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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培莲

今年春节，吉林省梨树县的辽河农民

画传承人钱璐和 10 多位农民画创作者一

起通过网络直播，“画农民画，过欢乐龙年”。

这个直播活动从农历腊月二十三开始，持续

到正月十五。在直播中，钱璐一边创作农民

画，一边讲述农民画的风格和特色。

不仅如此，直播中还有年长的农民画

家给孩子们讲老年俗，青年农民画家教小

朋友画农民画、剪窗花，“梨树辽河农民画”

“辽河剪纸”“窗上斗鸡”3项市级非遗项目

都得到了展示。

为了恭贺新春，在直播间里，钱璐和伙

伴们还特别创作了《鱼跃龙门》《龙凤呈祥》

等带有“龙”字的农民画，展示农耕文化与

新农村的美好生活。

“梨树辽河农民画”开始于 20 世纪五

六十年代，爱好绘画的农民在农耕之余，将

绘画融入生活，绣鞋纹样、家具烙画，展现

了黑土地农耕和辽河沿岸文化。1991 年，

吉林省梨树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

民间绘画之乡”。

今年 25岁的钱璐，出生在梨树县的一

个农民画世家。钱璐的父亲钱洪满是四平市

非遗项目“梨树辽河农民画”“钱氏窗上斗鸡”

的传承人。母亲王洪梅在辅助父亲绘画和教

学中，也创作出了大量农民画。夫妻二人的

作品在全国各类农民画展中频频获奖。

农民画又称“现代民间绘画”，是通俗

画的一种，以水粉为主要绘画材料，风格奇

特、手法夸张、色彩艳丽。钱洪满介绍说，

“梨树辽河农民画”多以东北农民的生活和

民俗为主题，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父亲是钱璐绘画的启蒙老师。父亲对

农民画的热爱和坚守传承也默默影响着钱

璐。受家庭环境熏陶，钱璐自幼喜欢绘画、

剪纸等民间艺术，也立志要把家乡的民俗

传承下去。

从吉林艺术学院工艺美术专业毕业后，

钱璐选择回到家乡，从事农民画、剪纸、窗上

斗鸡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业。

事实上，还在上大学时，钱璐就和父母

一起发展壮大家乡农民画事业。她和父母

共同创办了四平市洪满农民画文化艺术发

展有限公司，免费培训村民，回收他们创作

的农民画，带着大家共同致富。

那时的每个周末，钱璐都要从长春返

回家乡。作为绘画主力，钱璐参与了设计开

发农民画文创产品、创建网店和培养绘画

人才等各项任务。不仅如此，她还经常和父

亲一起到省内高校开展非遗传承项目推广

和辅导。

“农民画记录了农村生活，人们可以通

过农民画了解农村，亲近农村，记住乡愁。”

钱璐说，但推广农民画的路却并不好走。

如何让家乡人对自身的特色民间文化

更有自豪感，如何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梨

树辽河农民画”，这是钱璐返乡创业后，一

直在思考和尝试解决的难题。

为了更好地推广和传承农民画，5 年

前，钱璐一家出资筹建了“梨树农民画馆”

和农民画人才后备培训基地。

依托农民画馆和训基地，钱璐得到当

地文旅部门的支持，共同打造特色农家旅

游。去年，“梨树辽河农民画”主题墙绘“四

平玉米”还融入东北影视剧当中。尝试不同

形式，让农民画重新焕发生机。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时，钱璐还

带着团队共同创作了 100幅反映梨树历史

变迁和时代发展的作品。百幅作品在四平

市英雄广场展出，让众多当地市民近距离

了解了家乡的农民画。

积极参加各种展览和各大活动，是推

广农民画效果很好的方式，钱璐说。去年 6
月，为给杭州亚运会献礼，钱璐代表四平市

梨树县来到杭州亚运会博物馆参加了农民

画长卷捐赠仪式。这幅长卷由包括钱璐在

内的 6名农民画创作者用时 20天绘制，名

为“关东七彩农民绘 心系亚运向未来”，在

杭州亚运博物馆展出并收藏。

此外，钱璐团队还尝试把农民画作品与

农产品包装相结合，设计农民画艺术装饰

品、特色随手礼等文创产品。现在，“梨树辽河

农民画”已成为“四平玉米”的品牌包装。

让钱璐高兴的是，传统的农民画还正在

与新技术相结合。在传统基本文创之外，“梨

树辽河农民画”已经开启了从传统绘画到

智能开发阶段。钱璐说，要让农民画与 VR
技术结合，通过非遗体验让农民画活起来。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化，农业

