

龙湾村艺术改造的真正意义，在于把
壁画创作和学生社会实践课程结合在一
起。学生们吃住在农家，在体验劳作的同
时享受劳动带来的快乐。他们与村民愉快
相处，真正体会到了村里人对脱贫致富的
渴望和对改造家乡的期盼。

设计具体墙面时，师生们依据村民的
需求，充分考虑了他们的接受程度，并且
保持了艺术水准。例如壁画 《龙腾新化》，
表现了新化的山水风景特色，并将自然景
观与其悠远独特的历史文化结合，雅俗共
赏。设计者首先深入了解新化县的文化历
史，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几处遗址，如清代

的北塔、文昌阁以及近代的重要革命文化
遗址——红二方面军旧址，画面的前、中
景主要由这些部分组成。其他部分则使用
了大面积的蓝、绿色块，代表龙湾的山和
水，还在其中点缀了船只形象，对龙湾的
青山绿水、宜人景色有直观的体现；画面
中穿插着云纹、波纹等中国传统纹样图
形，将山水与建筑串联起来，形成了丰
富、饱满的画面。

又如两幅《货郎图》，一幅为形式上仿
南宋画家李嵩 《货郎图》 绢本水墨画效果
的“现代乡村货郎图”；另一幅则是放飞想
象，加入了科幻元素，充满科技感的“未
来科技货郎图”。两幅作品基本构图相互对
称，位置选择在村口对应的两面墙上，达
到了视觉和体验的冲击效果，既体现了设
计的专业性，又增强了村落的活力。

在龙湾村近 3000平方米的壁画中，也
有作品再现了李化吉、曹力等中央美术学
院壁画系老先生的经典之作，与青山绿水
相得益彰。

乡村振兴与美育的结合

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美绘乡村”计
划由唐晖教授等发起，多年来在多个村落
实践。“美绘乡村”由一开始不被村民理
解，到后来获得他们认可，再到村民期盼
一期又一期的壁画作品，体现了中央美术
学院壁画系师生对村民诉求的深入了解和
艺术上的反复推敲。几年时间下来，村民
们获得的不仅是收入的增长，更是生活方
式的改变以及审美能力的提升。这便是

“美绘乡村”最大的意义所在。
乡村振兴是一个长久的课题。大水峪

村的美绘行动持续了 5 年，目前仍在继
续；龙湾的美绘也将一直持续。

美绘乡村是乡村振兴和美育的结合。
今天的时代赋予了壁画诸多可能性。我们
可以将壁画展现在城市大型交通枢纽、纪念
性建筑、大型公园，甚至成为国礼，安置于异
国他乡，也可以介入到大有可为的广阔乡
村。美绘乡村，赋予了壁画崭新的意义。

（作者单位：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

4 月 9 日，“希望的田
野——脱贫攻坚 共享小康
全国摄影展”在中国国家
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由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摄
影家协会主办。展览分为

“ 攻 坚 ”“ 圆 梦 ” 两 个 部
分，展出不同时期近150名
摄影家的作品近180幅，以
影像的力量，生动记录了
脱贫攻坚战这一伟大历史
实践，展示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取得的伟大成就。
走进国博，去感受镜头中

“希望的田野”，看祖国锦
绣山河，山乡巨变。

进入展厅，一张张精
彩的摄影作品映入眼帘。
摄影师的镜头下，有“实
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
指导、精准扶贫”的湖南
十八洞村，有从无到有、
从穷到富，通过对口扶贫
协作走向全面小康的宁夏
闽宁镇，有整体搬迁、居
住和交通条件改善、打造
旅游产业的四川悬崖村，
还有展现全国脱贫攻坚楷
模白晶莹、黄文秀等先进
典型、体现传承与弘扬焦
裕禄精神的感人瞬间。

值得一提的是，在参
展摄影师中，张国田、陈
路两位刚刚在全国脱贫攻
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张国田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艺术总监，也是山西省武乡县
五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他的作品反映
了驻村工作队以影像助力脱贫攻坚，因地制宜挖
掘文化旅游资源，在五村建成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农耕文化综合体等项目。陈路是上海市摄影家协
会会员，也是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副县
长。他的作品记录了大姚县铁锁乡中心小学在社
会力量帮扶下，办学条件和住宿环境得到根本改
善。丰富的摄影经验，助力他们在扶贫一线发挥
专长，在文化扶贫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走进新的乡村，深入新的生活，就会看到人
民的意志和伟大的创造，就会听到历史的脚步在
群山众壑间的回响。”这是作家贾平凹看到展出的
摄影作品后，撰写的感言。邀请文学家撰写感言
感想，把文学与摄影相结合，也是本次展览的特
色之一。除了贾平凹，展厅里还布陈着梁晓声、
阿来等多位作家的感言，与摄影作品交相辉映。

