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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群山怀抱的小村庄
一个令人神往的好地方
青山的山 竹林莽莽
青山的水 溪谷流淌
青山的天 白云荡漾
青山的地 花果飘香
青山的人 笑声朗朗
这个寂静千年的小村庄
走来世外桃源的新曙光

青山接天云衣裳
涓涓细流汇大江
善水基金 绿的欢唱
生态产业 富的文章
文化赋能 心的守望
游人打卡 美的寻访
新老村民 梦的飞翔
这里的山 这里的水
开启新时代绿色共富的远航

在青山 我们遇见江南村落风光
在青山 我们遇见人间烟火景象
在青山 我们遇见未来乡村模样
青山行不尽 绿水万里长
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小村庄

令人向往的青山村
竺 泉

潘鸿海老师远去了，他在我的脑海里总
是笑眯眯的。

一
潘老师与我父亲曾是同事。我父亲上

世纪 50 年代到杭州，是浙江人民出版社最
早的美术编辑。1980 年，以浙江人民出版
社美术编辑室与《工农兵画报》（后改名《富
春江画报》）社为基础组建了浙江人民美术
出版社。我父亲在出版发行量最大的年画
编辑部工作到退休。潘老师1967年从浙江
美术学院毕业到《工农兵画报》社工作，后来
任编辑部主任，以后又任浙江人民美术出版
社副总编。画报的专业程度、发行量、社会
效益一直是全国美术杂志中出类拔萃的，美
术出版社也是全国同行中的佼佼者。

我学画之始从素描、水彩和油画入门，
对潘老师一直很崇敬，还临摹过他的作品

《丰收年》中的青年女社员头像。他到出版
社工作没多久，我们就认识了。我人生第一
套连环画发表在《工农兵画报》上。上世纪
80 年代，我从浙江美院国画系毕业后有几
次连环画在画报上发表，水平可能说得过
去，所以被潘老师列入重点作者名单，多次
参加画报组织的创作会议。他对每位作者
了如指掌，甚至能说出我发表几件作品之间
的差异，进步点在哪里，应该如何发挥中国
画线描的长处。他的鼓励和批评都很直接，
没有虚词，重点处会强调。有些问题一针见
血，不留余地。有一次连环画约稿，我为了
让潘老师满意，画了一半就带去他办公室

“审核”，请他给出建议。他却笑眯眯地说，
你还是要按你的想法画，我的意见只是参

考，只不过说话容易激动，你不要太在意。
因为经常请教，我一直称呼他为“老师”。

二
1986 年 12 月潘老师调到浙江画院任

副 院 长 主 持 日 常 工 作 ，我 会 常 去 坐 坐 。
1997 年他升任院长，我依然常去坐坐。潘
老师延续他在出版社的作息时间，按时下
班，但一定会提早上班。潘老师合群，性格
开朗，朋友很多，大家都常去坐坐。他的办
公室成了画院对外交流的窗口。他说自己
一到画院就画画。如果不抓紧，到十点左右
就可能会有朋友来坐坐。他可以一边画些
不重要的部分一边聊天，但重要的部分，一
定要在精神最足的时候动笔。下午三点半
左右开始没人来了，又是他最专注的时候，
他要赶在天色暗下来以前争取多画一些。
门开门合，他办公室外的宽大楼道上也一直
弥漫着调色油的芳香。

他曾不无调侃地对我说，油画限制太多，
中国画好啊，晚上都可以画。后来我才知道
他很早就开始晚上在家写字画国画。他会裁
一大摞宣纸放在画桌边，写完画完了，再裁一
大摞。几年下来，他的国画也颇受公众青睐。

潘老师认为真正的画家应该有较高的
作品产出量，在创作中有一种思想或情感表
达的热切感。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更深入的
思考，寻求更多的表现手段，才会逼迫自己
到生活中去，才有能力不重复自己，不断有
新的作品和发展着的艺术面貌。他跟我聊
天时说起自己要达到的创作数是油画一年
30 幅左右，国画一年 100 幅到 200 幅左
右。在上世纪 90 年代听到这样的数字，我

