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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节里“画”丰收

秋分时节，稻谷飘香，蟹肥菊黄，一

幅幅丰收的壮美画卷在平畴沃野上徐

徐展开。“丰收”亦是美术创作的重要题

材。在中国古代绘画中，已有反映丰收

的作品，如南宋佚名《安和图》、元代佚

名《嘉谷鸣禽图》等，以高粱、稷穗等谷

物入画，预示丰收，表达吉祥寓意。唐代

韩滉（传）《丰稔图》、清代袁耀《山庄秋

稔图》等，则以精巧的构思和细致的刻

画，生动展现“寒来暑往勤耕耘、稻谷飘

香喜丰收”的景致。

丰收题材美术作品的大量出现，是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75 年来，特别是新

时代以来，许多美术工作者坚持“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浓墨重彩“画”丰收，

使相关美术作品在题材内容、表现形

式、艺术手法等方面不断开拓创新，创

作规模也持续扩大。在第七个中国农民

丰收节到来之际，品赏相关画作，既致

敬辛勤耕耘，亦可为美术创作提供有益

启示。

画作中，美术工作者为劳动者谱写

的时代赞歌动人心弦。“喜看稻菽千重

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自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始，美术工作者便以表现社会现实

生活为己任，以饱满热情创作了一批反

映劳动者生活状况和内心情感的作品。

如张文俊、吴君琪、李畹、魏紫熙合作的

中国画《丰收》，通过巧妙的人物组合再

现了果园繁忙的劳作场景———人们或采

摘果实，或搬运装车，齐心协力的情景颇

具现场感。作品笔法质朴，画风苍秀，线

条灵动，表达了对劳动者的由衷赞美。新

时代，劳动精神在画家笔下得到接力传

颂、弘扬。周丽萱油画《丰收喜悦》以唯美

画面再现了“稻黍飘香、颗粒归仓”的美

好景象，劳动者欢快劳作的场景颇富感

染力。源于生活的观察、真实情感的抒

发，令劳动者形象更加丰富立体，让劳动

精神绽放时代光芒。

画作中，现代农业发展的壮阔图景

美不胜收。近些年，现代农业科技的进步

不断为美术创作提供新素材、新灵感。陈

玉平版画《金秋随想》、李芳版画《丰收的

乐章》等作品，便从不同视角反映了现代

技术与传统农业的融合发展。画面里正

在作业的各式农机、无人机等，既体现了

创作者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也折射出大

国粮仓的时代新貌。伴随现代农业发展，

通过电商扩大农产品销路，是帮助乡亲

们提高收入的有效路径。既“低头劳作”，

又“上网直播”，成为越来越多农民新生

活的写照，美术工作者敏锐捕捉这一变

化并将其融入创作。以赖楠、颜子雄、尚

超等人合作的油画《直播的中国：乡村路

线》为例，作品以秋收后的田间地头为背

景，用明亮的色调表现了帮扶干部与村

支书、村民们一起探讨农业发展，并通过

网络直播销售新鲜农产品的场景。这类

作品涌动着田间蓬勃的活力，拓展了丰

收题材美术创作的表现力。

画作中，庆祝丰收的喜悦与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定格在笑脸上。从广袤黑土

地到千里大中原，从种粮大户到山里人

家，丰收季的欢歌在沃野间传递，也感染

着美术工作者。老一辈画家黄胄为人民

大会堂新疆厅创作的《庆丰收》，便生动

表现了人们为贺丰收而举行的欢庆仪

式。画中人物分别在跳舞、倒茶、喝茶、鼓

掌、伴奏、欢呼等，神态和动作各不相同，

但喜悦的氛围将众多人物紧密联系在一

起。又如马振声中国画《秋酣》，以写意传