机械化替代了传统的农耕文化。”钱璐说，

现在城市年轻人对乡村有陌生感，通过农民

画，可以把这种传统农耕文化保留和还原。

近年来，有很多大学生来到梨树农民

画馆进行短期实习实践，但留下来长期发

展的还很少。正因如此，在钱璐看来，她的

坚持才更有意义。

作为一名 95后非遗传承人，钱璐经常

与当地团组织、妇联合作，参与或举办体验

农民画的活动，向青少年讲解家乡的特色

非遗文化。她还不定期走进校园和社区，开

办公益课堂。此外，在父亲的带动下，钱璐

一家已连续 10 年在春节期间举办辽河农

民画新春展示会。

钱璐发现，很多来到农民画馆和培训

基地参观的青少年，对传统农耕文化和农

民画很感兴趣，只是平时很少有机会了解

和体验。

为此，钱璐的创作团队常年开展农民

画培训，面向社会招生，根据报名对象行业

和年龄不同，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从基础

培训、提高培训、专题培训 3个层面展开。

近年来，钱璐的团队已经先后举办了

100多期“梨树辽河农民画”艺术培训，数千

名来自不同行业的年轻人参加，培训出 200
多名比较全面掌握辽河农民画技艺的学员。

现在，钱璐带着农民画创作者们先后

设计出三大系列 10 多种“梨树辽河农民

画”文创艺术品，通过线上、线下各类展会

活动进行销售。钱璐团队的农民画文化产

品年销售额达 80多万元，签约农民画作者

年均收入在 5000元到 4万元不等。

这样的变化和发展，让钱

洪满和钱璐看到了“梨树辽河

农民画”的未来。在钱璐看来，

梨树辽河农民画正不断扎根

家乡，走出吉林，走向世界。

是她，在直播间激活了家乡农民画

吉林省梨树县的辽河农民画传承人钱璐和她的作品。 受访者供图

有不少老年人都热衷于参与App中的金币任务，这些任务耗时极长，但

每天的收益却仅有几块钱。流量社会几乎裹挟了所有人，老年人通过做任务

赚钱让自己的个人价值得到了最大化地开发，但这背后也反映出非常残酷的

现实。专家建议，警惕老年人被骗的风险，防止他们成为资本的新猎物，并建

立老年人的“群体免疫力”。此外，我们更应关注的是老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精

神需求。 漫画：程璨

现代农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实习生 郑 全

“亲爱的老婆：2023年
的第三季度，我获得减刑

八个月的裁定，回家的路

又缩短了一大步，2024 年

12 月 27 日将是我获得新

生的日子，隐约已经听到

走近家门的脚步声。”

