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浦江，一个人口不足50万的传统小县，却处处洋溢着书卷气。浦江全县有近30座书画展馆，上百家各类专业书画经营场所。截至

今年，浦江已经连续27年举办书画节，并成功引入“国展下乡”。

近年来，浦江以书画艺术等本土文化为引领，扎实做好传统书画美育工作，通过专业化办展让能书善画的浦江人精神更富足。据统

计，浦江目前共有浦江籍中国美术协会会员 33 人，省美术协会会员 68 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41 人，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113 人；市县

级美协、书协会员超过400人。

11月25日至12月8日，2022浦江·第十五届中国书画节开幕，本届书画节由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浦江县政府共同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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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2022“万年浦江”全国中国画
作品展，正在浦江县仙华文景园书画会展中
心一楼展厅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2月8日。

这不是浦江第一年举办国展。
2014 年，浦江县人民政府与中国美术

家协会合作举办了“万年浦江”全国中国画
作品展，并签订五年战略合作协议，有力推
动了书画文化的交流与创新，助推了浦江的
文化产业发展。2019 年，浦江县委、县政府
再次与中国美术家协会合作，签订了 2020
年至 2024 年战略合作协议。截至今年，浦
江已经连续 9 年举办“万年浦江”全国中国
画作品展。

2022“万年浦江”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作
品面向全国征集，经专家评审，从中选出
179 件入展作品，其中收藏作品 38 件。浦
江县人民政府在入展作品中评选出“方增先
艺术奖”５件。展出作品集中展示了画家们
的浓厚生活体验和积极向上的艺术追求，显

示出其独有的艺术个性和魅力。
除了 2022“万年浦江”全国中国画作品

展，本届书画节还有画风画峰——浙江花鸟
画名家作品展、遇见云·彩——刘学云作品
展、桃李不言自成谿——吴茀之和他的学生
作品展、画乡烟霞——全国中青年山水画家
邀请展、“唯一艺术”全国少儿数字艺术创作
大赛作品展、省委统战部民主党派书画作品
展等展览。

其中，画风画峰——浙江花鸟画名家作
品展，参展的11位花鸟画家都很有代表性，
他们风格各异，特色鲜明，各有所长。这个
展览可以给书画爱好者提供一个角度、一个
立足点、一个视野，帮助书画爱好者更好地
欣赏和认识浙江当代画坛的花鸟画群“峰”
争雄现象，梳理出浙江的花鸟画脉络，进一

步明确花鸟画发展方向。
桃李不言自成谿——吴茀之和他的学

生作品展也与花鸟画相关，展出了吴茀之先
生和他的学生作品 50 多件，反映了当代花
鸟画的综合水平。

画乡烟霞——全国中青年山水画家邀
请展，展出的则是 55 幅全国中青年山水画
作品。这些中青年画家都是来自中国美术
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湖北美
术学院等艺术院校的老师以及各大画院的
画家。

“浦江民间书画氛围浓厚，随着物质水
平提高，书画爱好者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日
益增长，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提高专业化水
平，更好满足他们对优秀书画作品的需求。”
浦江县委相关负责人说。

县城办国展 打造城市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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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6 日，在“中国书画第一村”浦江
县岩头镇礼张村，廿四间乡村美术馆内，画
家陈雄冠为二年级的孩子上了一堂山水美
育课。当天，陈雄冠带着小朋友们走出美术
馆，观察村口的远山。

初冬时节，远山薄雾飘渺。回到美术馆
内，一双双稚嫩的小手自信满满地握起毛
笔，在宣纸上挥毫泼墨，只见一棵棵小树栩
栩如生、一座座远山层次分明⋯⋯

陈雄冠是礼张村人，今年上半年成为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多年来，每到周
末，他就驱车从县城回到礼张村上美育
课。“我希望为美育事业尽一份力，让礼张

的书香之气传得更远，代代绵延。”陈雄
冠说。

同样的儿童美育课，也在浦江
县白马镇嵩溪村开讲，该村举办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跨代美育研

学实践活动。活动中，老中青三代跨代互
动，村中老人上台讲解古建筑和学堂的历
史文化与建筑艺术，杭州师范大学艺游学
研究院院长胡俊带领小朋友们，通过古戏
表演体验互动和水墨写生表现古建筑等
方式，来展现跨代美育。