展览实现了多元化、多维度的视觉呈现。展厅
整体的绿色基调，寓意着生生不息、朝气蓬勃；展
厅中一片金黄色麦田的设计，贴合了主题“希望的
田野”，让观众置身丰收、喜悦的氛围。从“攻
坚”到“圆梦”部分，两个展厅衔接处设计了镜面
廊道。走过廊道，观众可以看到历年脱贫攻坚的标
语，增加了仪式感。

除此之外，展览还运用了多媒体手段，不仅
有介绍展览和影像扶贫驻点工程等内容的开场视
频，还有焦波执导的纪录片《出山记》、关于四川
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甘家沟村扶贫第一
书记张飞的视频展播，带给观众沉浸式的体验。

▶红色文艺经典多年来在社会
公众中起到了很大的审美认识和审
美教育作用，产生了“以艺释史”“以
艺明理”“以艺增信”的美学效果。
应当将红色文艺经典纳入中国自己
的文艺经典传统链条，同时参照世
界文艺经典去衡量，使之成为中国
现当代文化成就精华的一部分。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
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谈红
色文艺经典

▶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
与观众共同创造，一直是中国话剧
的艺术传统。新时代的艺术高峰只
能来源于人民大众的生活并且服务
于人民大众。文艺高峰作品应当具
有思想的深度、人性的维度、文化
的厚度、精神的高度。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宋
宝珍谈中国话剧的艺术传统

▶遗产旅游的未来趋向是文化
记忆、真实性表达和旅游体验的有
效结合。可为部分文物量身定做轻
交互内容，将文物文化的知识性与
趣味性相结合，使之更容易被年轻
人接受和喜爱。

——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王学
峰谈遗产旅游的模式创新

（曹晓敏整理）

3 月 30 日中午，浙江嘉兴南湖之畔，
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学员。近百位网络作家
离开键盘，走出书斋，来到南湖瞻仰红
船，参观红船精神展示厅，听党史课。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3
月28日至31日，“网络作家党史学习教育
暨主题创作改稿培训班”在浙江嘉兴、杭
州举行。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百
年百部”系列活动的一部分，网络作家们
实地探访革命圣地、聆听党史故事、共话

现实题材创作，以期创作一批反映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精品力作。

参加本次活动的既有阿菩、骁骑校、
管平潮、匪我思存、萧鼎、何常在等知名
网络作家，也有不少网文写作的新生力
量，他们多对现实题材比较感兴趣。网络
作家“柠檬羽焉”最近的创作关注智慧社
会；“心中有清荷”聚焦港珠澳大桥建设；

“月斜清影”关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青少
年成长问题；“匪迦”的创作则与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等大国重器有关。
活动中，党史和人工智能领域专家还

分别为学员作了《“数说”百年党史 守好红
色根脉》《虚拟现实（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数
字文化遗产》的报告。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胡邦胜表示，站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
点上，网络作家要增强使命感，强化时代
精神、民族精神和专业精神。他强调，要
勇担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责任，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更多反映
时代气象和人民心声的文学精品。

据悉，中国作家协会还将组织网络作
家分批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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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网络作家认真
学习党史，提升思想境界，激发同心共筑
中国梦的理想追求。

“我做了一辈子喜剧人，这次很难得
地演了个文艺片。”喜剧演员潘长江说。

近日，由潘长江和蒲萄领衔主演的网
络电影 《老潘的归途》 在腾讯视频上线，
引发关注。影片讲述60多岁的潘家富罹患
晚期肺癌，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他想做
三件事：与曾经的挚友和解，兑现对亡妻
的承诺，回到山东老家。在完成这些愿望
的旅途中，老潘意外结识了离家出走的女
大学生小米。一个尝尽人生百味但童心未
泯，一个有点叛逆但敢于追求自我，两代
人一起完成了一场独特的心灵之旅，也见
证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的农村旧貌换新

颜的美好图景。
潘长江表示，以前他拍过不少农村题

材影视剧，也曾经多次去农村慰问演出，
那时农村条件比较差，但现在农村人越来
越时尚，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越来越接
近，“这部片子融入了时代命题，传递了
正能量。”他说。

《老潘的归途》 采用了经典的公路片
叙事模式，这在当下的网络电影中并不多
见，慢节奏的叙事让影片多了一份厚重
感。影片最动人的部分是两位主人公都通
过这段旅程找到了曾经遗失的情感。老潘
总共去了 3个地方，分别弥补了友情、爱