很有一点吃惊。现在回想，他不仅是热爱画
画，也给出了画院画师职业标准的基点。他
和浙江画院的老艺术家一样，经常在国内外
举办个人画展，除了油画展还办水墨画展。

潘老师热爱生活，老家上海梅陇，他谈起
家乡会特别有精神。河流水田，石桥桑麻，白
墙黛瓦，村姑渔船，尤其是所有一切都安静地
沐浴阳光的时候。他说在画画时都能听到那
地方的声音，他想让人们在画中也能听到。
他还对我说起儿时母亲对他的叮嘱：要有一
门手艺，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后来在一本
个人画册的起首，他写下这个叮嘱。

对家乡的情感延伸着。他几乎走遍江
浙沪的水乡，甚至到过很多叫不出名字的地
方。他画了大量写生，拍摄了无数照片。即
便他画了很多青年女性，也都让她们穿上家
乡的服饰，让她们在画中融入那片充满温情
的土地，让浓郁的乡音从笔下自然流淌。细
品潘老师留下的大量油画作品，能够感受到
他忘我的状态，深情，现实，美好，浪漫。

他谈天时笑眯眯的模样，是始终属于阳
光灿烂江南人的。

三
潘老师主持画院日常工作时，与画院上

下齐心协力做了不少事情。推出大量画院
院展、个展、联展和交流展，在北京、上海、福
建、深圳、香港等地办展；画师作品在全国重
要展览中亮相；推出一系列为社会服务的公
益活动；倡导深入生活采风，感悟，提炼，表
现；出版多种画册，提高学术品位；创建全省
画院工作会议机制等等，为画院的发展确立
了基本模式。

2002 年，潘老师 60 周岁，卸任院长，被
聘为浙江画院名誉院长。也是这一年，我从
浙江省群众艺术馆调入浙江画院新班子。
与潘老师一样，我脱离原单位纷杂繁忙的社
会工作得到从事专业创作的机会。我对潘
老师说，我掉进了米缸里。潘老师那次的神
情是庄重的：要珍惜，要珍惜！

我们一直给潘老师留着办公室。有很长
一段时间，他依然天天来画画，与来坐坐的朋
友聊天，也与我坦诚地交流对画院发展的想
法和他在工作中遇到的甜酸苦辣。语气一如
既往地直接和明确。无论工作多么重要，多
么耗费精力，他谈吐间透露出心目中天大的
事情依然是画画。于是，我把作息时间安排
得和他的一样，到画院后几乎没有陌生感，很
快融入这个团队，工作和创作都有了底气。

新班子以年轻人为主，工作有明显起
色。潘老师除了经常给予建议外，参加了画
院所有重要的专业活动。他和其他德高望重
的老先生们能够参加画院活动对我们做好工
作无疑是一种加持。作为画院的第一任党支
部书记，他常和我们分享他的经验和想法。
有几次允许高龄党员不参加的学习活动，他
也会赶来。他来了，气氛就很活跃，他也显得
格外年轻。

我能够感受到他对工作单位的深厚情谊，
无论是画报编辑部、美术出版社还是画院。

苍天无情，潘老师默默地远去了。
他留下了他不朽的画作，留下了他充满

阳光的笑眯眯的神情。
（作者为浙江画院原副院长、一级美术

师，浙江省中国人物画研究会会长，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远去的潘鸿海老师
池沙鸿

九峰山，古称龙丘山（西汉名士龙丘苌
隐居于此），叠蟑连冈，山水相依，奇峰挺九，
后名九峰山。金华市汤溪镇有个峰边村就
在九峰山脚下，这个原本寂静的小村庄因为
一位南宋杰出画家的“现身”，从去年五月份
开始就声名鹊起，一拨一拨的游客找到村里
想一睹南宋画家“真容”。