小朋友们用独有思路创作出属于自己
的水墨作品，他们的作品形态各异，或细致
入微，或大气淋漓，一幅幅充满希望和童趣
的水墨画在学生们手中创作而成。

除了民间，浦江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学
校书画教育体系。

最近，浦江县实验小学联合省内 5 所学
校，在浙江省书法教育研究会指导下，在浦
江举办《小小红旗手 清风伴我飞》的书法

展。浦江县实验小学早在2005年就成立了
少儿美术院，每年都会有不同形式的书画
展，并邀请书画专家、家长、学生和社会人士
来院指导、观摩。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浦江民间有着
浓厚的书画氛围，不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感受
到扑面而来的书画味：三代善画、父子同书、
夫妻共绘、兄弟斗彩⋯⋯在浦江，书画家工
作室、小型书画馆俯拾即是，更有一批针对
老中青及儿童的书画培训。

漫步在浦江城乡，我们可以看到，一亭
一桥、一户一楼，往往会题写镌刻一些楹联
匾额在上面，长短不等的文字中，不乏隽永
的联对，配以精妙的书法，内容常常直击人
心，让人流连忘返。

乡村有美育 崇书尚画有传承

每隔几天，浦江县白马镇嵩
溪村就会迎来一批写生的画
家。这个流淌着 800 多年历史
文化的古老村子，吸引了一批又
一批书画爱好者，他们用笔墨记
录这个秀美的村子。他们的到来
也让这个村子有了新变化。“我们
村里现在比城里美，来写生的画

家、来玩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嵩溪村
村干部徐佳奇说，村民在家里办起农家

乐、民宿，在村口支起小摊致富。

书画元素与古老村庄碰撞出了火花，嵩
溪村给村民和游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特色
人文环境，不仅提升了广大村民的艺术文化
修养，许多年轻村民也愿意回到家乡，参与
家乡建设。特色民宿的打造、人文小店的铺
设、采风基地的入驻，给村民带来新的增收
路径。去年一年，嵩溪村接待游客 30 余万
人次，带动各类收入上千万元。

围绕美育村创建工作，嵩溪村还因地制
宜、就地取材，积极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非
遗体验、农耕民俗、书画创作等多种类型的

美育活动，完成了“乡村美术馆”从无到有、
“水墨研学”从 0 到 1、写生创作基地迭代升
级等美育项目，开创了古村文化与美术艺术
结合新模式，推进了文旅深度融合。

好风景也是生产力。不仅仅是嵩溪村，
近年来，浦江用书画文化丰富旅游内涵、用
旅游兑现文化价值，涌现了礼张村、登高村、
杭坪村、上河村、前吴村等众多村落，吸引了
一批又一批的书画名家、书画爱好者前来采
风写生。中国美协写生（创作）基地、浙江省
漫画家协会漫画创作基地等一批书画写生
创作基地纷纷挂牌落户浦江。

书画产业的繁荣还带动了浦江传统
产业的转型升级。近年来，浦江的主导产
业———水晶产业逐渐与书画产业相结
合。见到张日光时，他正拿着一把小刻
刀，按照水晶玻璃上的线条雕刻荷花。今
年 52 岁的张日光，从事水晶玻璃加工行
业已经有 35 年。他从小喜欢画画，以前
画过玻璃画，接触到水晶玻璃后潜心学
习，开设了水晶玻璃雕刻工作室，并把浦
江书画文化融入其中。

下一步，浦江将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按照“大文化、大旅游、大市场、大产
业、大项目”的发展思路，构建“文旅富县”战
略系统架构和文旅发展大格局，做大浦江

“书画经济”，真正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加快形成有标志性、辨识度的浦江文旅
特色成果。

“家中无字画,不像浦江人”，万年稻
米的滋养、千年文脉的熏陶，造就了浦江
人与生俱来的书画基因。仙华山下、浦阳
江畔，勤劳善良的浦江人绘出了一方诗意
的栖息地。

文旅相融合 书画就是生产力文旅相融合 书画就是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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