神的笔墨表现了秋收忙碌之后老人在竹

椅上休憩的小景。只见他双眸微闭，仿佛

陶醉于幸福之中，身后红彤彤的柿子预

示着这是个丰收年。丰收不仅意味着物

质上的富足，也代表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期待和憧憬。苏百钧中国画《秋韵》便

展开了一幅充满诗意的丰收画卷。深秋

时节，一串串豆荚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画

家根据所观所感，创新性地以水溶性颜

料与矿物质颜料混合在一起打底，利用

颜料交融时的不稳定性在纸面上形成斑

驳效果来表现光感；背景中又画几只水

禽，通过水禽组合形成的弧形打破了豆

荚与树枝平面交织的构图形式，既让画

面更加丰富、意蕴更加深远，也让观者感

受到一种温暖静谧的氛围。

画作中，多元的艺术表现手法令人

耳目一新。美术工作者探索运用不同的

形式和技法，赋予作品独特韵味。比如，

陆志坚油画《收获的季节》，借鉴中国画、

水彩画技法，以平面化的手法表现秋收，

为观者带来全新视觉体验。方骏以现实

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创作

的中国画《秋收粮满仓》，则将陕北高原

秋后粮满仓的粗犷景色，转变成画家胸

中静雅诗意的“桃花源”，使北方丰收之

景弥漫着江南温润气息。在创作视角方

面，一些美术工作者不局限于表现劳作

的人物与场景，选择刻画与丰收相关的

元素，以小见大。像孙彬水彩画《金粒》、

肖伟色粉画《阳光下的秋意》等作品，以

特写的形式表现成熟的庄稼，让观者更

为直接地感受丰收的成果。

画作中，绚丽色彩的和谐运用给人

以美的享受。在展现丰收场景时，美术工

作者会运用传统绘画创作中比较少用且

面积较大的金黄、橙黄、大红、翠绿等亮

色，并追求艳而不俗的效果。在钟蜀珩油

画《庄稼地》中，画家将心灵感受转变为

视觉语言，以充满活力的色彩和自由的

构图描绘了一片高粱地，朴素地传达了

她对自然和丰收的理解。缤纷五彩绘秋

田，绚丽的色彩表达着美术工作者对土

地的深情。

如今，广大美术工作者仍在以各自

擅长的方式，为讲好丰收故事、农民故

事、乡村故事而努力创作。一批有着浓厚

生活情趣、独特笔墨语言、鲜明时代特征

的美术作品，将为丰收的田野写下新的

注脚。 渊张天漫冤

简牍是纸张未发明之前，中国

古人最主要的文字书写载体之一。

一般来说，以竹制的称为“简”，以木

制的称为“牍”；或细条形的称简（简

札），方形的称牍（方牍），简和牍合

称作“简牍”。甘肃简牍博物馆讲述

的就是简牍故事，透过千年的文字，

带人们探寻中华文明之源。

金秋时节，让我们走进甘肃简

牍博物馆，感受甘肃简牍魅力，探寻

藏在简牍里的中国。

电视剧《天龙八部》里，阿珠邀

乔峰到雁门关外牧马放羊过理想的

生活。汉简出土地大多是边塞之地，

2000 多年前，那里的边塞生活是否

有人们想象的那般浪漫。甘肃简牍

博物馆设计的《边塞人家》展区通过

简牍记录了一个个边塞故事，带观

众走进边塞人家。

甘肃是简牍大省，共出土简牍

8 万余枚，其中汉简 7 万余枚，占到

全国的 82%。2007 年，“甘肃简牍保

护研究中心”成立，甘肃的秦汉简牍

有了专门的保护机构。2012 年，甘

肃省简牍博物馆成立，但是有简无

馆，秦汉简牍依然躺在研究中心的

仓库里，没有办法向公众直接展示。

建设一座展示甘肃简牍的博物

馆一直是甘肃简牍人的梦想。如今，

甘肃简牍博物馆在马滩黄河之滨展

露芳容，将承担向世界讲述中国简

牍故事的重任。

作为一座向公众展示简牍文

化，解析简牍故事的博物馆，甘肃简

牍博物馆力求通过声、光、电与场景

相结合的方式，将简牍中描写的人

物、事件更加直接展示出来，带观众

沉浸式读简。

汉简《尹衡至伟卿书》出土于肩

水金关废墟中，是尹衡写给伟卿的

一封问候信，信中表达了尹衡对伟