新春佳节之际，罪犯

向阳（化名）把自己过去一年

的收获和对未来的憧憬写成

家书，寄给自己的妻子，给家

人带去祝愿和希望。

这是广西中渡监狱开

展的“一封家书”亲情帮教

活动，监狱通过组织罪犯

定期给亲属写信，以达到

教育改造的目的。这项工

作从 2019 年开始试点，已

开展了 4年多。

对于罪犯马光（化名）
来说，每个月最期待的事

莫过于收到家人的来信。

他已数不清自己寄出了多

少封家书。“我在监狱里已

服刑 7 年，还有 10 多年的

刑期，等我出去已经 60多
岁了。”他坦言，漫长的刑

期曾让他一度感到恐惧，

他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被

家人遗忘和抛弃。

是家人寄来的家书给

了他安全感，他把这些信

都装在一个带有密封拉链

的奶粉袋子里，时不时拿

出来读一读。“我的孩子在信里说，不管

刑期有多长，我都在家里等你回来，给你

养老。”说到这儿，马光的眼眶泛红，哽咽

落泪，这些家书让他知道，外面的万家灯

火还有一盏为他而亮。他也在积极改造

自己，期待着重获新生的那一天。

在高墙里的漫长岁月中，“墙外的亲

情”让很多罪犯找到了向前走的意义，亲

人“家书”成为了他们随身携带的精神支

柱。在中渡监狱教育改造科科长韦佩锋

看来，相较于视频、电话，书信更能寄托

情感，也便于保存和携带，“想家人了，就

可以拿出来看一看”。

然而，“一封家书”亲情帮教活动在

开展初期却并不顺利，很多人出于对家

人情感的回避，或是受文化水平等客观

因素的限制，不会写也不愿写家书。到了

寄信的日子，交上来的不少是一张白纸。

中渡监狱教育改造科为此做了不少工作。

“刚开始，我们会给不会写家书的罪

犯提供写作模板，比如第一段先传达对

家人的问候，第二段汇报自己的改造情

况，第三段是对家人的忏悔，最后一段再

表达决心。”韦佩锋介绍说，不会写字的罪

犯也可以让其他人帮忙代写家书，“重点

是先让他们养成给亲人写家书的习惯”。

“一个罪犯的女儿因为埋怨父亲，一

次也没来见过他。”教育改造科副科长樊

黄波回忆说，“当时他整个人很消极，自

暴自弃，不完成任务，还会散布一些反对

改造的言论。”为此，监狱警察专程找到了

他的女儿，希望她能拉自己的父亲一把。

女儿最终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通过

书信往来，父女俩达成了和解。从那以

后，这名罪犯的心结解开，精神面貌也焕

然一新，在监狱里认真遵守监规纪律，接

受教育改造。

樊黄波认为，改造罪犯最难的是改

造思想。一旦思想通达，人就会有接受改

造的信心和动力，也会有向前看的勇气。

亲情无疑是最能触动心底的力量。“有时

长篇大论的说教，不如亲属的一封家书

更能打动罪犯。”

在向阳看来，每次写信前梳理思路，

都是对自己过往的一次纠错。“过去的事

就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一幕幕闪

过，我也会回想自己在监狱里接受的教

育，看看之前到底是哪里出了偏差。”

马光则在家书里写下了很多“当面

说不出口的话”，一封情感细腻的家书，

更能唤醒双方的亲情。“家人在回信中叮

嘱我，让我保重身体，听警官的话，好好

改造自己。他们也会给我讲他们的生活

和工作状况，这让我感觉我们之间的距

离并不遥远。”马光认真地说，“我要继续

好好改造，争取减刑，早日和家人团圆。”

从被动写信、按模板写信到主动写

信、写真情实感。“不少罪犯现在都会在

信中用轻松的口吻和家人拉家常，开玩

笑。”“一封家书”亲情帮教活动推行以

来，樊黄波深切地感受到了罪犯们的变

化，“这是一件好事，罪犯和家庭建立起

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这对于他们未来的

改造和重新融入社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4年多来，一封封家书越过高墙，传

递着爱与救赎。

聊到等待出狱的心情，向阳告诉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其实一点也不复杂，

心中全是憧憬。”从今年开始，他就有意

识地去查阅一些国家政策方针，了解最

新的时事新闻，读经济类的书籍，做好出

狱前的准备，以便自己“出去以后更快地

和社会接轨”。

高
墙
内
，一
封
封
家
书
记
录
忏
悔
和
蜕
变

实习生 江 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3、2、1……”

随着人们低声的倒数，时间来到晚上 7点。宾阳炮

龙老庙的人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同时发出欢呼。“师

公”揭开炮龙眼睛上蒙的纸张，将鸡冠血点在龙眼上。

随后，百余条经过这样“开光”的炮龙被舞龙勇士

舞动着，仿佛在空中翻腾跳跃，钻入早已围得水泄不通

的人群，回到各自所属的街道。

“啪！”

第一声鞭炮炸响，街道上的人们纷纷将手上的鞭

炮投向炮龙。有人还会上前抢夺炮龙的龙须、龙鳞。根

据当地传说，用鞭炮扔中炮龙和抢到龙须、龙鳞的人会

在新的一年获得好运。

这是 2月 20日晚，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宾阳县

2024年“炮龙节百龙舞宾州”活动现场，超过 60万人参

与了这场盛大的节日。

炮龙是一种舞龙的形式，在舞龙的同时燃响鞭炮，

民间有“炮声不停，龙舞不止”的说法。宾阳炮龙节被称

作“东方狂欢节”，是壮、汉文化融合共生的民俗节庆活

动，于每年农历正月十一举办，至今已有 1000年历史，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对于出