这画家不是别人，而是“南宋四家”之一
的刘松年。刘松年（约 1131-1218），号清
波，南宋三朝宫廷画家，工山水人物，与李
唐、马远、夏圭合称“南宋四家”，而今他的许
多存世作品被故宫博物院收藏，堪称国宝。

远在南宋的杰出画家，怎么会与九峰山
下的峰边村“联姻”的呢？这得从省文史馆
馆员、西湖画院副院长郑竹三说起。

八十岁的郑老，老家在金华汤溪，2022
年 5 月初，郑老回家探亲，在一次与友人交
谈中，偶然得知汤溪镇峰边村有块南宋墓
碑。友人说墓主人叫刘时，是个成忠郎，郑
老一听就来了兴致，说：“记得我年轻时刚修
书画，曾有老师提起过刘松年，并说他的祖
父是成忠郎，他堂哥刘永年也是颇有名气的
书画大家，刘松年后来之所以成为‘南宋四
家’，也是因为有这层家教渊源。”

郑老是性情中人，他放下碗筷就直奔峰
边村，找到近十几年来一直在研究考证刘松
年的宅口村村民刘金桂。刘金桂带着郑老

来到刘氏祠堂，他指着祠堂一角一块高约
105厘米，宽约85厘米，厚约20厘米的墓志
铭说：“这就是刘松年祖父刘时的墓志铭！”

郑老俯下身子认真观看，一字一句地念了
出来：“君娶徐氏，生三男：长曰克勤，将仕郎，
次曰克仁、克己，皆举进士。女三人：长适右迪
功郎、湖州长兴县主簿范端周，先终；次嫁进士
赵迟江，绂孙男五人，曰：松年、龟年、瑞年、永
年、大年。孙女二人，尚幼。绍兴二十七年三
月二十日，葬于石塘源，又名溪埠⋯⋯”

郑老读罢墓志铭，站起来说道：“这就是
刘时的墓志铭。刘时是刘松年的爷爷，松年
的父亲即刘克勤，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
大事。”郑老随后又问刘金桂：“葬于石塘源，
又名溪埠，在哪里？”刘金桂说：“说来话长，
成忠郎刘时墓原址在厚大村边上的中源山
口殿溪步塔，当时这地方叫石塘源，又名溪
埠，是我们刘姓人家的祖坟地。2009 年建
造九峰水库时，大部分文物被毁，只留下一
堆石板，被村民们瓜分一空，唯独看到这两
块石板有文字，一块是明成化年间重立的神
道碑，一块是刘时成忠郎墓志铭，后来也不
知道哪一年被村民抬去铺垫明堂用。”

直到 2014 年，刘金桂等人来峰边商谈
重修中山刘氏宗谱，在旧家谱里发现成忠郎
刘时阴居图和墓志铭原文，才发现这块墓志
铭被用作铺垫明堂的石板，村干部组织人员
把它挖掘出来抬回祠堂。由于历经近 900
年，又几经劫难，墓志铭的上端已腐蚀，幸好
大部分字迹尚能辨认。

翻开族谱，原来刘时的祖上是河南人，
因避战乱，首迁睦州，继迁金华北山鹿田，后
又迁至峰边村、宅口村一带安家。刘时从小
精读诗书，成年后捐资参加守卫，累迁成忠
郎，后来因母亲生病，他就回家照顾亲人。
后来三个儿子都考上了进士，在钱塘（临安）
为官，刘克勤为将仕郎，他在钱塘安顿下来
后，就把家人接到了身边。从刘时的墓志铭
及《中山刘氏宗谱》分析，郑老认为刘松年为
汤溪人。问起墓志铭为何说“君讳时，字仲
远，婺之兰溪人”时，刘金桂解释，宋时，汤溪
部分区域属兰溪县管辖。

为了保护文物及更好地辨认墓志铭上
的文字，2022 年 6 月，郑老又与西泠印社理
事王佩智及碑拓专家王建军、朱峥嵘等来到
峰边村，对墓志铭进行拓片保护。自此，这
方墓志铭以实物形式，见证了刘松年和金华
汤溪的渊源。

