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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短评

一墙画作，“画”活鄠邑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雅 倪杨金子 陈睿

见习记者 靳韫瑜 孙嘉慧

2024 年国庆前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诗画鄠
邑·品质新区”户县农民画晋京展拉开帷幕，画展上一
幅17.5米的农民画长卷吸引观众驻足观看。

画上内容极其丰富——从当地农民载歌载舞欢
庆新中国成立，到热火朝天推进土地改革、特色葡萄
品种“户太8号”喜获丰收，再到“关中忙罢艺术节”吸
引大批游客走进蔡家坡村……多位鄠邑区农民画家
历时3个多月创作，用画乡人独有的方式为新中国成
立75周年献礼。

户县，地处陕西省西安市西南部，南依秦岭，北临
渭水，历史悠久，2017年9月正式撤县设区，改称鄠邑
区。户县农民画属于中国起源最早、发展过程最为完
整的农民画之一。多年来，户县农民画深深根植于关
中厚重乡土，融入民间艺术和技艺，不断发展壮大，成
为陕西的一张亮丽文化名片。

画生活、画现实——
农民画的生命力在于地域性和时代性

户县农民画孕育于传统的剪纸、刺绣、庙画、箱子
画等民间艺术，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

在那个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为配合农村基层
工作，适应生产宣传需要，基层文化干部和专业美术
家开办培训班，农民学员用鲜艳的色彩、简洁的画面
和大胆的想象，记录农村劳动的壮观景象、热闹非凡
的年节氛围和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他们以饱满的热
情进行创作——“干什么就画什么”。

“当时条件艰苦，根本没有好的画纸和颜料，很多
时候就在包装纸上画。”如今已 80 岁高龄，但仍坚持
每天创作的樊志华老人回忆道。

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樊志华去村里串门，看到
邻居嫂子头戴自制耳机坐在炕上，一边做针线活，一
边入神地听新闻。“嫂子你在听啥呢？”“我在听北京的
新闻嘞，听听来自党中央的声音！”

一问一答间激起了樊志华的创作灵感，他抓紧构
思、加快创作，把嫂子画成老婆婆，婆婆身旁还有个睡
得香甜的小孙孙，在炕上又添上些被子、针线笸箩，并
将其命名为《婆婆听北京》。这幅画后来成了樊志华
的代表作：“我们农村人感恩共产党，对祖国也有深沉
的爱，每每回忆起这件事，我都非常激动。”

1973 年，户县农民画家李凤兰创作的《春锄》受
到社会广泛关注：画中春燕展翅，桃花盛开，碧绿的麦
田一望无际，农村妇女排成一列在田间劳作，她们有
的翻土锄草，有的将小石子扔出，姿态各不相同，画得
十分生动。

“新中国成立后，妇女翻身得解放，姐妹们成群结
队、喜气洋洋地到麦田里锄草。回想起旧社会妇女被
歧视和低下的地位，使我心生感慨，稍做构思，拿起画
笔，《春锄》的雏形就出来了。”回忆起创作初衷，李凤
兰说。

“我喜欢人劳动，谁劳动得好我就画谁。”李凤兰
的这句话反复被人提起，正是对当时户县农民画内容
的生动概括。

20世纪70年代，户县涌现出樊志华、李凤兰等一
批著名农民画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在当地政
府的推动下，一些专业美术老师来到乡村教学，在绘
画技法和创作理念方面给予专业指导，户县农民画也

由此迎来了高速发展，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1973 年 12 月至次年 7 月，国务院原文化组选出

140 件户县农民画作品，在全国巡回展出，参观人数
累计超过 87 万人次；1974 年，原国家邮电部发行“户
县农民画特种邮票”，选用《老书记》《春锄》等 6 幅作
品；1976 年起，户县农民画相继应邀赴多个国家展
览，其影响力逐步拓展，在国内外收获好评。

此后，户县农民画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独特的农
民气质却始终被保留下来，成为其鲜明艺术特征的底
色和生生不息传承的力量源泉。

画家刘志德有两幅画很有名：一幅名为《夜曲》，
画的是寂静夜晚，一位农家妇女正赶工织布，身旁笸
箩里是安睡的婴儿，身后架子上有鸡安卧；一幅名为

《秦韵》，画面中的婴儿已经长成了10岁的儿童，一家
三口在“席梦思”床上看电视，身边有了摩托车和现代
家具。两相对比，展现出农村基本生活条件的改善，
画家用画笔把这些真实的改变记录了下来。

“农民画最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地域性和时代
性。看到一幅农民画，我们就清楚地知道它反映了哪
个地域、哪个时代下的中国农村，这是最‘接地气’的
地方，也最能打动人心。”西安市鄠邑区农民画博物馆
馆长王文吉说。

