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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土中来 “泥腿子”画家引来关注

■记者 杨心梅

笔墨丹青讴歌新时代，多彩画卷
绘就新景象。

从井研农民画诞生开始，它的存
在就与井研风俗民情、农业生产、农村
生活紧密关联。随着社会大环境的飞
速发展和变化，井研农民画的内涵也
在不断更新——城镇化速度的加快、
大量农民外出务工或到县城生活，让
井研农民画的内涵逐渐转变为以农村
生活题材为主，符合时代审美情趣，其
作品本身无论风格、水平均展现出新
时代新农村的新风貌，成为了新农村
文化繁荣发展的缩影。

今年2月，以饶绍清为首的6名井
研农民画画家合力创作出长5米、高
1.5米的巨幅农民画画作《乡村振兴 百
里橘香》。这幅迄今为止画幅最大的
井研农民画画作，对以展现局部小景
为特色的井研农民画而言，在发展道
路上是一次巨大的自我革新，更是对
井研新农村生活的全景展现。

饶绍清告诉记者，该作品以“产业
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为主题，以井研柑橘百里产
业环线为背景，融合“柑橘园区、研溪

湿地、大佛水库、雷氏民居、三江白塔”
等井研元素，描绘出井研县奋力实施

“五大振兴”所取得的成就，将助力井
研文旅发展、乡村振兴和全面小康。

“井研农民画构图充实饱满，要创作这
样一幅巨大的画作，就必须要有足够
多的内容填充，这样的尝试对我而言
很有挑战性。”

而在 2008 年首进北京大学开展
之后，井研农民画这种乡土艺术，也打
开了和高雅文化的交流之门。2012
年、2014年，四川美术出版社先后2次
出版井研农民画专著；2013年，井研农
民画走进乐山师范学院，举办专题研讨
会并被列为学校重点调研课题；2015
年，井研农民画衍生艺术品先后亮相第
十一届中国（深圳）文化产业博览交易
会和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
遗产节；2016年，井研农民画推广教材

《井研农民画特色与技法》正式出版
……越来越多的人被井研农民画所蕴
含的乡土魅力所吸引，助推井研农民画
蓬勃发展。“我的儿子现在也是井研农
民画创作队伍中的一员，他是在专业院
校学习美术之后再学农民画的。我很
高兴看到有越来越多像他一样的年轻
人认可农民画，创作农民画。”饶绍清
说。

“曾经的井研农民画是对农村司
空见惯的生活情景赋予独特的意义，
让观者共情，如今的井研农民画则更
多的是为时代‘发声’。”饶绍清表示，
与时俱进是井研农民画创作的不懈追
求。作为井研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
不可否认，农民画已是具有重大文化
品牌价值的非遗产品，在其打造与传
承上，井研从未懈怠。

（本文图片由井研县文化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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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图饱满、造型夸张、色彩鲜艳、画风

质朴……作为现代民间绘画形式的一种，
农民画根植于传统民间艺术的沃土，不断
吸收乡风民俗丰厚的营养和民间传统文
化的精髓，有土中见雅、拙中见美、大朴不
雕的特质。

在“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四川省
唯一的“中国农民画乡”井研，农民画这朵

“艺术奇葩”含蕊飘香数年，其饱满的构
图、夸张的造型、鲜艳的色彩、质朴的画
风，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审美享受。

“画天、画地、画自己，画山、画水、
画乡土”，井研农民画在生动表现农时、农
事、农俗、农风、农景、农情的同时，也真实
反映当代农民的生活形态和朴素感情。
2007年，井研农民画被列入乐山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作为井研农民画创
始人之一、井研农民画代表性传承人的饶
绍清越画越有劲，他说，希望有更多的后
起之秀参加农民画创作，把井研农民画发
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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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研农民画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初
期，从诞生以来，就以表现时代主旋律为
主题，内容多为民间喜庆、纳祥招财等传
统图案。半个多世纪以来，井研农民画
先后盛装进京，远赴韩国，走进北大，巡
展全国。发展至今，井研农民画已打造
成为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名片、全国农
民文化艺术“一村一品”优秀项目、中央
宣传部确定的全国公益宣传文化品牌。

