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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三代情，一画一乡魂

奉化农民画的传承与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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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邬怡灵 王层裕 何腾涛 王红雨 陈锦溢

在尚田街道印家坑村的晨雾中，一幅乡村画
卷悄然展开：溪水蜿蜒，畲族老屋依山而建，层层
叠叠，村民在田间劳作，鸡鸭犬鸣间，一群学生围
坐写生。带着他们拾光入画的，正是奉化农民画
第二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玲玲。

在胡玲玲的笔下，竹编斗笠跃然纸上，畲族彩
带飘逸飞舞。“这些最普通的风土人情，就是农民
画最鲜活的生命力。”她说。

据了解，奉化农民画发端于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作为一种源于民间、扎根农村的艺术形式，它
以劳动场景、风土人情为题材，以夸张的造型和艳
丽的色彩展现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农民
画是通俗画的一种，多是农民自己制作和自我欣
赏的绘画和印画，风格奇特，手法夸张、有东方毕
加索之美誉，其范围包括农民自印的纸马、门画、
神像以及在炕头、灶头、房屋山墙和檐角绘制的吉
祥图画。1988 年，奉化被文化部命名为“现代民
间绘画画乡”，2006年，奉化农民画被列入浙江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在胡玲玲和众多民间画师
的推动下，奉化农民画正一步步走出

“展览馆”，走进“田野间”。胡玲玲带
领团队走进印家坑村，开设农民画公
益课程、研学活动；与学校合作设立非
遗课程，让孩子从小接触本土文化；借
助农民画创作本土文化长卷、文创插
画、旅游包装设计，让非遗变得有趣、
有用、可传播。胡玲玲说：“农民画不
仅是过去的回忆，也可以是乡村未来
的底色。这不再是一门被‘保护’的老

手艺，而是一种能‘激活’乡村活力的
新语言。”

到了第三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
辰这里，农民画变得更加个性、新奇。
大学主修建筑设计的他，一度觉得农

民画太“传统”，直到一次参加母亲胡玲
玲组织的农民画体验活动，他被那种自
由大胆的表达方式所吸引。“建筑设计很
规范，但农民画给我一种表达内心的自
由感。”王辰说。他开始尝试用自己的方

式理解和重塑农民画，加入更多个人感
受、现代元素和视觉语言。王辰将数字
绘画、色彩理论、现代视觉语言带入农民
画创作中。他的画风更具表现力，喜欢
用大色块与变形元素表达感受。2022
年，他的作品《母子情》成功入选“寻美宁
波 匠心甬艺”艺术展，成为新一代农民
画传承人中的新锐力量。“我希望让更多
年轻人知道，农民画不仅属于老一辈，它
也可以潮、可以酷、可以讲述当下的生
活。”王辰说。

从非遗到“兴村画卷”
农民画的当代表达

“农民画作为一种表达媒介，可以
将不同文化连接起来。”胡玲玲常说，非
遗之间，也能彼此赋能、相互激活。近
几年，她带领学生以农民画的形式，创
作了大量围绕奉化本地非遗项目的主
题作品。牛肉干面、千层饼、酱烤猪头、
奉化布龙、畲族银饰……这些原本各自
独立的民俗元素，在农民画中汇聚，构
成了一幅幅充满烟火气的生活长卷。

在位于奉化文化馆的画室中央，
一幅描绘奉化布龙的作品格外引人注

目：画中布龙色彩浓烈、线条奔放，将
节庆的热烈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另
一幅描绘牛肉干面制作过程的作品，
以分镜头式的构图，展现面团拉伸、牛
肉炖煮、热气腾腾上桌的全过程。“我

们希望通过农民画，把这些非遗用更可
视化的方式‘画出来’，让大家知道什么
是奉化布龙、什么是酱烤猪头。”胡玲玲
说，“让非遗之间产生对话，是一种新的
文化传播方式。”