郑老一行回杭州后，又历经半年时间的
考证，最近终于有了结果。他们在史料中找
到刘松年的一幅题为“金华叱石”图的记载，
清朝皇帝乾隆有诗为证——《七言绝句》，

“暗门奇迹写金华，未识石羊本一家。露柱
灯笼相顾笑，笑他具眼失麻茶。”

由于老家在金华，刘松年对家乡的山水
景色格外青睐，画出了超凡脱俗的作品。

刘金桂这些年来一直在研究刘松年，他
介绍说，在汤溪出土的《成忠郎辞》（即《刘君
成忠郎墓志铭》，绍兴二十七年由兰溪籍进
士潘杲所撰、金华古方杨惇楷书、安徽无为

县尉张思写篆），潘杲，字雉鸣，女埠下潘人，
宋大观三年（1109）进士，历官光禄寺大卿三
品官赐紫金鱼袋。宣和初方腊起兵入兰，邑
姓唐氏、胡氏纠兵捍卫乡井。方腊兵息，本
地有人诬告二姓实同方腊为乱，廷议欲发兵
屠戮，杲力为之辩，愿以百口担保，由是获
免。二姓谢以金帛，一无所受，曾徙迁兰城
桃花坞。杨惇，古方（地名，在汤溪附近）下
杨杨通长子，于大观三年（1109）乙丑科进士
及第，官至中奉大夫赐紫金鱼袋，绍兴十九
年七月任安徽知舒州（安庆军）知州。张思，
生卒年不详，先后任安徽无为军主管和安庆
尉，以上这些，也佐证了刘松年是汤溪人的
事实。

据汤溪刘氏祖谱记载，刘松年父亲辈兄
弟三人均为进士，门第显赫；刘松年早年随
父隐居于初具鹿田书院雏形的金华北山鹿
田寺，而鹿田寺正是婺州学派的发源地之
一，刘松年自幼耳濡目染，受到家乡文化滋
养。刘松年的书画艺术还得益于善书画的
堂叔伯克宏、克敬家学启蒙，并长随父宦居
钱塘清波门，拜师专习画艺。

以刘松年的文化大家族、个人儒学文化根
基扎实及绘画师承的高端，而后经“三朝画师”
之历练，终至名声盖师而被誉为画院人中之

“绝品”。作为宋代院体绘画代表人物，刘松年
的画作可以说是南宋的一个缩影。细细品读
刘松年的作品，不仅能满足视觉美学的享受，
而且会产生一种超然的心灵感应，也许这就是
近千年来人们一直喜欢刘松年之所在。

刘松年回“家”记
徐晨耕

吾土吾情

前不久，一部表现基层派出所的浙产电视剧《护卫者》在江苏
卫视播出。与同类题材不同，该剧没有常见的惊心动魄的悬疑情
节和惊险场景，也没有令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的警察形象，而是围绕
一个基层派出所处理信任危机以及几位年轻人的成长这两条主线
展开，呈现新桥派出所从“全国最满意派出所”被摘牌到重新被授
牌的故事。该剧的独特性在于真实鲜活的基层生活日常被呈现于
银幕之上，给观众带来了极为亲切的观剧感受。

新桥派出所的警察主要关注的是社区居民因楼上楼下的噪音
导致的邻里矛盾、亲兄弟之间因赡养老人引发的家庭矛盾导致的
情感纠葛等，以及企业员工受委屈引发的劳资纠纷等常见的社会
问题。剧作不但聚焦于芸芸众生一地鸡毛的生活日常，而且以“贴
地飞行”的视角去展现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世态人情，以及每个
人内心的无奈与不易，很容易让观众获得代入感和共情感。同时，
剧作也从这一视角出发来观照警察的人生轨迹，打造可触可感的
警察形象。