情、亲情的遗憾；小米在与老潘的相处中
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最终收起了叛
逆，与母亲和好如初。

很多网友表示，起初看到潘长江出演
这部影片，以为它是个喜剧片，没想到笑
着笑着就哭了。潘长江说：“影片在喜剧
包装下有悲情的部分，观众能从电影中体
会到人情的珍贵，引发共鸣，表演时我也
很感动。”影片真实质朴，更可贵的是，
创作者通过个体的寻找与成长、失落与慰
藉，巧妙地在影片中融入了时代变迁。影
片结尾，老潘的身世被揭晓——他小时
候，父母养不起两个孩子，而弟弟体弱多
病，无奈只能把老潘送人。主人公的遭遇
映照出过去生活的苦楚，令观众感慨万
千。潘长江说：“影片融入了我们传统文
化中对家的重视和‘落叶归根’的思想，
也埋藏着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细腻情感，在
令人感动之余能引发我们每个人的思索。”

本报电（曹晓敏） 日前，腾讯音乐娱乐集团
旗下由你音乐研究院主办的“2021 华语数字音乐
年度峰会”在京举行，现场发布了 《2020 华语数
字音乐年度白皮书》（以下简称 《白皮书》）。这
是业内首部华语数字音乐年度白皮书，勾勒了
2020 年华语数字音乐自身以及影视、综艺、短视
频等音乐娱乐行业的整体样貌。

《白皮书》显示，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华语数
字音乐行业在2020年仍然焕发出强大生机与活力，
整体内容生产规模显著提升，华语新歌数量达74.8
万首，超过 2017-2019 年总量；发行新作的华语歌
手人数同比增长82%，达13.3万人。用户消费音乐
呈多元化样态，国风、说唱、摇滚、民谣、电音等小众
音乐走入主流视野。在影视音乐、品牌合作音乐、
游戏音乐和国漫音乐等跨界场景中，音乐正在打
破行业壁垒。2020 年共有 31 档音乐综艺节目上
线，占全年综艺总数的 25%，并且不断向市场输
出音乐作品，有效驱动音乐市场持续升温。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首席执行官彭迦信表示，
中国音乐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需要团结各方，
共同发掘后疫情时代行业发展的新方向、新动
力，规划华语数字音乐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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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湾村壁画《龙腾新化》。作者：吴铭东、史浩蒙、蒋壁莹、高镜清、李晨、李文
诗、张允先、郑栽泫

龙湾村壁画《龙腾新化》。作者：吴铭东、史浩蒙、蒋壁莹、高镜清、李晨、李文
诗、张允先、郑栽泫

龙湾村壁画、画家曹力原作 《放飞》。
绘制者：柯小强、朱新意、杨欣

大水峪村壁画《我的美丽乡村——多姿》。作者：罗月明、鲍冀华、吴丹青、刘艺超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大水峪村壁画《我的美丽乡村——多姿》。作者：罗月明、鲍冀华、吴丹青、刘艺超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参展作品：2018年8月15日，十八洞村村民施
俊（右二）一家在家门口合影。除了82岁的奶奶，施
家七口人原本均在外打工。自从十八洞村打造旅
游扶贫产业后，村里旅游火了，他们全家人陆续回
乡创业，开农家乐，当讲解员，在银行营业点办理扶
贫贷款业务等，日子越过越红火。 居 杨摄

《老潘的归途》情暖人心
刘 畅

观红船 学党史 谈创作

网络作家浙江感悟初心
本报记者 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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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发活力 规模提升

华语数字音乐年度白皮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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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绘乡村，壁画在行动
于雨田

艺术乡建
添彩乡村⑧

如今，“长城脚下的壁画
村”“大山里的壁画博物馆”
已成为北京市怀柔区大水峪
村和湖南省新化县龙湾村的
专属名词。这些村落或曾经
贫困，拥有好山好水却苦于
无人知晓；或受困于固化的
民俗旅游思维，试图寻找突
破口而不得。现在，因为壁
画的介入，这些村落开始成
为艺术振兴乡村的引领者。

多年来，中央美术学院
壁画系师生进入乡村，在北
京市怀柔区大水峪村、湖南
省新化县龙湾村、江苏省溧
阳市庆丰村和河北省顺平县
东荆尖村等地，在村民自家
墙壁上绘制生动画卷，用壁
画之美提升乡村整体面貌，
增进人文与自然环境的结
合，提高村民的审美水平，
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乡村振兴
的新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