胡玲玲计划将画着奉化非遗代表性
项目的农民画作制作成文创明信片、非
遗手账、插画、动画，在学校、社区和网络
平台上广泛传播，让传统文化以更新潮、
更鲜活的形式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非遗不能孤立地活着，文化之间是
可以互相成就的。”胡玲玲用农民画这支

“画笔”，把奉化非遗代表性项目连成了
一幅幅流动的“文化地图”，把农民画“从
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精神内涵，画
得更具生命活力。

从单一发展到连接融合
农民画的乡土文化魅力

农民画的故事，其实早在半个多世
纪前，就已铺展开来。“农民画就是反
映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这是胡玲玲的
父亲——胡永法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奉化农民画
应运而生，题材广泛、色彩鲜艳、风格
拙朴，迅速在民间艺术界崭露头角。
胡永法正是农民画“黄金时代”的见证
者与推动者。出身渔村的他靠做漆匠
的手艺和对生活的敏锐观察，用画笔
记录下渔港的烟火与潮汐、村庄的节

庆与四季。他的农民画常以渔民、海
洋为题，情感质朴，画风鲜活，曾在各
类展览中屡获大奖。

作为奉化农民画第二代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胡玲玲的成长几乎就是在

宣纸与颜料中度过的。从小耳濡目染，
她12岁就正式拿起画笔，后来在美术学
院学习装潢设计。1999年起，她在奉化
某校开设农民画课程；2008年，她进入奉
化文化馆，着力打造农民画团队；2011

年，她被认定为奉化农民画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在她的坚持下，曾一度凋零
的奉化农民画重新聚拢起一批热爱者，
他们中有退休教师、学生和普通村民，平
均年龄30岁左右。他们可能并不专业，
却用最质朴的方式绘出生活之美。胡玲
玲创作的《渔获图》《母子情》《鸡趣乡情
修补》等作品屡次获奖，将传统题材与现
代审美巧妙融合，也成为奉化农民画走
向更广舞台的代表。“农民画不是静止的
技艺，而是一种流动的乡愁。”她说。

从渔网到画布
农民画的兴起与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巧丽 王层
裕 通讯员 汪晴 周王晶）进入
主汛期以来，极端强降雨天气频次
增加，连日来，区供电公司未雨绸
缪，筑牢防汛保电“安全堤”。

6月 25日上午，记者在位于锦
屏街道的110千伏大成变电站看到，
区供电公司员工正对排水系统进行
测试。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李仲懿
告诉记者：“我们对锦屏街道辖区内
的多个变电站的防汛设备设施进行
隐患排查，对开关室、控制室等主要
场所进行防漏处理，确保设备处于
良好运行状态。另外，针对辖区独
居老人等特殊群体进行入户安全用

电宣传，提升大家的防范意识。”
据悉，入汛以来，区供电公司组

织员工对辖区内的变电站、输配电线
路等电力设施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
针对易受雨水冲刷、地质灾害影响的
水库、泵站等重要点位进行专项用电
检查，及时记录排查出的隐患并制定
整改方案，保障电网安全与民生用
电。“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结合电网负
荷、天气变化等情况，优化调整电网
运行方式，加强值班抢修等人员管
理，完善应急预案，运用‘人防+技防’
手段，确保电网‘防得住、抢得快、供
得稳’，为全区安全度汛提供坚强电
力支撑。”李仲懿表示。

区供电公司筑牢防汛保电“安全堤”

本报讯（记者 郑连乔 卓
博寅 通讯员 庄秀芬）随着盛
夏临近，游泳场所即将迎来客流
高峰。为进一步加强游泳场所卫
生管理，预防和控制传染病传播，
6月 24日，区疾控中心启动全区

游泳场所随机监督抽查工作，对辖
区内已开业的9家游泳场所开展全
方位“体检”，为市民安全畅游筑牢
健康防线。

此次行动聚焦游泳旺季前的关
键节点，重点检查从业人员健康管

理、水质循环消毒、新水补充、水质
自检公示及健康承诺制度执行等内
容，同时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水
质和空气质量进行监督监测。