剧情伊始，三位大学生去新桥派出所报到，开启职业生涯。
王吉祥一心想做刑警，被分入派出所十分懊恼，尤其是对还要接
受师傅“传帮带”的要求不以为然；章苗苗身为公安系统二级英模
的女儿，进入警察队伍只是父亲强迫她“子承父业”的结果；骆歆
身为“富二代”，则是出于对“警察”光环的向往。三位不同性格的
年轻人在派出所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打磨，最终完成了蜕变。曾经
的“愣头青”王吉祥洗去了傲气和偏执，变成了一位极具亲和力的
基层民警；章苗苗成为了网红女警，也理解了父辈对这份职业的
热爱；骆歆因为一时的错误付出了代价，使得他永远失去了当警
察的机会，但他最终仍然找到了另外的方式延续梦想。年轻人沉
入社区体验生活的点点滴滴，使得剧情升腾出浓郁的烟火气；而
他们成长经历中蕴涵的共同生命体验，则成为引发年轻观众的重
要共鸣点。

剧中的周建斌，正是“枫桥经验”的最佳代言人，而徒弟王吉
祥不但从师傅的言传身教中领悟了这一工作方式，并通过阅读

《枫桥经验》激发了更多的灵感，而写作《枫桥经验》一书的正是周
建斌的师傅、徐晓静的外公徐先军。剧作通过这一组人物关系的
建构来隐喻新时代警务工作对于“枫桥经验”的传承与创新，颇具
匠心。而剧中关于“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的目标理
念、“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为民情怀，都是新时代对于枫桥经验的
阐发与拓展。剧作艺术地演绎了以“枫桥经验”引领基层社会治
理新方向，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过程，为
立足浙江、聚焦平安中国建设的“枫桥经验”作出了全新解读和有
效实践，对于如何开展当下的警务工作和基层治理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作为反映基层治理经验的电视剧，该剧与前段时间热播的《县
委大院》有异曲同工之妙。《县委大院》以直面现实的锐利和力度感
见长，而《护卫者》则以打造理想化的基层治理样板为旨归，但因其
表现的愿景多于现实而显得有些“神化”，这也令部分观众感到遗
憾。

观众不了解的是，其实这部剧的剧情内容脱胎于长篇报告文
学《桥——“枫桥经验”55 周年风雨历程》，该剧的编剧衣向东，也
是这部报告文学的作者，提到在创作过程中前后采访 160 多人，
剧中塑造的派出所“老中新”三代人物，都是他在现实人物的基础
上提炼的，尤其是老戏骨张丰毅扮演的资深民警周建斌，其原型
为宁波市人民调解协会会长潘明杰。而剧中的“楼上楼下噪音纠
纷案”“云海大厦居民与物业公司纠纷案”“无良老板掌掴员工
案”，也脱胎于潘明杰调解过的三个真实案例。电视剧《护卫者》
值得被更多的观众所看到。因为，以“枫桥经验”为内核的警务模
式，为我们如何打开基层治理新局面开拓了思路，这一经验永不
过时。

（作者为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学院教授）

《护卫者》为何值得被看到
丁莉丽

钱塘艺评

附记：前不久，笔者到余杭区黄湖镇青山村调研，留下了这里有
“精彩故事”的美好印象。青山村坐落在径山与莫干山之间，是一个
典型的江南村落，距离杭州主城约50公里，新老村民2600多人（行政
村），全村面积15.6平方公里。这里山清水秀，茂林修竹，清溪蜿蜒，
又有人间烟火伴斜阳，是浙江省未来乡村先行地。近年来，青山村立
足生态环境优势，从“一滴水”起步，做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生态致富文章，走出了新时代未来乡村发展新路子。他们的发展经
验被形象地描述为“一滴水的故事”。走进青山，你将遇见许多新奇
而有趣的故事。

《平静的水巷》

《庭院》

《青花》 《绣》

《湖山涵育——浙江近代国学大师》 潘鸿海 汪文斌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