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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霍山籍作家张慧编剧，著名青年导
演何威执导的电影《我的瓦尔登湖》，以其
独具慧眼的视角和深刻的现实主题，讲述
了一个都市现代青年女性，在乡村振兴的
大潮中，寻找自我与爱情的故事。影片全景
式展现了霍山乡村振兴的积极面貌，通过
主人公黄晶的视角，探讨了理想与现实、爱
情与自我价值之间的关系。不久前，由中国
电影家协会牵头主办，2024中国农民丰收
节·乡村电影周启动仪式上，在全国各地、
各制作单位推荐的影片中，主办方经过资
格审查、内容筛选，公布了2024乡村振兴主
题电影推荐活动的30部入围影片。其中，反
映霍山县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我的瓦尔登
湖》在列其中。

这部由霍山人编剧、在霍山实地实景
拍摄、表现霍山籍青年回乡创业，投身轰轰
烈烈的乡村振兴的故事片，是我国较早反
映乡村振兴题材的影片。这部92分钟的影
片，不仅展现了霍山的自然风光，更深入、
细致描绘了霍山青年回乡创业，参与乡村
振兴的生动故事。全片以小切口，大视角的
方式，围绕主人公黄晶与男友，向往梭罗在

《瓦尔登湖》中描写的原始田园生活，憧憬
共同前往生活而坠入爱河，不久，黄晶发现
男友是一个空洞的理想主义者，他对生活
的无能和对爱情的傲慢，无法在现实生活
中承担起责任，最终让黄晶选择独自前往
皖西霍山的山村，开始新的生活。在那里，
她徜徉于美丽的湖光山色之间，逐步与朴

实的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体验了
种植霍山石斛、采茶等农耕生活的乐趣，并
与一位隐居在那里的画家，结下了忘年之
交。在与当地农业技术员的互动中，黄晶逐
渐发现，这才是她内心渴望追寻的“瓦尔登
湖”。

影片中，优美诱人的霍山山水风光，不
再是简单的背景，而是与人物情感紧密相
连的载体，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因素。影
片中，黄晶的角色转变尤为引人注目，从一
个对理想生活充满激情的都市青年女性，
到在山村田园中找到自我价值和生活意
义，她的成长过程，是在充满挑战中，实现
自我救赎。影片通过黄晶的视角，和村民积
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展现了国家乡村振兴

战略，在基层如火如荼地实施，不仅推动了
经济上的发展，更是文化和精神层面的振
兴。

此外，影片中忠实于生活，真实地呈现
现阶段，霍山乡村的现状问题。通过黄晶与
村民、画家、技术员之间的日常生活场景，
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多维度向观众
展示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所在，真挚礼赞
了其广阔前景和未来，同时，它还是一部弘
扬传统文化、倡导生态文明的影片，传达了
艺术与自然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力量，在
乡村振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
是一部以艺术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的开
创性佳作。

晚上写累了，出去走走。街道
没了白日的喧嚣，开始安静下来。
抬头看天，一弯明月挂在地球之
上，目之所及，黑白分明。树丛里
泛出洁白的光，映得花与叶白绿
相间，分外悦目。我停下脚步，久
久凝视着头顶的那片迷离又梦幻
般的天际，一时忘了自己身在凡
间。
值守天庭的月亮孤独吗？我在

心里问。她本来是有伴的，只是那
个灼热的伴与她隔空相望，且从
黑夜到白天，一生都不曾相见。也
许，从远古走来的月亮早已习惯
了孤寂，银辉成诗，月色如水，沐
浴着世间生灵，慈祥而淡定。这城
市的月亮，给人几多遐想。不是看
了老作家徐航的小说选集，久居
城里的我都快忘了乡下月色的样
子。
徐老在小说《赶戏》里，不动声色地描述了人们在春月当头

