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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艺经典有几个鲜明特点：第一，
在文艺创作的价值取向上，坚持开掘深刻而又
丰富的思想内涵，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第二，在文艺创作的方式方法上，坚持现实主
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有机结合；第三，在文
艺创作的根本道路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
切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第四，在文艺创作的
科学态度上，坚持兼容并蓄、返本开新，追求
精益求精；第五，在文艺创作的履责担当上，
坚持崇德尚艺，追求德艺双馨。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成员、书
记处书记董耀鹏谈红色文艺经典的特点

▶中华戏曲的文化自信，是由各个剧种的
自信有机构成的。只有各个剧种都自信，才能
形成中华戏曲文化的“交响乐”，不可在学习借
鉴中，消解掉最可宝贵的个性，成了“单声
部”。我们需要多声部的百鸟朝凤式的和鸣，这
样中华民族的戏曲艺术发出的声音才是丰富多
彩、精妙绝伦的。

——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
主席陈彦谈戏曲的文化自信

▶通过写意把神和意表现出来，这是中华
民族审美的特征。我提出写意雕塑，实际上是
一种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肯定，是一种觉醒、一种
自觉，也是一种自信。艺术形象之于艺术，犹如
精神之于人，精神之不足，则形象之不立。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馆
馆长吴为山谈写意雕塑

▶中国连环画百年发展史是近代社会百年
发展的历史缩影，有着特定的文化形态和鲜明
的时代特征。作为文化视野中的图像叙事，它
既是发蒙启智的初始点，也是人文艺术阐扬光
大的增长点。连环画艺术及其图像史又是文化
发生的场所，是物化的文明进程。中国连环画
见于图籍著录者，浩如烟海，其数量的繁复与
内容的广博，在艺术史上堪称无与伦比。

——广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粤港澳大湾
区美术家联盟主席汪晓曙谈中国连环画百年发
展史

▶对广大书法爱好者来说，古代书论既是
蕴涵极其博大的专业宝库，足以丰富学习者的
基本认知和深层学养，又对当代书法创作极具
实践指导价值，绝非仅具抽象理论意义。要实
现古代书论的现实指导价值，一个基本前提是
能够真切地把握书论的本义，尽可能地远离误
解、误读。

——山东艺术学院书法学院教授、书法理
论研究所所长王谦谈古代书论

（曹晓敏整理）

本报电（李霆钧） 日前，中国电影报社在中国电影
资料馆举办了故事片 《青云之梦》 专家观摩研讨会。同
时还举办了制片方向中国电影资料馆捐赠影片拷贝以供
永久保存的仪式。

《青云之梦》由湖北电影制片有限责任公司出品，湖
北省罗田县人民政府联合摄制。影片根据罗田县作协主
席刘心明创作的长篇小说 《八品乡官》 改编，讲述了以
镇党委书记郑浩为代表的大别山区青云镇领导班子，面
对当前农村深刻的变化，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绿色
发展、基层党建和农村社会治理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有
理想、有信念、有情怀的社会实践，细腻展示了新时代
广大农村基层领导干部不计得失、夙夜在公、激浊扬
清、克难奋进的精神风貌和深厚的爱农情怀。

影片由张延纪编剧，张玉中执导，杨骏、李艳秋、
周征波等主演。主创们曾多次深入大别山区，与乡镇干
部和原型人物一起学习、工作、劳动，力求剧本贴近生
活、温暖人心，塑造的人物形象真实、细腻、丰满。

专家们一致认为，影片主题鲜明突出，情节生动感
人，以现实主义美学观念和创作手法表现了宏大的时代
命题，具有丰富性、厚重感，塑造的农村基层领导干部
形象准确而有说服力。同时，影片质朴简洁，流畅自
然，艺术分寸感把握得当，是脱贫攻坚伟大精神的形象
化写照。这是一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的生动教材，也是一部具有浓郁大别山风情的“湖北
电影”。

提到绿皮火车，可能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还是
设施破旧、行驶缓慢的老印象。然而，日前登陆爱奇
艺的网络电影《绿皮火车》，却给观众展现了一列面貌
一新的绿皮火车。

《绿皮火车》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大题材网络影
视剧项目入选作品，也是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中国榜
样”系列网络电影入选作品和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
发展基金扶持项目。影片讲述回乡创业青年吴远等依
靠扶贫绿皮火车帮助当地父老乡亲摆脱贫困、走上致
富路的故事，展示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喜
人成果。

影片以多次被媒体报道点赞的5639/5640次列车为
创作原型。这趟列车行驶在湘黔线上，往返于贵州省
贵阳市和玉屏县之间，是全国首列扶贫列车，开行 40

多年来，为沿线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村民架起了大山
里的希望线和致富线。影片中几乎所有关于列车的镜
头都是实景拍摄，虽然车上可以装载活禽、水产、瓜
果等，但车厢环境十分干净整洁，各种设施既新又
全。导演章思锋说：“这趟绿皮车和我们想象中的不一
样，充满生活气息却又井然有序，是这个火热年代里
让人动容的生动侧影。”