据悉，本次随机监督抽查预计
一周内完成，所有检测结果将向社

会公示，市民可通过官方渠道查询，
选择水质合格的游泳场所消暑纳
凉。接下来，区疾控中心将持续开
展不定期巡查，全力保障市民游泳
安全与健康。

我区9家游泳场所接受全方位“体检”

本报讯（记者 王林威 通讯
员 竺盛涌）昨天上午，“链上工会”
迎“七一”奉化区新业态工会义诊志
愿活动在方桥街道宁波农副产品物
流中心开展，为百余名货车司机等
新业态劳动者送上贴心的健康服务
与关怀。

当天，区妇幼保健院提供专业
诊疗咨询、免费超声检查和血糖血
压测量等常规健康检测。宁波奉化
爱尔光明眼科医院带来电脑验光、
AI眼底照相等专业眼科检查。区
小草电力志愿服务队开展电力维
修、理发便民服务。

“链上工会”义诊服务迎“七一”

本报讯（记者 王璐 单晓
峰 通讯员 葛梦园）近日，在艾
香与欢声笑语中，由“奉化丨家门
口”社区平台联合南溪未来社区举
办的艾草懒人锤手作活动落幕。

当天，专业老师化身“养生讲
师”，向居民们详细讲解艾草锤的

独特功效。深入浅出的科普，让居
民们对传统养生文化产生浓厚兴
趣。随后进入手工制作环节，老师
分发艾草绒、棉布、麻绳等材料，并
分步示范制作流程。居民们全神贯
注，折叠艾草包、缠绕棉绳固定，过
程中不时交流技巧，互帮互助。不

少居民还发挥创意，在锤柄上点缀
流苏，让普通的艾草锤变成独一无
二的“私人定制款”。随着一个个艾
草锤成型，现场艾香四溢，邻里情谊
也在协作与欢笑中不断升温。

“此次活动将传统与现代巧妙结
合，不仅让居民亲手体验到传统养生

物件的制作乐趣，更通过互动式活动
打破邻里隔阂，让社区温情在艾香与
手作中自然流淌。”南溪未来社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南溪未来社区
将持续开展多元文化活动，推动传统
养生文化融入社区生活，打造更具温
度与活力的未来社区。

艾香沁社区 手作暖邻里

南溪未来社区开展艾草懒人锤手作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林威 通
讯员 江榕）“我收到库车小朋友
的回信啦！”奉化区新城实验小学
401 班学生李紫怡难掩兴奋之
情。6月 23日，新疆库车阿格乡
九年制学校学生们跨越 4000余
公里，向新城实验小学寄来回信，
为两校持续三年的“鸿雁传书”活
动写下全新篇章。

在回信中，库车的孩子们用灵
动笔触勾勒出家乡的独特风情：碧
波荡漾的天池、香甜四溢的葡萄沟、
充满神秘色彩的火焰山故事，还有
校园里载歌载舞的欢乐课间。学生
艾克代在信中写道：“我们库车的馕
比脸盆还大，特别欢迎你们来尝
尝！”艾沙·吐地也发出诚挚邀约：

“想带着宁波的伙伴们骑着小毛驴

逛巴扎，一起去看库车大峡谷那壮
观的‘红色波浪’。”字里行间充满对
远方朋友的期待，也回应着奉化学
子去信中提及的“奉化水蜜桃”“溪
口千层饼”等特色美食之约。

据了解，自 2022年结对以来，
“鸿雁传书”已成为两校常态化交流
活动之一。多年间，双方通过爱心
义卖、冬季送温暖、教学研讨等多元

活动，不断深化情谊。新城实验小
学教师表示：“孩子们的交流打破了
地理隔阂，在分享各自生活与文化
的过程中，理解多元文化魅力，在书
信往来里播撒下民族团结的种子。”
未来两校将开启线上“云游课堂”，
让边疆与沿海的孩子们通过屏幕，
共赏家乡美景，进一步增进了解。

跨越千里的童真“信”约再续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