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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文化
广电和旅游厅公布了第三批省
级重点文旅市集名单，我市佛
堂古镇的蒲川雅集上榜。

据悉，蒲川雅集立足于佛
堂古镇文化，融合民俗文化、国
风文化、民族手作文化等特点，
用文创手作、互动体验、特色美
食、节目表演等形式，联动蒲川
水街开展高品质、雅致的市集系
列活动，以特色市集为佛堂旅游
经济健康发展注入新动能。

蒲川雅集围绕“雅”为核
心，以“蒲川风雅集·千年古镇

韵”为口号，通过文旅商融合、
品牌IP打造等模式，打响佛堂
文化传承、创新共富的“金招
牌”。蒲川雅集不仅邀请各特色
商家从“茶饮、美食、文创手作、
农品”四方面凸显佛堂特色，还
积极开展雅俗共赏文化秀、奇
时妙境文化游、萌娃妙境汉服
游等文化活动，通过不同维度
展示佛堂古镇古韵文化，为广
大游客打造一场能吃、能看、能
玩的沉浸式体验之旅。

今年以来，蒲川雅集已累计
吸引游客近百万人次，其中端午
节假期，共接待游客24万人次前
来打卡，为古镇增添节日氛围。

蒲川雅集入选第三批
省级重点文旅市集名单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本报讯 近日，从市作协了
解到，义乌青年女作家王羕蓉
的小说作品《八棱妖灯传》成功
售出了影视版权。

据悉，《八棱妖灯传》以“鱼
妇”“旱魃”“猫魈”“当康”“白
鵺”“马头娘”“旋龟”“九尾妖
狐”八个单元，串联起男女主为
守护大昭国，不断探案捉妖的
奇幻之旅。故事集循环、志怪、
悬疑为一体，构建了一个风格
独特、光怪陆离的幻想世界。

王羕蓉笔名沧海·镜，义乌
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金华网络

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从小爱好文学写作的
她，至今已出版了《七寻记》系
列（1—7部）、《封印之书·九尾
狐》《封印之书·独角兽》，以及

《清河公主洙宛传》系列（已出
版4部）等。其作品累计销量逾
百万册，多部作品在小说销售
榜单上赫赫有名。笔下角色充
满正能量，传递坚强、执着、勇
敢的追梦精神，深受读者喜爱。
不久前，由王羕蓉的小说《旋律
回响之时》改编的影视剧《逆时
的我们》和小说《春妾厌》改编
的短剧《惹娇颜》分别在爱奇艺
和红果短剧平台热播。

我市女作家又一小说作品
售出影视版权

一晕一染，一绘一画，最近，义
乌市党群服务中心整个展厅都摆
满了色彩靓丽、故事性强的农民
画。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穿梭其中，
拿出手机拍照留念。“从来没见过
这样的绘画形式，自由的画风，直
观地表达农村生活的各种场景，孩
子没见过的做红烛、做灯笼等场
景，都在这里见到了。”市民刘女士
说。当天，她带着 10 岁的女儿走遍
整个展厅，将每一幅画都尽收眼
底。“我要把这幅《家乡火腿别样
红》写进作文里，太好看了。”女儿

的话语让刘女士倍感欣慰。
义乌农民画是什么？金华市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义乌市现代民间
绘画艺术研究院院长陈震娓娓道
来，农民画起源于农村，主要由农
民创作，反映农民的生活情况，义
乌农民画题材大多表现当地风土
人情，通过画家的浪漫想象，把剪
纸、刺绣、壁画等传统民间艺术特
色巧妙地运用到绘画中。

此次展出的义乌农民画作品
共有 22 幅，记者细细品鉴，发现每
一幅画作都充满了别样的乡土气。

画家陈震的作品《做红烛》展现了祖
孙两人通过传统方式制作蜡烛的场
景。“以前农村人都是手工做红烛，
如今这样的场景早就被机器制造替
代了。”陈震表示，通过农民画的形
式保留传统的乡俗，非常难能可贵。
此外，其作品《大红灯笼高高挂》则
展现了农村人手工制作红灯笼的场
景，可见，农民画不仅记录了消失的
农村生活，更留住了乡愁。

画家傅子义的作品《今日农村
喜事多》描绘了农村人敲锣打鼓办
喜事的大场面，记者细数后发现，

画中有 15 张喜庆的面孔，包括敲锣
的、打鼓的、抬酒的，每个人都笑容
满面，许多市民表示，这幅画“一看
就很热闹”。此外，由画家吴广钜所
绘的《黄土地上的春天》呈现出了
广袤无垠的静谧田野，一个孩童在
美丽田野中兴奋地放羊，度过无忧
无虑的童年时光。

“农民画就是把乡村的多种景象
通过绘画保留下来，有干农活及过大
年的热闹场景，也有小桥流水人家般
的美丽乡村画面，农民画里自然就散
发着浓浓的泥土气息。”陈震说。

每一幅作品都是乡村即景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本报讯 近日，金华市首届
0579 女子篮球邀请赛落下帷
幕。义乌女篮代表队夺得冠军。