传技艺、传精神——
让更多人接触农民画、爱上农民画

改革开放春风吹拂，宽松的环境给予文化艺术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户县农民画带来了新的机遇与
挑战。在艺术上，创作者们经历了徘徊与探索，坚定
了走民间艺术道路的决心，重新定义了自身价值，从
剪纸、刺绣、布艺等民间艺术汲取营养，使户县农民画
形成了多形式、多风格、多种类的繁荣发展局面。

1992年，我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户
县农民画则开始走市场化、产业化道路，在市场经济
的浪潮中焕发新生。

1998年，户县东韩村借助“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
乡”的美誉，充分发挥村中曹全堂、潘晓玲、王乃良等
多位知名农民画家的优势，引导他们建起个人画室，
兴建农民画展厅，并向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申请创建
农民画庄，将农民画经营和旅游业结合，实现了文旅
双赢。随着游客日益增多，东韩村还打出“进农家院，
吃农家饭，看农民画，体验农家生活”的文旅品牌，开
拓出增加村民收入的新途径。

2003 年，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农民画风情一日
游”项目启动，农民画家张青义的画庄成为旅游点位
之一。来自余下街道南索村的他将自家院落创新性
地改造成农民画庄，展示并出售自己的画作。

走进这个院落，里面摆着过去用的耕犁、竹篓、耧
车等传统农具，屋内墙壁上则挂着张青义的农民画作
品，画作色彩绚丽，内容涵盖从铁具牛耕到智能化农
机、从关中民俗到乡村文化旅游等主题，极具农家特

色和艺术氛围。
2008年前后，随着大量农民画涌入市场，一系列

挑战也随之而来：无序批量化的复制，极大冲击了农
民画的艺术价值，作品质量参差不齐，价格体系混
乱。与此同时，不少人觉得农民画与家庭装修风格不
匹配、过于“土气”，因而放弃农民画，导致其市场占有
率逐渐缩减。

汹涌的市场化浪潮中，户县农民画能突破藩篱，直
至实现在创新中有所发展，得益于一批画家的坚守。

“我的父亲白绪号1949年出生，和樊志华老师一
样，都是户县早期的农民画家。”陕西省人大代表、农
民画家白瑞雪说。

父亲画农民画，母亲也画，白瑞雪从小就沐浴在浓
浓的绘画艺术氛围之中。老一辈画家对于艺术的执着
也深深影响着白瑞雪：“我们这里有句俗话叫‘萝卜快
了不洗泥’，自我走上绘画的道路，父亲一直告诫我，无
论画作是否值钱，都要踏踏实实、本本分分地画。”

2008 年，白瑞雪决定创业开设自己的画室，“我
不能眼睁睁看着农民画就此萧条，得行动起来。”说干
就干，白瑞雪在县城租下了一间仅10平方米、年租金
3000元的小屋。“酒香也怕巷子深”，刚开始她的画室
生意并不好，甚至难以维系。

2009 年春节前夕，在朋友建议下，白瑞雪“放下
面子”到县城年集支起地摊。她的画作迅速吸引众人
目光，短时间内就卖出了足以支付 3 年房租的金额。
与现实收入相比，更让她惊喜的是，原来还有那么多
人爱农民画、欣赏农民画。

如今，白瑞雪不仅主动拥抱市场，方式还在与时
俱进，经常利用短视频平台发布自己的画作，还策划
创作年轻人喜欢的帆布包、鼠标垫、靠枕等文创产品，

“农民画也可以很时尚，我想让更多人接触农民画、爱
上农民画。”

新业态、新乡村——
农民画成为赋能乡村的现实力量

感受艺术，不一定要到美术馆、博物馆，也可以走
进乡村。

如今，行走在鄠邑区精品艺术乡村文化旅游线——
“八号公路”，以农民画《老书记》为原型的巨幅墙画格
外引人注目。画里的基层干部老书记擦着火柴，想点
着烟斗，可视线却一刻也离不开书本，专注学习的形
象栩栩如生。

而在公路沿线的鄠邑区蔡家坡村，不少对村里有
贡献的人也被画在墙上：一名老农手里提着一串葡
萄，咧着嘴笑，这是以村里老支书王岩为原型创作
的。多年前，他带着村民种葡萄，让许多村民找到了
致富手段。

村居墙壁是画纸，秦岭青山绿水、关中民俗风貌、
当地历史文化等都是墙绘创作的灵感源泉。在鄠邑区
委、区政府的深度参与下，蔡家坡村不断改善农村基础
设施，整村进行转型升级，村庄面貌有了很大提升。

村里环境好了，再加上乡村中刮起的文艺风，很
快引来了四面八方的艺术爱好者。“傍晚到了，一边远
远看着城市里的点点灯光，一边在秦岭脚下的小村庄
里吹着晚风，享受绝美的晚霞，村道路边是美丽的葡
萄园，往里走还可以在集市里逛逛。”参加“关中忙罢
艺术节”的游客，惊艳于蔡家坡村的艺术气息。