编剧王瑶说：“采风期间，我们在黔东南感受到了
扶贫列车带给当地百姓的幸福感。拍摄期间，演员们
不断围读剧本、体悟角色、雕琢台词，还向当地朋友
学习贵州话，付出了百分百的努力。”“脚下有热土，
心中有热血”，饰演男主人公吴远的演员郑奇这样总结
角色的性格特征。他表示：“希望这份热情能感染观
众，让他们体会到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本报电 （记者张鹏禹）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在中国美术家协会指导下，由 《中国艺术报》 社、江
苏省美术家协会、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主办的“百年辉煌·行走江南——新吴门美术作品走
四方特展”，于4月12日在北京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馆开展。

本次展览汇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苏州入选历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和各单项展的获奖作品102幅，是苏州现当代美
术家的一次集体亮相。展览既展出了张辛稼、谢孝思等已
故著名画家的作品，也有张继馨、杭鸣时、孙君良等老一辈画
家和周矩敏、徐惠泉、王嫩等中青年画家的代表作，他们的作
品展示了新“吴门”绘画的新成就。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出
的不少作品通过描绘姑苏新的园林景观、湖光山色、人物形
象和都市新境，展示出新时代的江南情韵。展品不仅有中
国画，还有油画、粉画、水彩、版画等诸多画种，较为全
面地反映了苏州画坛的整体格局和面貌。

据悉，本次展览还将在呼和浩特、深圳、上海等地展出。

“五彩幸福计划”助力乡村振兴

北京市怀柔区琉璃庙镇双文铺村包括双文铺、八宝
堂两个自然村，位于白河湾风景区核心区域，明清仿古
式农家小院掩映于山坳之中。正是清明时节，附近山上
的桃花开得正盛，早开的花瓣被风吹散，一地落英缤
纷，吸引着过往的游人拍照留念。这里山水湿地自然资
源丰富，有“琉璃河水绕峰峦，山水云天换新颜”的美
誉。因此，在农家乐最火的那几年，居民们通过经营漂流、
住宿等获得了不错的收益，双文铺村也曾先后获得“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北京最美的乡村”等荣誉称号。

今年67岁的村民刘玉华将记者请进她家新装修的小
院，宽敞开阔的庭院种着绿植，上下两层楼足有十几间
房。她说：“我 1975 年嫁到这个村，现在住的房子是
2006 年盖的。除了这里，还有一个院子也经营农家乐。
那些年，一到周末，院子里就住满了人，最多的时候我
要管七八十人的饭，早餐煮鸡蛋就得一大锅。”随着年龄
越来越大，孩子们也不在身边，刘玉华感到自己已不能
再像以前那样凌晨 4点多就起来忙碌、夜里一两点才休
息，闲置下来的房子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好。

出于生态保护的需要，2018年，漂流和汽车越野赛
等项目停办，村民的旅游经营受到影响。双文铺村的乡
村旅游如何破茧成蝶，从原始简单的农家乐1.0版，进化
到更加契合现代都市人消费升级需要的2.0版呢？

面对新时代民俗旅游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双文
铺村党支部运用“党建+旅游”的形式，进一步提升村
域“软”环境，促进旅游服务提档升级：完善旅游基础

设施、群众基层文化设施。开展正月十六“敛巧饭”、二
月二“龙抬头”等传统节日民俗活动，组织植绿、护
绿、兴绿、爱绿的“四绿”活动，优化村容村貌和居住
环境……不仅村庄面貌焕然一新，还吸引了社会力量投
入到村庄的旅游开发经营中。

从2017年开始，为了建设琉璃河畔的最美乡村，继
而实现富民增收，双文铺村与相关企业开展合作，盘活
14处闲置农宅院落，改造完成多家精品民宿——又见炊
烟、柏璟·山水赋、山裏·HOME、山水茗居、蜗牛家，
光听名字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诗意。这些项目还成功
带动本地青年返乡创业。

又见炊烟项目创始人江曼与八宝堂村结缘已有 5
年。作为琉璃庙镇的责任规划师，她见证并参与了村子
的变化。“村集体与社会力量密切合作，逐步探索出五位
一体的‘五彩幸福计划’，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有效模
式。”江曼说。

她口中的“五彩幸福计划”涵盖五个方面，包括农
业产业、村庄再造、产业导入、农民转变、文化复兴，
以一村一定位和绿色友好发展为实施原则，采取集体主
导、专业合作社参与、市场化企业协作的模式。具体来
说，就是由企业导入资金和专业团队，对村庄资源进行
市场化改造和产业化提升，获得的收益优先保障村民，
同时为村民解决就业问题。