在井研农民画发展的道路上，饶绍清
是被众人公认的“笔耕不辍、作品等身”。
可在他的回忆里，和农民画结缘源于一个
偶然的契机。“当时国内其他省份已经兴
起农民画创作，我就自己尝试着画。后来
有幸在昆明参观了一场农民画展，可以说
如痴如醉，深受吸引。”年轻的饶绍清心
想，这样的艺术形式为什么不能在井研也
蓬勃发展呢？说干就干，他自己开始认真
琢磨起“井研味道”的农民画。

自幼学习中国画的饶绍清，其实并
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可为了画好农民
画，当时在原分全乡担任文化站站长的
他天天泡在田间地头，仔细观察农村生
活和农业生产，与淳朴的庄稼人打交道，
再将这些乡土生活和人文绘成艺术作
品。成百上千幅作品从他的笔下源源不
断流出，或见诸报刊，或频频出镜，成为
向外界展示井研农村新气象的窗口。“从
提笔开始画农民画到现在，转眼已是一
甲子，可好像都发生在昨天。”

“因为所处环境不同，每个地方的农
民画在画风上都有其独特之处。比如陕
西的农民画带有剪纸的味道，云贵高原

的颇具少数民族风情。”说到井研农民画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饶绍清十分自豪，

“在井研，农民画多展示局部小景，色彩
鲜艳、构图饱满、造型夸张、画风质朴，一
看你就能明白展现的是什么，这样直白
的艺术形式非常吸引老百姓。”

因为有饶绍清的带动，不少农民文
艺爱好者也鼓起勇气，提起画笔，井研农
民画创作的队伍越来越大。井研县文化
馆也向这门艺术投来了关注的目光，数
期农民美术培训班开遍井研县每个乡
镇。省市美术专家结合井研农民画创作
讲授美术专业知识和技法，不少学院派
的专业美术人才也加入井研农民画研究
创作队伍，极大地提升了农民文艺爱好
者的绘画水平。越来越多的农民文艺爱
好者不再停留于单纯的爱好和模仿，转
而大胆开始了自己的创作。

“泥腿子”画家们灵感如泉涌，作品
如飞雪，成绩自然不能被辜负。上世纪
90年代初，井研县城举办了首届农民绘
画展，井研农民画逐步走出“深闺”，开始
为外界所知。1992年，洋溢着泥土芳香
的井研农民画走到乐山；1999年，代表四
川亿万农民的井研农民画进京展出；
2007年，井研农民画被列入乐山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同时赴韩国专场
展出；2008年，井研农民画成为北京大学
第一次举办农民画展览的展出对象，实
现乡土艺术与高雅文化的交流和对话
……如今，井研农民画更是成为各大非
遗节的常客，被各大博物馆收藏、搬上舞
台、开发衍生艺术品等。

到生活中去 多彩画卷为时代“发声”

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7月1日，“水墨寻道·诗
意嘉州”书画作品展在市美术馆开展。市美术家协
会20位书画家创作的200幅国画作品，为市民送
上一份视觉盛宴。

气势磅礴的金口大峡谷、出淤泥不染的荷花、
宁静的乌尤寺、清新的花鸟山水……当天上午，不
少观众前往画展现场观看。记者注意到，参展作品
中，有一组水墨人物画格外引人注目，其描绘主体
并不是乐山人文，而是贵州苗族的岜沙部落。该作
品作者熊火花告诉记者，作品是她多次前往贵州采
风过程中创作的，因为生动描绘了岜沙部落的人物
特点，作品得到了贵州美术界的认可和好评。

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李开能表示，此次"水墨寻
道·诗意嘉州"书画作品展是继2019年在贵阳美术
馆展出之后，回到乐山的汇报展出，也是文旅融合
发展的一次美术文化交流的视觉延伸。参展的书
画家非常用心，通过对生活的体验、对社会的关切
进行个人艺术创作，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