本次赛事由金华市体育
总会、金华市篮球协会主办，
共有金华女篮一队、金华女
篮二队、义乌女篮代表队等 8
支 球 队 参 赛 。身 份 证 是

“3307”开头的、年满 18 周岁
以上的市民，落户金华 2 年以
上的新金华人，在金华就读

的高校生，均可报名参赛。赛
事还定向邀请了相关学校的女
子篮球队参赛。

值得一提的是，义乌代表
队在决赛上演惊天大逆转。决
赛终场前1.2秒，该队球员虞倩
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通过补
篮命中绝杀。最终义乌女篮代
表队以 1 分优势，力克金华女
篮一队，将冠军奖杯镌刻“义
乌”之名。球员虞倩也凭此绝杀
获得了本次比赛的MVP（赛事
最有价值球员）。

义乌女篮金华赛事夺魁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 6 月 7 日，一场以
“为梦想加油”为主题的活动，
在稠江街道兴业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举行。参加活动的青少年
以听讲座、绘画创作等方式，了
解从科举到高考的历史演变，
并为正在参加高考的学子们加
油鼓劲。

组织方以一堂生动有趣的
历史讲座拉开活动序幕。“其实，
古人也有‘高考’，通过考试、选
拔等方式发现和重用人才。”主
讲人旁征博引，从朝代背景、历
史故事等方面出发，深入浅出讲
解科举等人才制度的演变历程，

阐述知识、教育的重要性，鼓励
孩子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后做一
个对社会和国家有用之人。

随后，来自中国计量大学
现代科技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的
学生志愿者代表，一一上台与
大家分享自己的“高考故事”。
从备考心态的调整、学习方法
的优化，到考试期间的注意事
项，他们用平实的语言讲述了
那段紧张而又难忘的时光。

到了“‘我命由我不由天’
系列油画”创作环节，参加活动
的青少年纷纷拿起画笔，充分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在画布上描绘出对高考的理解
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为梦想加油”活动进社区

根植义乌本地 散发泥土芳香
——“乌伤画语·乡韵商潮”农民画作品展侧记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图

鲜绿色的乡村小道、五彩斑斓的公园花丛、碧蓝色的万里晴空……夏日的来临，将义乌渲
染出了明媚的色调。同样明媚多彩的还有义乌市党群服务中心，由市文联主办的“乌伤画语·
乡韵商潮”农民画作品展正在展出。

“这幅画真鲜活，像回到小时候和长辈们一起种田的时光。但不同的是，它结合了现代科
技，画里描绘出用无人机撒肥料的场景。”展厅内，来自赤岸镇的朱女士指着作品《飞跃田间》
激动地说。放眼望去，该画展展出的农民画题材各有不同，却都离不开对乡土情怀与农耕文化
的艺术表达。这场农民画作品展的背后，倾注了多少代农民画家的心血，又表达了怎样的乡土
情怀？让我们一起探访画展背后的故事。

在义乌市党群服务中心农民画
展厅内，赫然摆放着浙江画院一级
美术师池沙鸿的致词，其中表述：

“义乌的作者非常深刻地理解浙江
中部民间艺术的精神。他们的艺术
叙述着当地醇厚的乡土风情及日常
生活，鲜明地反映百姓的喜怒哀乐
和理想世界。所以，题材极为丰富，
信手拈来，似说故事一样，娓娓动
听，意趣盎然。作品意境粗犷淳朴，
色彩对比强烈厚重，犹如沉默的红
土丘陵上雨后的作物，漫坡浓荫，涌
动着挡不住的生命力。我也始终忘
不了 20 年前古元老人给义乌现代
民间绘画进京展的题词——散发泥

土的芳香。”
池沙鸿对义乌农民画给予如此

高的评价，不禁让人思考，义乌农民
画的传承路在何方？

“农民画可以用水粉笔、油画
棒、丙烯等工具绘画，它不局限于
固定的构图方式，在色彩和审美艺
术方面更自由。”陈震表示，许多农
民画家作画的基础来自地方农耕
文化、生活积累，但现在画家的作
画视角也开始跟随时代而变化。比
如本次展览中，杨日清的作品《义
新欧班列》将视角聚焦于商贸城，
将义乌本地的拨浪鼓、鸡毛、脸谱
等元素与商贸城的水壶、套娃、袜

子、雨伞等产品相结合，体现了农民
画视角的包容性。

去年，湖门小学开展了一场学生
农民画展，陈震等一行画家来到该小
学调研。“学生的农民画很有特色，形
式多样、色彩奔放，农民画也有接班人
了。”陈震说。湖门小学自 2011 年将

“义乌农民画”纳入学校校本课程，
2016 年被正式批准为义乌市级非遗
传承基地学校。该校还成立了农民画
社团，并配备了专业教师，组织学生开
展二十四节气、鸿运龙年、井盖涂鸦等
主题创作。湖门小学学生的优秀农民
画作品还在华川书舍、市文化馆、后宅
街道李祖村等地巡回展出。