去看戏的场景：“在朦胧的星光月色之下，路边的青麦，像一块
着色过深的绿毯，正随着悠悠的春风向远处铺展。四面八方来
看戏的人，有的扛着板凳，有的打着手电，从条条蜿蜒曲折的乡
村小路，汇集到机耕道上，形成一股人流……”短短的几十字白
描手法，就把乡亲们在月色下那种欢快而急迫的赶戏心情，淋
漓尽致地刻画出来。星光春风、青麦如毯、赶戏如流，没有细致
的观察，以及饱含对乡村的深情，是写不出如此生动的文字。

《徐航小说选集》是一本在建党百年之际，为革命先辈所唱
的一支深沉的赞歌。内容选取了多篇在改革开放肇始初期的上
世纪80年代，安徽乡村父老以“大包干”为发端，走上重掌自己
命运的艰难之途的优秀小说。如微篇小说《妯娌》、短篇小说《山
村姐妹》《鼠祸》、中篇小说《嫁妻》等等，其文字灵动，质朴有光，
含义深刻，很有身临其境之感，悲愤或欢愉处能与读者同鸣共
情。有一说一，徐老的小说如春月那般，优雅而深沉，让人在阅
读中遐思，与人性交集中启迪。

记得去年三月初，荣幸接到徐老电话，说有新书相赠，令我
心生感动。未曾谋面的徐老声音浑厚而亲切，放下电话，那富有
磁性的乡音久久回荡在我耳边。佳作问世，八十高龄的徐老站
在神圣的文学殿堂，不忘向我等晚辈伸出橄榄枝，以文会友，虚
怀若谷，彰显关爱之情。一本书很轻，但这份关爱很沉；积沙成
塔的执着，熬夜成书的辛苦，快意阅读的收获，这些都值得我用
毕生的精力去学习。

身在南京，期待着早些读到徐老的新书。到了月底，老家的
袁老师心细如丝，得知徐老的赠书放于县文联，便辗转且热心
地邮寄给我。寄书是师生友谊的拓展，而看书又是我的最爱。平
时，我喜欢看、写一些散文和小说，常常身陷其中，不能自拔。生
活的烟火熏我苍老，而我又在文字的滋润下重生。书友们敬畏
文学，也因为文学而携手并肩。与文学同行，我们变得年轻而自
信，孤傲而不骄傲，平凡而不平淡。志趣相同的文友间相互赠书
赠杂志，让文字来抚慰我们孤寂的灵魂。得一本书，也是在与高
尚的人交流。在铜锈与书籍面前，在焦虑和静思之间，我宁愿选
择后者；前者如漆黑之夜使我迷茫，后者如明月清辉照我清醒。

夜深了，想起徐航小说集，再看天边那轮月，明月如书，书
似明月；在伴我前行的路上，皆散发着恒久之光。

五十年后，这片“小三线”旧厂房又喧
腾起来。工业遗产，让它们以新的形式“存
活下去”，走的是乡村振兴的文旅之路。

这里，是霍山诸佛庵镇狮山村。2015
年，改造入驻了不少著名画家，名为大别山
仙人冲画家村。

初夏，我来到这里走访。
蓝天白云、远山连绵、松涛竹海、“五虎

寻子”、奇绝万象、一线天，是仙人冲的景观
元素。

天然氧吧，大美山村。如果再被传统中
国画滋养，会“长”出何等模样？“富脑袋”

“富口袋”相得益彰……闻名遐迩的画家
村，成为一方人的创业平台和乡村文化建
设的典型。

让软实力有硬作为———
绘画属于软实力，诸佛庵人偏偏要让

软实力有硬作为。在丹青这个平台上大显

身手。不得不说，他们做到了，而且做得相
当精彩。
画家村潜心厚植徽风皖韵的文化风

骨，并争取到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合肥、
敦煌等地的高校(美院)画家支持。驻村设立
创作画室，形成了一片集中的画室群落。中
国当代画家创作了一带一路、乡村振兴、长
江大保护、长三角一体化等主题作品；创作
了中国画——— 山水、花鸟、人物三大画科作
品；画家村建成了中国当代画家签名版作