卿的殷切问候，包含“强饭厚自爱、

慎春气”等，这是汉代书信寻常的问

候习语。他还提到了“塞上诚毋他

可道者”，这说明居延是苦寒之地，

冷暖自知，没有能够打发生活乏味

的事物，只能以此来聊表思乡之情，

叮嘱自己的友人早晚要添衣物、防

寒保暖。

《元敞致子惠书》是出自边塞烽

燧的一枚尺牍，写信的人名叫元敞，

收信人叫子惠，由于元敞的裤子穿

破了，需要叫人拿回家缝补，此前就

想向子惠借裤子，但由于当时旁边

有其他人，所以不好意思提出来，现

在实在没有办法了，于是厚着脸皮

向子惠开口，希望子惠理解，向他伸

出援手，借子惠的裤子穿几天，一旦

自己的裤子补好了，马上就把裤子

还给子惠，并且他在信中还提到自

己并不急需用钱，万不得已的时候，

也会向子惠提出。

汉简《叫做夜采胡芋觅食迷途

记》记载的是一名叫做赵良的戍卒，

因为饥饿到野外入水河里采摘食

物，后来迷途被其他人发现的故事。

东汉建武六年的时候，赵良因为自

己在 18 日那天，家里实在揭不开

锅，为了给家人找些填肚子的东西，

到了居延的博望亭部，听说河那边

有可以供食用的野生胡芋，结果不

知不觉天色晚了下来，天黑以后由

于对周边的路况不够熟悉，所以他

不小心拦越天田，受到了追查。

在这些简牍故事里，边塞并没

有想象的浪漫，正如唐代诗人王维

的《使至塞上》当中提到“单车欲问

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

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记，都护在燕然。”那样，一

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贫瘠却生生不

息的土地，造就了河西边塞独特的

人文风貌。

秦时明月汉时关，古来征战几

人回，边塞的故事就以文字的形式

藏在简牍里，一个个饱含墨迹的字

体印证着历史。今天，我们以汉字为

荣，与 2000 多年前书写在大汉盛世

简牍里的文字一脉相承。

因此，在甘肃简牍博物馆，读简

讲故事，写简学书法相辅相成。难能

可贵的是简牍文字弥补的是历史留

白处的故事，边读边写会让游客对

边塞有更深刻的认识，也对汉字有

更多的认同。

有一种符号，万千个字块，穿

越了数千年时空，在中华民族的文

化血脉中奔腾不息。这种符号，带着

历史的印记，记录了两汉盛世，描绘

了战火硝烟，承载着中华智慧。这个

符号就是文字。透过千年的墨迹，一

枚枚简牍如同阅尽沧桑的老者，带

着感情、带着温度诉说着一个个故

事，引领人们去探索属于简牍的美。

这就是简牍，欢迎来到甘肃简

牍博物馆，用馆藏简牍破译一个个

历史故事，走进妙趣横生的读简生

活。

时光回溯到汉朝，有着传奇人

生的解忧公主一生经历汉武帝，汉

昭帝，汉宣帝三朝，和亲远嫁为巩固

汉室与乌孙的关系作出贡献。虽然

历史人物已经远去，但是简牍却忠

实记录了这一切，让现代人有机会

深度走进那段历史。

在甘肃简牍博物馆编号为

T0114①：112A/B 的简，记载了龟兹

王和夫人途经敦煌悬泉置时住宿情

况，显示龟兹王和夫人所居的堂屋

在堂上放置有一八尺卧床，床上有

青黑色帷。读懂简牍，枯燥的人物设

定瞬间生动，帷帐轻飘间，隐约可见

龟兹王和夫人在悬泉置惬意享受的

身影。

当然在简牍的世界里还有外

交、美食、生活等方方面面，甚至连

追捕逃犯的通缉令都有保存，“為人

黑色、肥、大頭、少發……長七尺四

五寸。”甘肃简牍博物馆的一枚简牍

中，一个活脱脱的逃犯形象跃然纸

上，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千年

之后自己以这样的方式留下恶名，

简直是“遗臭万年”。这就是读简，对

于市民来说，单纯的简牍可能会枯

燥乏味，但是读懂简牍上的每一个

故事，实际上就是在和古人对话。甘