门在外的宾阳人来说，大年三十可以不回家，每年正月

十一的炮龙节能回必回。

35 岁的蒙威成是一个资深的舞龙勇士，在他看

来，炮龙是一种传承。他从父亲那里学会了舞炮龙。从

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舞炮龙的蒙威成，如今也打算教自

己的孩子。他欣喜地发现，小时候的炮龙节在县城街道

上最多只有几十条炮龙，现在动辄上百条炮龙在大街

小巷齐舞，规模比以前大了不少，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

也比以前多了很多。

年轻人耐不住寂寞，炮龙制作工艺差点断代

在炮龙节越来越火爆的同时，炮龙的一些传统技

艺面临过断代失传的风险。

除了舞炮龙之外，炮龙节还有很多相关文化、技

艺，如扎制炮龙、游踩架（一种杂技表演）、鞭炮制造等。

而扎制炮龙，则是炮龙节的核心之一。

70岁的邹玉特是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他接过父亲的衣钵扎制炮龙已超过 40年。他在

当地是大名鼎鼎的扎炮龙老师傅，每年能卖出炮龙 30
多条，有的人想出高价买他制作的炮龙也买不到。

如此资深的一位民间工艺大师，在 10年前也面临

着手艺要失传的烦恼。

“年轻人想要学扎炮龙，我是免费教的。但当时我

60 岁了，一个可以接班的人都没有，心里很着急。”邹

玉特说。

邹玉特收徒弟只有两个要求：一是能静下心来专心

学；二是家里面没有太大负担。他说，能静下心来的人学

得更快。家里面没有太大负担，不会经常被各类事务打

断学习进度。即使是这样的要求，也很难有人符合。

真正要做好一条炮龙，不是一两天就能学会的。

炮龙的制作需要经过 30 多道工序，从材料选取，

到扎制骨架，然后贴纸、上色等等环节。有些精致的炮

龙，一个龙头就有 1000 多个捆绑点，十分考验师傅的

经验和技术，非机器可以批量完成。况且，炮龙不仅要

做出外观上的精气神，还要做到结实耐用。舞炮龙时，

鞭炮会来炸炮龙，人们会来扯炮龙，这都对炮龙的牢固

性有相当的要求。就连邹玉特这样的大师，独自完成一

条 21米长的炮龙也需要一个月左右。

“年轻人耐不住寂寞，静不下来。我收过好几个徒

弟，最后都没能坚持下来。”邹玉特满脸惋惜。

宾阳县另一位有名的扎制炮龙老师傅胡国强也有

过同样的担忧，他曾经收过几个徒弟，但最后也都放弃

了，他说：“扎炮龙不挣钱，又比较枯燥，还很辛苦，常常

熬夜。年轻人往往更愿意去做赚钱更快的工作。”

年轻一代接过老一辈的接力棒

为传承和发扬这一独特的民俗文化，宾阳县按照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思路，实

施“炮龙文化”品牌战略，建立非遗名录和传承人档案

信息库，指导、推荐申报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组建非遗文化保护工作队，开展非遗项目研究、

非遗文献资料征集等工作。

2008年 6月，宾阳炮龙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随着宾阳县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推动