品珍藏馆，接收珍藏作品1000
多幅。一年四季，春

夏秋冬，坚
持

向绘画爱好者、广大游客开放展出与交流。
独树一帜的绘画风景，吸引了上海、南

京、杭州、合肥、郑州，沿淮、沿江城市绘画
爱好者，红军后代、三线职工及子弟、游客
前来“打卡”。

画家村以绘画为名片，打造山村文化
地标的做法，收到令人欣喜的效果。2023
年，画家村共接待游客5万多人次，旅游收
入1000余万元。

以文化人凝聚发展———
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题中应有

之义。诸佛庵人深知这个道理，他们把人的
提升当作振兴的关键，通过绘画载体，以文
化人、以文培元，不断提升村民文明素养、
提振村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水

平，不仅让乡村全面振兴提质增效，同
时也力求乡村全面振兴的可持

续性。
乡村全面振兴的
重要标志，是人气

旺、有生机。最
是绘画慰

人 心 ，
画

家村散发出的丹青香味，带来温暖的烟火
气，烟火气又增添浓郁的山野风，从而构成
一幅绘画标识鲜明的新时代山村社会风俗
画。浓厚的文化氛围，具有无形的吸引力和
凝聚力，许多往日离开乡土的年轻人，纷纷
返乡创业，投身家乡建设。

2017年以来，落户仙人冲十里八村的，
军工博物馆、园林旅游、网络习画、墨香民
宿、书香茶艺、佳肴餐馆、民俗娱乐、山珍销
售等，主体都是返乡打拼的年轻人。他们将
文化、资源优势，转化成发展优势。用工招
人，优先录用当地村民，为富乡富民做出了
贡献和示范。
焕发山村文明新气象———
让绘画在乡村全面振兴相应环节发挥

功能，让绘画价值成倍数在时代中延展，画
家村的建设者们借助绘画平台，在短时间
内，改变了村风村貌，提振了村民精神，增
加了村民收入，让近者悦、远者来，为焕发
乡村文明新气象做出了有益探索。

焕发仙人冲文明新气象，离不开村民
主体作用的发挥。村民参与培育画家村文
旅品牌，拓展画家村功能，在此基础上建设
充满丹青魅力的画香民宿。采取“公司+集
体+农户”管理模式，为村民提供画家村、博
物馆管理员、讲解员、保洁员等就业岗位。
村民办起的大大小小的茶馆、农家乐、文创
馆、土特产馆，200多人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以画家村为基础，狮山村举办乡村文化节、
画家村晚等特色文化活动，持续提升文化
旅游热度；植入生态观光游、农耕文化体验
等多元农旅业态，开发绘画研学实践基地、
户外露营基地、产学研开心农场等“微旅
游”市场，形成多条旅游服务产业链。走进
画家村，与优美山乡风光相映衬的，是村民
的笑脸和络绎不绝的游客。时尚传统相交

映，墨香花香两相宜，有村民骄傲地说：
“一不小心，我们的家竟成了别人的
诗和远方。”

创新创造是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乡村
文明新形态，需要在实践中
不断探索。画家村的成绩
让我们有理由相信，画
家村虽小，只要有大
气魄，就不愁没有
大气象；文化滋
养，只要挥汗耕
耘，终会硕果
满枝头。

方雨瑞 书

9月7日，时逢白露
佳节。天高云淡，秋风送
爽。徽音楼艺术联盟成
立挂牌仪式在六安市悠
然蓝溪景区“徽音园”举
行。来自省会合肥及六
安各文艺门类的艺术
家、媒体人士30多人共
同见证这一别开生面的
文化盛会。

联盟成员有中国电
影家协会理事及会员，
安徽省艺术摄影学会、
安徽省电影电视评论学
会、安徽省影视艺术家
协会短视频专委会，以
及安徽省新的社会阶层
联谊会、合肥市庐阳区
新的社会阶层联谊会、
庐阳区党外知识分子联
谊会相关人士，安徽省
国际标准舞协会、安徽
省国标旗袍协会、携程
旅行社负责人等。安徽
润瑞旅游集团总经理王
培军出任联盟主席，资
深影视剧制片人、城市
形象及文化活动策划人
张锦文担任联盟活动中
心主任。

