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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颜料不够用时，枫泾便等来了年
枫泾古镇的街道上满是烟火气。船夫唱着民歌，用桨轻轻敲击着水面，街边此起彼伏的叫卖声穿过巷子来到河边，与歌声、水声交织在一起。年的味道，浓厚起来。

古镇上的店铺“火力全开”：状元糕、丁蹄一茬接一茬，灶台忙个不停。到处张灯结彩，灯笼、春联随处可见。
而说到枫泾，总也离不开金山农民画。对于这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曹秀文来说，在她学习、创作农民画的所有时间中，年味是最好分

辨的——每当画室里红色颜料不够用的时候，她便知道，快过年了。她和其他农民画画家一样，甚至是和所有枫泾人一样，脑海中开始跳动起一抹靓丽的红。画笔和颜料
都是那么柔软，就像大家对新年的期许。 青年报实习生 张振宇 记者 郭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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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春节
期间，枫泾的红色浓烈起来：春联、灯
笼，红在古镇的街巷厅堂；新衣、红包，
红在人们的笑脸上。但枫泾又和其他
地方不太一样。新春的到来让古镇上
最“文艺”的元素——金山农民画也开
始“换新衣裳了”。在朵云书院中，一
幅又一幅和春节相关的农民画挤满了
书店的各个角落。

2024年12月4日，春节正式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这也让上海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山
农民画在这个春节里的非遗味道更
加浓烈。

“从1月18日开始，我们书店就
开始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农民画展。春
节期间，农民画展也会照常进行，游客
可以在非遗中国年欣赏农民画，欣赏
来自金山的非遗技艺。”朵云书院的工
作人员周唐雯对记者说道。

作为一项起源于古老江南地区的
民间艺术，金山农民画以江南水乡风
土人情为主要题材，融合刺绣、剪纸、
蓝印花布、灶头壁画、雕塑、漆绘等民
间艺术表现手法，运用大胆的艺术夸

张和强烈的色彩反差，以拙胜巧。
20世纪70年代有一批著名画家来

到枫泾农村体验生活，这批画家之中不
乏韩和平、郑家声、汪观清等在当时享
有一定声誉的知名人士。因此，在他们
身边也聚集了不少绘画爱好者，其中就
包括曹秀文。为了满足大家对艺术的
向往，韩和平等人开始尝试在村里举办
美术学习班，手把手地辅导农民作画。
离开枫泾后，他还经常通过信函，对爱
好者的画作进行分析、点评。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农民画，2007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将金山农民画列入
首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两
年后，曹秀文被评为金山农民画艺术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如果将2007年视为金山农民画作
为非遗的出生之日，那么到今天，这个
全体农民画家的“孩子”已经到了成人
之际。首个“非遗版”春节对于刚“成
年”的农民画来说，既是机遇同时又是
挑战。

“春节申遗成功，这对农民画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传播机会，所以我们想
借春节来让更多的人接触农民画，了
解农民画。”曹秀文说。

作为地地道道的农民画画家，曹秀文

从小就在农村长大、工作，年轻时的曹秀

文是村卫生所的一名卫生员，那时的她家

庭条件并不宽裕，由于酷爱画画，曹秀文

的开支中总有一笔庞大的支出要用于购

买画具。这一行为引起了曹秀文母亲的

不满，母亲为此说过曹秀文很多次，但每

次说完，曹秀文还是会继续买画具，最终

母亲拗不过她，只能随她去了。

人
物
故
事

和农民画一起走向春天 在热爱中成长
于岁月里蜕变

曹秀文的行为看起来有些“任性”，
但她也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在购买
画材时，她虽然看似有点“大手大脚”，
但用起来却是十分“抠搜”，“那个时候
我没用完的颜料都舍不得扔掉，会把它
挤到一个罐子里面，下次再继续用。”曹
秀文解释道。

就这样，曹秀文的生活不断地在
采草药、给人看病、画画几件事之中循
环往复。上世纪70年代初的某一天，
曹秀文突然得知自己的画作获奖了，
她拿到了50元的奖金。“当时50元的
奖金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了。我妈妈知
道这件事之后，也是开心得不得了，从
此之后妈妈就开始鼓励我画画了。”曹
秀文说道。

获奖之后，曹秀文的生活依旧，但
耳边却没有了母亲的唠叨。日子在提
笔作画和落笔赏画之间流逝，1978年
曹秀文的作品《采药姑娘》获奖，曹秀文
应邀前往北京领奖。临走前，曹秀文的
母亲找亲戚朋友借了10元钱，让她在
路上照顾好自己。

“到北京之后，有一次我路过烤鸭

店，隔着玻璃就闻到烤鸭的香气，我很
想吃，但是口袋里的钱不够怎么办
呢？我只好闻一闻，然后继续吃大饼，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定下一个
小目标，我之后一定要来北京吃烤
鸭。”回想起这段囊中羞涩的岁月，曹
秀文还是有些尴尬地笑了笑。1991
年，曹秀文就完成了13年前定下的小
目标，可能她自己都没想到，这个心愿
竟实现得如此之快。现在再回想起
来，她对烤鸭已经有着截然不同的态
度：“现在我已经吃了太多次烤鸭了，
都开始不想吃了。”

1991年，曹秀文作为上海市代表
参加了全国文代会，得知这个消息，曹
秀文的丈夫也想前往北京看看，就这样
夫妻二人拿出4000元积蓄，一起前往
北京。和上次只能隔着窗户闻烤鸭的
味道不同，这次夫妻二人真真切切地坐
了下来，对着烤鸭大快朵颐。返程的路
上，他们甚至还奢侈了一回，选择乘坐
飞机。和所有第一次乘坐飞机的旅客
一样，他们也争先恐后地透过窗外望向
外面。

