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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蔚

不久前公示的第十六届“五个一工程

奖”，浙江 7 部作品上榜，迎来了一个令人

称羡的文艺丰收季。

为了创作，浙江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田

间地头，村前屋后，街头巷尾⋯⋯在社会

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记录普通人的生活细

节，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在“高于生活”的

艺术创作中，展示地域文化的光芒，体现

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就像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所说，只有与时俱进地把

创作视角与时代发展、社会变迁紧密结合

起来，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反映时代的

文艺作品。

秋天，是丰收时节，也是文艺工作者

采风写生的“旺季”。11 月，杭城迎来了

两个采风主题展。月初，“生长着的乡村”

摄影展上，60 余位摄影师晒出他们“观

察”了一年多的浙江乡村；今天，“觉行

——中国美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在

读研究生社会实践汇报展”开展。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的源，又在哪

里？采风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手段，也是我

们寻根溯源的必行之路。

那么，风从何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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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迎来文艺作品丰收季钱江晚报

·小时新闻推出采风系列报道

乡村在镜头下“生长”

过桥，一拐进萧山所前镇三泉王

村的地界，周国峰就张望到村委大楼

前方那片青绿园子，“这是跟阿里合

作的亲子菜园，上次我来还只是一块

半荒的菜园，这么快搞好了。”

周国峰，杭州萧山人，业余摄影

师，“玩”相机已有 10 多年，从去年 7

月开始，他和其他 60 多位摄影师一

起，参加了由省文联、杭州市文联以

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主办的“生

长着的乡村”美丽乡村驻地摄影计

划。

这个“行动”最后做成了“生长着

的乡村”摄影展，11 月 1 日在浙江展

览馆开幕，策展人之一、著名摄影家

傅拥军说，这样大规模的乡村影像田

野调查展览在国内也是不多见的

——省内一线摄影师、摄影新峰人才

们，以萧山 20 个村庄为样板和对象，

前后耗时两年，采集和创作了 5 万余

件乡村影像资料。

“我们 60 位摄影师拍下的美丽

乡村，它的美落在现实，不是一种面

子上的美，是融入了它的生活、记忆

与思考，是有滋有味有呼吸的。”傅拥

军说。

乡村是中国的根基，是乡愁的寄

托。以影像的方式调查、记录、留档，

这种影像不单单是影像，更在转化为

一种介入现实的力量，发挥乡村振兴

的潜能。

“这是最好的带货”

每年三四月，一片香雪李海。三

泉王村这漫山李花绽放的盛景，周国

峰和他的同行们几乎一年不落，但从

没摄影师好奇这一大片李树林后来

发生了什么。

四月的尾巴，李花谢尽，枝头新

冒出一簇簇指尖般大的青绿小果。

周国峰又来了，村里转，山上钻，

时不时咔嚓几张。“碰到的村民都很

热情，而且都跟我说，过两三个月，一

定要再来，尝尝熟透的红心李。”周国

峰对这片李树林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心。

三泉王村是全国最大的红心李

集中栽种地之一。因富硒土壤，出产

的红心李是全村人的自豪，“跟其他的

（果子）两样煞的”。周国峰有个想法，

拍一组“一颗红心李的故事”。

夏至时节，红心李终于熟了。

“李子么，再甜能甜到哪里去？”

周国峰不抱太大期望地咬下了亲手

摘的红心李，“真甜！”终于明白，村民

的自豪是多有底气了。

可是，红心李其貌不扬，果皮青中

带一点点红，怎么才能拍得更有可看

性、艺术性？经指导老师提醒，周国峰

想到了切果。

漫山切果，切的是还挂在果树上

的果子。“这一刀，切面要齐整，不能有

一棱棱的割痕，那颗果子，光线也要选

好，背景要干干净净的。”

周国峰切了 20 多颗红心李，最后

完美一刀，一颗完美的红心李永远定

格在镜头中。

展览期间，这颗李子被放大在一

整面墙上，成为全场最诱人的亮点。

果皮最外面，是一层粉霜，那是红心李

本身分泌的糖醇类物质，雾似的质感

衬得果肉越发红艳诱人，而渗出的汁

水恰好停在了切面的下缘⋯⋯

“这是最好的带货了。”三泉王村的

村党委书记王海勇说，人人都知道萧山

所前镇的杜家杨梅，这回终于轮到三泉

王村的红心李了。

认了个奶奶

浙传在读研究生舒思维，和灵山村

青娣奶奶以美颜相机拍下的那张合影，

是整场展览上最温情，最可爱的。“咦，

我怎么戴了个东西？”青娣奶奶好奇的

那句嘀咕，好像透着相片就能听到。

小舒是傅拥军带的研究生，也报

名参加了这次的影像田野调查活动。

在灵山村，小舒“蹭吃蹭住”了很久，每

晚，她会抽出时间陪奶奶看会儿电

视。青娣奶奶一般十点睡，她爱看“萧

山戏迷”那个频道，还有一些家庭剧。

有一次，遥控器翻到了湖北的新闻，小

舒还给青娣奶奶讲了讲她老家的事

儿。

小舒在手记里写：

许叔叔（青娣奶奶的二儿子）跟我

说，家里的一砖一瓦是我们拼搏出来

的。雅红阿姨跟我说，要不怕苦不怕累。

许叔叔白手起家，早年在外打工，

后来回到萧山办厂。雅红阿姨早年在

深圳打工，做过基础的流水线工作，后

来自学电脑，学设备操作维护，学管理

等等，撑起了自己的一片天。

敢想敢做敢拼，是二人身上鲜明

的特质。他们住的棕红色小洋楼是自

己设计，自己选材的，再请人来施工，

每天抽时间在厂房与工地间来回奔

波。

许叔叔说，他家的地砖一块要 375

元。

当新房建成时，夜晚躺在卧室，那

种靠自己努力付出和辛苦经营的所

得，实在太有成就感了。

在钱江晚报·小

时新闻客户端，系列

采风报道《风从田野

来》正在持续推出，我

们的记者将在两个月

的时间里，深入浙江

大地，观察、寻访音

乐、美术、文学、摄影、

戏剧等领域创作者的

采风行动。正所谓

“你在桥上看云，我在

桥下看你”，见微知

著，希望和你一起读

懂这块土地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