9月6日，应邀嘉宾
到达悠然蓝溪景区，开
展先期交流沟通，在意
见达成一致的前提下拟
定联盟公约 (草案 )，并
适时开展掼蛋比赛、观
看老电影、品香茗、网红
花船游寿湖等一系列联
谊活动，既增进了友谊，
活跃了气氛，又拓展了
思路。

7日上午，成立大会
在徽音园“茗品汇”茶艺
大厅举行。大家积极踊跃
发言，并按照程序，对联
盟公约、活动内容、会员
条件和要求等重要问题
进一步研讨、交流、确定。

联盟将适时策划开
展系列艺术活动，注重
创新出彩，运用独特的
形式，找准视角，提升各
地文化艺术活动策划及
推介水平，助力文农旅
融合发展，为建设文化
强国添砖加瓦。

明
月
如
书

胡
先
友

徽音楼艺术联盟挂牌

在自然与人文的交响中寻找心灵的“瓦尔登湖”
——— 电影《我的瓦尔登湖》观后

谢 明

画家村里迎客忙
戚业胜

9月7日上午，为献礼新中国成立75
周年，由民盟六安市委员会、市文联、市
文旅局联合主办的张志山水画展在皖西
博物馆举办，画展共展出张志近年来精
心创作山水画近百幅，作品以丰富的艺
术形式热情讴歌了新中国成立75年来取
得的可喜成就以及家乡发生的巨大变
化。
画展期间，张志先生还向六安市文

物保护中心皖西博物馆捐赠其家传收藏
的1934年《东南日报》特刊《金石书画》合
订本上下册，以及《明月松间照，清泉石
上流》山水画一幅。
张志：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像一

坛老酒，我觉得应该用一辈子的时间去
研究。师古人，是我的追求，在古人那里研究书画同源，在古人那里学
习笔墨技术，在古人那里追寻诗情画意，在古人那里打好笔墨基础，
在古人那里我感受到什么叫推锋陷刃。宋代绘画艺术是中国画的一
个高峰，我临摹的宋画每幅作品都用了一个多月，其笔墨精湛，意境
深邃。
师自然是我的乐趣。通过写生把平时学习到的笔墨点滴转换到写

生中去。在写生中有开心和快乐，有激情四溢，有酸甜苦辣，有和同道
兄弟在一起的高谈阔论。登黄山、游雁荡，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深
入徽州古民居，感受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深入大别山，感受家乡
的巨变，激起前进的力量。
作为一名教师我已退休，但是作为一名国画爱好者，我还年轻，在

学习中不断成长。在今后的绘画道路上，以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为指导，践行初心使命，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用画笔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张志，又
名张志宽，字之宽，

号平桥山人，安徽省六安
市人，生于1963年。2013年至

2016年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国画高研班进修学习。
现为中国民盟盟员、安徽省文史馆研究员、安徽省

美术家协会会员、六安市教育书画家协会副主席、六安
市政协书画院理事，金安区政协第四、第五届政协委员，
区美协副主席，六安市金安区政协书画院副院长、安徽醉
墨轩书画院六安分院院长。

出版有《张志山水画集》。国画作品在《中国书画报》、
《羲之书画报》、《美术报》《书法报》等多家报纸发表。山水
画作品被国家、安徽省、上海市等单位收藏。

2014年8月在皖西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2015年和
2016年两度在皖西博物馆成功举办“六安八杰国画作品
展”。2019年9月在中美协主办的首届“大美观音山”全
国山水画作品展获入会资格(优秀奖)。

2020年6月参加电影《猎赝》拍摄，在影片中扮演
画家。

2023年12月经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党组研究
批准聘为安徽省文史馆研究员。

张张志志
艺艺术术简简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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