农民画和其他的艺术形式一样，开
始有了和国际交流的机会。2008年，
曹秀文获得了前往英国牛津举办个人

画展的机会。这一次的行程，曹秀文前
后花了差不多2万多元。

“从10元到4000元，再从4000元
到2万元，这不单单是经济支出上的变
化，这其实是祖国发展几十年背后我们
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变化。是农民画改
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从一个画材都
买不起的农村妇女一步一步地走向世
界艺术的舞台。”曹秀文说。

画笔绘就多彩生活
艺术连接世界新春

现在来找曹秀文买画的人中，还会
出现一些外籍人士。曹秀文告诉记者，
她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位顾客请她用农
民画来画一张全家福，画的背景是他们
一家人在苏州游玩的情景。收到画后，
这位日本客户在朋友圈第一时间分享
了这幅画。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最近几年
还有许多国际知名企业出资购买了曹
秀文画作的版权。卖的画越来越多，现
在的曹秀文已经没有之前对待画材“抠
搜”的习惯，她也不再需要为购买画材
发愁。

40多年的时间在她的画笔下慢慢
流淌，就和一幅幅农民画一样，时而色

彩浓郁，时而需要修修补补。现在的曹
秀文每天早上都会骑着电动车来到金
山农民画村，有时电动车车筐中会装上
蔬菜，这样她就可以一天都待在画室作
画。当然，车筐中最重要的常客，还是
一批又一批的画材和一幅幅画。

每当春节临近，曹秀文和其他农民
画画家的车筐中就开始多了几分红色：
有的是提前给孩子准备的红包封皮，有
的是提前购买的春联，还有的是添置的
新衣裳……但对于农民画画家来说，最
重要的一抹红色，便是调色盘中的红色
颜料。当画室中的红色颜料越买越多，
消耗也越来越快时，这便意味着新年到
了。

现在曹秀文的生活简单了许多，作
为一个退休妇女，她每天花的最多时间
还是画画。每天创作结束，曹秀文都会
走向电动车，拿起头盔扣到头上，随后
熟练地戴上手套，跨上车座，拧动油门
回家，有时路上脑海中还会浮现几幅画
作。最近一段时间曹秀文的生活也是
如此，只不过由于春节的到来，在一阵
阵的风声中，她的耳边还会时不时传来
路边小店“恭喜你发财”的歌声。就这
样，曹秀文开始骑着车向家中、向新一
年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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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来临，曹秀文都会提前很
久想一下自己画中需要出现什么元素，
对于春节这个意义非凡的节日，她有时
甚至需要提前一年去构思。蛇年新春
来临前夕，曹秀文完成了《事事如意》这
幅画作。

“这条蛇之所以是白色，是因为我
是从《白蛇传》中找到的灵感。”曹秀文
把画从墙上取下，一边用手轻轻抚摸，
嘴里一边介绍，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
般，眼神中满是欣慰，“蛇的尾巴上我专
门画了一个铜钱，蛇紧紧地把这枚铜币
盘起，这个小设计希望大家可以在蛇年
腰缠万贯。”

蛇的形象设计完了，曹秀文开始在
外部点缀上鲜花和蝴蝶，“我们中国人
欢度春节其实就是为了迎接春天，这些
鲜花和蝴蝶其实就是象征着春天。”这
时画作大体上设计完了，但是曹秀文总
觉得盘起的蛇中心看起来有些空荡荡
的，影响整体的美观，“所以我在蛇的中
间画上了一个柿子，对于我们中国人来
说，柿子寓意着事事如意，也希望大家
蛇年可以心想事成。”

创作一幅农民画的过程并不容易，
即便是对和农民画打交道四十余年的

曹秀文来说，画上一幅让自己满意的画
至少要一个礼拜的时间。

创作农民画的第一步，就是拿起铅
笔和铅画纸，一笔一笔地在画纸上打草
稿。“这里设计得太密了，不好看”“这个
地方太空了，要加一些别的元素”……
诸如此类对画“挑刺”的言语，贯穿曹秀
文打草稿的始终。在她的画室中，记者
见到了散落一旁的三张草稿纸，而这些
草稿纸，都指向同一幅画作。除了铅笔
的痕迹，草稿上也不乏用胶带黏贴的

“补丁”——因为改动幅度太大，曹秀文
需要在另一张纸上画完撕下，再贴回草

稿上查看效果。然后才是上色，“上色
的过程可枯燥了，很多初学者都受不
了，但我就是乐在其中。”虽然说的是枯
燥的部分，但只要一说到画画，曹秀文
的脸上就总有止不住的笑容。

年近七旬的曹秀文的视力情况并
不乐观，由于长时间画画，曹秀文的眼
镜度数越来越深，再加上她身患白内
障，有时她的画中会出现一些细小的白
点，但她自己却难以发现。为了对作品
负责，现在她所有的画都会交给女儿把
关。医生也建议她，再过一段时间就要
去做手术。

这个春节，曹秀文将自己每天的行
程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从大年初一到
初六，她每天不是去给别人上课，教别
人一起画蛇年生肖，就是在集市上摆摊
头，向游客介绍金山农民画这项非遗。

“春节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象征之
一，对我来说，我很希望借春节这个文
化符号来宣传我们金山农民画。对我
自己来说，表面上看我春节一天都没有
休息，但是我现在哪怕是休息也在想画
画，吃饭也想，睡觉也想，换句话说，只
要是在做和农民画有关的事，对我来说
就算是休息。”曹秀文说。

“农民画改变了我的
人生轨迹，让我从一个画
材都买不起的农村妇女
一步一步地走向世界艺
术的舞台。”

——曹秀文
曹秀文

曹秀文的作品《事事如意》。金山农民画画家陈卫雄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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