“水墨寻道·诗意嘉州”
书画作品展开展

人们耳熟能详的端午习俗中，除了吃粽子、挂
艾草、戴香包、赛龙舟，还有哪些能让孩子们更多地
了解传统节日的文化意蕴？今年端午节期间，北京
一批老字号策划了相关主题活动，利用云课堂的方
式讲述非遗知识，展现精湛技艺，其中包括多种文
创产品。如一得阁墨汁推出 IP 联名款，采用俏皮
呆萌的熊猫形象包装，让老手艺焕发出时尚范儿。
（6月28日《北京青年报》）

现在，文创产业已经成了风口行业。拿故宫博
物院来说，已经从一个传统的文化博物馆，变身成
了超级文创IP。数据显示，早在2017年，故宫的文
创收入便已突破年 15 亿元。文创产品的走红，从
根本上讲，源于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
市场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正如这个端午小长
假，人们在很多城市都可以看到，端午文创已经突
破了香囊、鸭蛋等传统样式范畴，产品越来越丰富，
也颇受市民和游客的欢迎。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经济社会的节奏，文化
产业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对于其他文化产
业，文创产品更容易借助互联网实现“腾云驾雾”。
可以预计的是，文创产业有着巨大的发展前景，但
这一切不会自动到来，值得思考的是，什么才是好
的文创？

好文创，当然要有文化——顾名思义，文创产
品就是“文+创+产品”，其中“文”，是放在第一位
的。如果一款文创产品失去了文化，也就失去了灵
魂，而一个艺人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就很难
成为大师。这里有一个例子：扬州剪纸艺术家张永
寿，一开始的作品还属于“剪样”的范畴，比如剪鞋
样、剪刺绣样，后来，张永寿从中国古典绘画中寻出
路，最终剪纸艺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反过来
讲，倘若透支品牌，去搞一些四不像的东西，恐怕火
得快，凉得更快。

但好文创光有文化还不够。正如我们看到，很
多文创产品，虽然标榜自己很有文化，有的还能
上溯多少年，但市场并不可认可，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在“创”上做得不够。美学家朱光潜说
过，“老是那样四平八稳，没有一点精彩，不是

‘庸’就是‘俗’，虽是天天在弄那些玩意，却到老
没有进步……一稳就定，一定就一成不变，由熟以
至于滥，至于滑。”文化在于创造，必须要有创意，
要给人眼前一亮，产生共情的感觉。

今天的“创”，还有与市场接轨的问题。任何一
种产品，最终都是由市场检验的，即便是现在的非
遗，也是当年的消费品，如果没有市场视角，只是活
在自己的世界里，也就失去了文创的意义。尤其是
现在，随着年轻消费群体的崛起，文创产品更应该
与时俱进，研究年轻人的文化心理、消费性格，考虑
他们喜不喜欢、能不能接受。同时，文创产品，还有
一个传播和推广的问题。如何通过互联网的方式，
采用短视频、直播带货等形式，拉近与消费者的距
离，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这些年来，创新精神与工匠精神常被放在一起
讲，文创也是如此，这个行业需要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仍以端午文创为例，不少样式都是前人留下
来的，体现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如果一款文创产
品只顾追风口、蹭热量，忽视了对品质的追求，甚至
走向了粗制滥造，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未来。特别是
对于从业者来说，一定要有工匠意识，耐得住寂寞，
老老实实做产品。

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好的文创从业者，既要懂
文化、会创造、肯琢磨，还要融合“文化人+创意人+
手艺人”的特征。这三者从来都不是分立的，现在
对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好了这些，文创产业和
从业者何愁没有光明的未来。

好文创更要有融合的功夫
■ 东原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百里橘园百里橘园》》

《乡愁》 饶绍清 画

《茶林颂》 饶绍清 画

饶绍清在学校普及井研农民画

饶绍清（左）和画家们创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