肃简牍博物馆非常重视游客体验，

希望通过新媒体手段讲好简牍故

事，为人们带来全新的读简生活体

验，从而让简牍走进百姓生活，让文

化瑰宝更具生命力。

渊据中国甘肃网冤

国庆档佳作
深情献礼

近 20部新片

奉上金秋盛宴

美丽的金秋时节，举国同庆的“国庆”

佳节即将来临，中国电影市场蓄势而发，

用近 20部重磅新片喜迎这一重要档期。

日出东方，光影献礼。今年国庆档，

《志愿军：存亡之战》《出入平安》《爆款好

人》《749 局》《危机航线》《浴火之路》《只

此青绿》《熊猫计划》《新大头儿子小头爸

爸 6：迷你大冒险》等影片，将在新中国

成立 75 周年之际，从不同侧面展示中

国精神与中国力量。

寸土不让扬国威，意气风发保家国。

去年国庆，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以恢

弘大气的历史还原与细腻动人的情感表

达，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并在今年接连

斩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中国长春电影

节“金鹿奖”最佳影片等大奖。今年国庆，

系列第二部《志愿军：存亡之战》如约而

至。导演陈凯歌透露，在第一部讲述国际

形势博弈的基础上，第二部将把整体视

线转向志愿军第 63 军，落在抗美援朝的

关键一战———铁原阻击战。“我希望这部

电影所承载的意义，能使年轻人对那个

时代有所认知，也可以让年轻人们理解、

追思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志愿军战士

们所做出的贡献。”

电影《出入平安》聚焦人性命题与生

命抉择，讲述死刑犯郑立棍遭遇地震带

来的“自由”时，在逃跑与救人间做出的

艰难选择。现场，导演刘江江表示片名

“出入平安”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四个

字，寄托着对亲人、爱人最朴素的祝福，

他希望影片能在国庆佳节向每一位观众

朋友传递祝福。主演古力娜扎透露，自己

饰演的角色木春桃很“辣”，在片中与肖

央饰演的丈夫、阿云嘎饰演的警察都有

精彩的对手戏。

从 2019 年的《我和我的祖国》，到

2020 年的《我和我的家乡》，再到今年的

《爆款好人》，葛优饰演的“北京好人”张北

京将第三度亮相国庆档。《爆款好人》导演

宁浩、徐磊现场介绍，这一次的张北京从

“好人”变成了“红人”，时代在变，但那份

人情味不变。葛优笑言，张北京是一个“局

气的北京人”，这次的《爆款好人》比之前

的短片更热闹，“好人好事儿更多了。”

电影《749 局》讲述了一个充满想象

力的“近未来”科幻故事。影片从筹拍到

即将上映历经八年，导演陆川表示，影片

主创一直坚持“中国故事、国际制作”，希

望将国外优秀制作技术引进来，同时也

把中国故事、中国精神带到国际市场。

此外，电影《危机航线》是我国首部

万米高空犯罪大片，有全员搏命的惊险

打斗，也有万众一心的合力营救；电影

《浴火之路》讲述三位走投无路的父母与

无良人贩的殊死较量，“全员狠人”点亮

漫漫寻亲路；电影《只此青绿》改编自同

名舞蹈诗剧，由舞台剧原班人马共同打

造，揭秘传世画卷《千里江山图》诞生背

后的传奇故事；《熊猫计划》梦幻联动真

国宝熊猫和国宝级演员成龙，旨在打造

中国人自己的熊猫

大片；动画电影《新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

爸 6：迷你大冒险》

继续银幕欢乐探

险，将为大朋友与

小朋友打造一场奇

幻合家欢。

渊袁云儿冤

艺 术 广 角

丰收喜悦渊油画冤周丽萱

梳妆 吴静秋 话致富 于承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