“如今，农民画的画家已不限于
农民，还有学生、商人、教师、工人等
群体，只要乐于深入乡村，人人都可
以画农民画。”陈震表示。如今，义乌
市美术家协会 20 多人组成了农民画
小团队，其中年龄最大的 70 多岁，最
小的30多岁。

近年来，义乌市美术家协会的农
民画小团队经常前往佛堂镇倍磊村、
义亭镇缸窑村、佛堂老街等地采风或
现场写生。“农民画最重要的是深入
生活。义乌非遗项目、农耕文化以及
商贸文化等，都是我们的灵感源泉，
农民画不仅要记录时代，更要助推时
代的发展。”陈震表示。

每一笔描绘都是时代传承

“我们办了很多次农民画展，每
一次办展都想让更多人看到这种艺
术形式的闪光点，而且我们也做到
了让农民画‘走出去’。”回忆义乌农
民画的来时路，陈震迅速打开了话
匣子。

上世纪80年代，义乌农民画在
一批农民画家的推动下，从来自田
间地头的“艺术独白”，变成我国绘
画艺术中绽放的一朵奇葩。1984
年，15位义乌农民画家自发成立了
全省第一个农民艺术团体——义乌
农民画社，将原本分散在田间地头
的画家汇聚到了一起。

此后，义乌农民画开始活跃于

各种场合。1986 年，35 位义乌农民
画画家在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展出
了 91 幅作品；1987 年，义乌农民画
在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国
家巡回展出，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
角；1988 年，义乌市被当时的文化
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
乡”；到了21世纪，义乌农民画还被
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义乌农民画走出去，不仅是对
义乌农民画的认可，更促进了艺术
的交流。”陈震表示。这些年，义乌农
民画作品一直在努力“走出去”。
2020年，第二届全国农民画作品展
与 2020 首届中国（洞头）渔民画大

展中，来自义乌的5 件农民画作品成
功入选；2023年，在浙江省民间绘画云
展“大美在民间·《笔生山海间》”中，义
乌画家所作的7幅农民画作品顺利入
展；2025年“新生活·新风尚·新年画”
美术作品展中，陈震作品《红糖飘香
幸福生活》、吴琅文作品《小商品大世
界》、傅子义作品《甜美义乌十八担》顺
利展出。

值得一提的是，2022 年，义乌与
柯城共同开展了一场“携手并进·共谱
新篇”文化走亲视觉作品展。该展览举
办地在余东中国乡村美术馆，主要以
农民画展览为媒介，为义乌与柯城深
入开展文化艺术交流搭建了桥梁。

去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开办了
一场《和光：当代艺术展》，陈震作为
唯一入选参展的农民画家，为义乌
农民画增光添彩。“虽然不是第一次
被邀请出国参展，但还是觉得很荣
幸。主办方能在如此大型的展览中
为农民画留出一席之地，这是对农
民画这一艺术形式的认可。”陈震
说。让他开心的是，近日，首届中国
乡土绘画作品展览发布了最新入选
作品，我市画家吴琅文作品《收获的
季节》、傅子义作品《又见家乡拨浪
鼓》荣列其中。“这是义乌农民画的
又一次精彩亮相，期待更多人关注
农民画、喜欢农民画。”

每一次画展都是艺术交流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昨日下午，在义乌
市融媒体中心，由义乌广电艺术
培训中心推出的“提升汉字书写
素养”公益课拉开序幕。

浙中书法院创院院长杨守
春题词“习字当怀家国志，童心
永伴翰墨香”，寄语小朋友“从
小练汉字，做个好孩子”。

“提升汉字书写素养”公益
课主讲人、浙中书法院副院长
何剑强，从事书法教学 30 多
年。现场，主讲人深入浅出的观
点，引发家长们强烈共鸣。十余
位孩子听得津津有味，感受着

“书法大餐”的魅力。
义乌广电艺术培训中心准

备了书写工具，大家纷纷拿起
笔，在横平竖直、一笔一画、一
撇一捺的书写中，勾勒出一个
个汉字。“小汉字里有大学问。
孩子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书法，

努力学好这门传统文化课。”参
加活动的家长蒲明明说。

据了解，作为金华市中小
学教师书法素养五年培训工程
的发起与师资召集单位，浙中
书法院依托雄厚的专业力量，
为区域书法教育水平提升筑牢
根基。此次公益活动中，专业师
资团队面对面输送优质书法教
育资源，让汉字文化在孩子们
心中生根发芽。

今年 5 月以来，由义乌市
融媒体中心主管并运营的义乌
广电艺术培训中心，面向全市少
儿及家长陆续推出18堂公益艺
术课。目前，“提升汉字书写素
养”公益课程仍在持续推进中。
接下来半个月期间，还将推出硬
笔、软笔、创意美术、素描等多堂
课。若市民想了解更多详情，可
搜索并关注“义乌广电艺术中
心”微信公众号，或致电0579-
85800123，15924244192咨询。

义乌广电艺术培训中心
推出汉字书写公益课程

吴琅文《桃花坞》 吴广钜《黄土地上的春天》傅丽玉《飞跃田间》

陈震《大红灯笼高高挂》

楼锡山《盘龙灯》

陈震《做红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