“忙罢”是啥？这是当地一个传统习俗。在关中
地区，麦子收获前后会有一个忙前会和忙罢会，农民
们都会招待亲朋吃酒席、庆丰收，忙时顾不上欣赏的
社火、戏剧、露天电影，现在也能提上日程了，这就是
关中农村的“忙罢”。

2018年，蔡家坡村将“忙罢会”升级为“关中忙罢
艺术节”，除了传统的乡村戏曲等节目，还引进了戏剧
展演、艺术装置展、摄影展、乡村艺术对话等更加时髦
的环节。

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也参与其中，墙壁画、共
享书屋、雕塑等成为村里新景观，各类音乐节、戏剧节
的举办，也让爵士乐、交响乐、先锋话剧走进了村民生
活。有村民直呼，“原来这就是乡村艺术！”

艺术让乡村更美，也让人们更多地发现乡村的
美，但对于蔡家坡村来说，艺术不仅是目的，也是
路径，是振兴乡村的新路径。换句话说，让艺术扎
根乡村，让村民因此赚钱，让乡村因此更好才是

“硬道理”。
村民盛颖欣是土生土长的蔡家坡人，看到村里翻

天覆地的变化，他从外地回乡创业，把家里的老房子
改造成面馆，招待来往的游客：“我能在家陪父母和老
婆孩子，一家人在一起多幸福！”

在打造“关中忙罢艺术节”的同时，“终南乡集”
也是蔡家坡村建设发展的着力点之一，在这个集市
上，村民有卖美食的，有卖手工造物的。随着到蔡家
坡村的游客增多，有村民光卖臊子面，一天就卖了近
4000元。

要让游客不仅看好、买好、吃好，还要住得舒服。
目前蔡家坡村已开办特色农家乐、民宿20余家，村民
人均年纯收入从 2018 年的 8000 余元，增长至现在的
2 万余元。2023 年，蔡家坡村接待游客 51.6 万人次，
年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400万元。

从画作到文创，再到富民产业，回顾户县农民画
的发展历程，以农民画为代表的文化艺术正发展成为
一种赋能乡村的现实力量。艺术与文化，正以其独有
的方式，书写着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作为全国首批“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
几十年来，鄠邑区的农民画家一手拿锄头，一
手拿画笔，以土地为纸，以生活为墨，画天、画
地、画自己，画山、画水、画乡情，用张扬饱满的
色彩描绘热气腾腾的时代生活，一笔一画，都
见证着山乡巨变，探索着艺术与乡村互相赋能
的路径。

近年来，艺术乡建火了。而从鄠邑区蔡家坡
村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艺术乡建不只是挂几幅
画、盖几间民宿、开几间咖啡馆，要让艺术和乡
村真正互相融合、互相赋能，离不开几个要素。

人的要素是核心。户县农民画充满人情
人性，拿画笔的是农民，画里的主角是劳动者，
他们或是耕作劳动，或是享受家庭亲情，或是
努力学习感知外面的世界。这样鲜活饱满的
人物，让户县农民画有一种不加修饰又直击人
心的生命力。如今大批专业艺术创作者走进
乡村，把乡土艺术和现代技艺相结合，但始终
不能丢弃的是乡村里的人，这是乡村艺术最为
重要的内核。

文化特色是基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
的。户县农民画是从陕西传统民间艺术中“生
长”出来的，在运笔、着色、构图上都有一种轰
轰烈烈的气势，让人一看到户县农民画，就能
感受到陕西人的爽朗与热情，联想到秦腔的粗
犷与豪迈。户县农民画是因为特色而走得更
远，艺术乡建也要通过艺术的力量，让传统文
化的特色更鲜明更耀眼。

拥抱时代是关键拥抱时代是关键。。从内容上从内容上，，新中国的每新中国的每
一次社会变革一次社会变革，，每一次经济转型每一次经济转型，，都会投射到都会投射到
户县农民画中户县农民画中。。从传承上从传承上，，是一代代农民画家是一代代农民画家
不断推陈出新不断推陈出新、、主动拥抱市场主动拥抱市场，，针对时代和人针对时代和人
民所需进行创作民所需进行创作，，户县农民画才能长盛不衰户县农民画才能长盛不衰。。
正如苗绣正如苗绣、、侗绣侗绣、、羌绣传承人与时尚品牌合作羌绣传承人与时尚品牌合作，，
谋求多元跨界谋求多元跨界、、融合创新融合创新；；彝族漆器彝族漆器、、瑶族蓝染瑶族蓝染
等传统艺术所在地发展非遗研学等传统艺术所在地发展非遗研学，，吸引年轻人吸引年轻人
关注关注，，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赋予传统创新性发展才能赋予传统
文化蓬勃生机文化蓬勃生机。。

人气正旺人气正旺，，特色更浓特色更浓，，恰逢其时恰逢其时，，我们相我们相
信信，，户县农民画的无限风光户县农民画的无限风光，，还在前方还在前方。。

农民画怎样激活乡村？
倪杨金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