打造新田园文化基地

在八宝堂村村口牌坊旁，有一处别致的茶亭。茶亭
采用钢结构，坐北朝南，依山顺势而建。拾阶而上，步

入室外观景木质平台，可以远眺青山和山脚下潺潺流
水。记者步入室内，发现这里的空间划分为两进，一进
有一张巨大的木制方桌，周围坐着几位从北京市区赶来
的艺术家，正在边喝茶边聊天。二进是展示空间，桌上
摆放着丝巾、瓷盘等文创产品和与当地村民合作开发的
创意农产品。

“茶亭是八宝堂村又见炊烟民宿项目的公共空间。以
前在很多村子的村口土路旁，都会看到一间低矮的小店
铺，空地上零散地放几张桌椅，方便来往行人或忙完农
活的村民歇歇脚，闲聊一些日常琐事，这激发了设计师
的灵感。”八宝堂村项目运营负责人崔峻齐说。除了茶
亭，八宝堂村还有书店、小剧场、餐厅、青年客栈等公
共配套服务空间，弥补了传统民俗旅游公共空间少、娱
乐设施不足、缺乏功能分区的短板。

又见炊烟的民宿非常有特色，在一个名为“半子小
院”的民宿院落，原本古朴简单的农家院被设计师重新
打造为以“棋”为主题的现代居住休闲空间。打开门，
映入眼帘的是小院的照壁，整体设计为白色方形，中间
挖圆孔，借鉴了中国传统造景的手法“框景”。透过圆孔
看后面的正房，方圆融合，虚实相映，让人感受到中国
画的构图之美。“居住其中，不同的人会感受到方与圆、
实与虚、满与缺的意境。”崔峻齐说。像这样的点睛之
笔，在八宝堂村还有不少。

细察之下，改造后的农家小院虽然保留了原来雕梁
画栋的传统彩绘和建筑结构，但也注入了现代科技。在
正在施工的小院“棒棒糖”，记者注意到，传统的屋顶在
屋瓦下增加了保温层和通风窗，墙体被加固、增加了隔
音板，门窗也采用断桥铝和三层中空玻璃，让室内保温
效果更好。这些细节让传统与现代深度融合，也更加时
尚环保，处处体现着设计者的匠心。

双文铺村的未来规划是打造新田园度假地，即把村
庄当作度假综合体来运营，对民宿、民俗、农庄、精品
酒店、户外营地等各业态进行整合包装，而且在半小时
车程的范围内，打造乡村度假生活圈的田园文化基地，
比如户外露营、田园生活体验等。而其中不变的是乡村
的文化根脉。

这里既有美丽的“佛八宝”传说，也有传承 200 多年
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敛巧饭”。“敛巧饭”是琉璃
庙镇一项有着 180 余年历史的民俗活动。在每年正月十
六前夕，村里少女便会到各家敛收粮食、蔬菜。待正月
十六这天，由妇女将其做熟，全村共食。期间，锅内放
入针线、铜钱等物。食之者，便证其乞到巧艺及财运。
自 2006年起，“敛巧饭”民俗活动已连续举办 14届，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感受这独特的民俗风情。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充满艺术感的居住空间、淳
朴的民俗风情、多彩的人文活动，让双文铺村深受游客
喜爱，每逢节假日都要提前半个月预订住宿。2020 年，
该村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

琉璃庙镇副镇长明阳说：“发展旅游不仅需要得天
独厚的自然环境，还需要我们打造和谐的人文环境、浓
郁的文化氛围。双文铺村艺术赋能旅游升级的模式很有
代表性和带动性。首届白河湾论坛将在今年 5 月举办，
与会者将就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模式进行调研和探
讨，包括双文铺村在内的成功经验将被更多人关注。”

从北京市区驱车沿京承高速一路向
北，两旁的高楼大厦渐次退去，山峦起
伏，杂花生树。两个多小时后，车头一
转，一座仿古风格的牌坊竖立在村口，
双文铺村八宝堂自然村到了。村前一湾
碧水环绕，几十座古色古香的青砖农家
小院整齐排列，不时有游人进出。

正值清明假期，来这里游玩住宿的
游客不少。这座隐藏在深山中的小村子
早年因青山绿水、人文风情和丰富多彩
的旅游活动闻名，如今又通过艺术升
级，焕发出新的活力。

藏在深山里的五彩幸福
本报记者 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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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乡建
添彩乡村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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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载希望的绿皮火车
本报记者 苗 春

新吴门美术作品开启巡展

《青云之梦》专家观摩研讨会举办

参展作品：苏绣（国画） 徐惠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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