“炮龙节”相关经济、文化产业发展，“炮龙节”渐渐成为

了宾阳县的一张名片。

为了解决老师傅们的“后顾之忧”，让“炮龙节”相

关文化技艺传承下去，宾阳县政府组织非遗传承人带

徒授艺、号召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走入学校。

2016 年，在宾阳县政府的邀请之下，邹玉特在宾

阳县职业技术学校开设了“扎炮龙”培训班。2017 年，

年逾花甲的他又在宾阳县民族中学增开炮龙技艺兴趣

班，将炮扎龙这一传统技艺传授给更多人。

接下来的几年里，邹玉特前前后后共教过 1000多

名学生，收了 7名关门弟子，其中 1名弟子已经出师，可

以独立完成一整条威风、精致又耐用的炮龙。

“我的手艺已经传下去了，再也不用担心没人接我

的班了。”邹玉特笑呵呵地说。随着炮龙节的名声走出

宾阳、走出广西。甚至还有学生专程从内蒙古赶来拜访

邹玉特，把扎炮龙写进了论文。

在老一辈手艺人的衣钵得到继承的同时，年轻一

代也开始接过老一辈的接力棒，主动在炮龙文化传承

的道路上跑得更远。

36岁的陈新昆是当地最年轻的炮龙制作人之一。

他自幼就被炮龙文化深吸引，在小学时就扎制出了人

生中第一条炮龙。2015 年，陈新昆以炮龙节民间手艺

人的身份被邀请到台湾交流。2019年，时年 31岁的陈

新昆被广西宾阳县民间炮龙艺术协会授予“宾阳炮龙

节”传统炮龙制作传承人称号。

在今年的炮龙节，陈新昆卖出了 18 条炮龙，不算

成本的话，这给他的家庭带来了近 10万元的收入。

“炮龙节的规模大了，买炮龙的人也多了，现在扎

炮龙比以前挣钱了。”陈新昆说。

宾阳县炮龙协会是宾阳县最大的炮龙文化民间组

织，据统计，目前协会共有 66人，35岁以下的炮龙文

化从业者占 60%以上。

老炮龙披新鳞

2月 19日，炮龙节举办的前一天，在陈新昆弥漫着

油漆味的家里，记者看到一个巨大的竹制龙头框架，旁

边还有两个小的竹制龙头框架。陈新昆介绍，两个小的

龙头框架是他的“草稿”。要制作出更受人们欢迎的龙

头，他在不断尝试融入新的元素。

为了赶上潮流，陈新昆专门设计了一款“国潮风”

的炮龙，他参考网络上“国潮”的相关设计，将传统炮龙

罕用的大红色几乎涂满了龙头、龙身和龙尾，把大红色

作为主色调，金黄色作为辅色，像是一条越过龙门的鲤

鱼化作的龙。

“我这条龙非常独特，年轻人很喜欢。”陈新昆说，

他家里那个巨大的龙头框架就是已被人预定的下一条

“国潮风”炮龙半成品。

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加入，为炮龙节这个传统节日注

入新鲜的创意和活力。有的用两支强光手电筒代替传统

的龙眼，舞龙时龙眼会发出两道威武的“神光”；有的在

龙身装上彩色灯条，让龙身在夜晚闪闪发亮；有的用会

反光的表演服装亮片代替原来的纸质鳞片，让龙鳞更加

光彩夺目；有的用轻量化的丝质材料代替传统的纸和布

作为龙身，让舞炮龙的动作更加轻松灵动……

除了炮龙制作本身，一些新的事物也渗入了炮龙

文化的各个角落。

一些开放给游人体验炸龙、舞龙的炮龙被摆在炮

龙文化广场，让游客可以参与其中。陈新昆会在抖音

上发布短视频，记录自己的炮龙制作过程。来自宾阳

内外的网红、主播们纷纷拿起手机，为网友们推荐宾

阳炮龙节……

从山东赶来的主播任青在 2月 19日的炮龙节前的

直播中收获了超过 100 万赞。在次日的炮龙节当天上

午 11点，任青在鼓声四起的街道上向粉丝介绍炮龙文

化：“能来这里真的是一种难得的人生体验，这样传统

的非遗文化不到现场很难感到其中的震撼。”此时，直

播间在线观众达到了 1200人。

20岁的丘鹿又从小在宾阳长大，她每年都盼着炮

龙节这一天。“这是我们宾阳人最自豪的文化，应该将

它传承下去，每一代宾阳人都应该舞龙。”她说，在辽宁

念大学时，她还会向来自各地的同学介绍推荐炮龙节。

据宾阳县综合数据，2024年炮龙节吸引县内外游

客约 67.2 万人次，与 2023 年的 56 万人次相比增长

20%，拉动社会消费约两亿元，与 2023年的 1.62亿元相

比增长 23.5%。

年轻一代让千年炮龙焕新

2月 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宾阳县2024年炮龙节百龙舞滨州活动举办，超过118条炮龙游走于县城大街小巷，数十万民众参与了这次节日活动。图为炮龙节活动举办当天，群众筹备和

参与舞龙活动的场景。 江 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