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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壁画让旧墙焕新

“每天进出村庄看到这些画，心情都舒
畅了许多，不时也有一些游客来打卡拍
照。”演南村村民吴阿婆开心地说，从一面
旧墙到“艺术墙”的惊喜变化，就发生在不
久前。

今年4月底，5位来自省青年美术家协
会的青年画家来到演南村，把旧墙当作画
布，进行创意手绘。这些画家里，其中一位
就是演南村驻村第一书记郭人歌。

“美化墙壁，亦是让家园更美丽的方
式。”郭人歌介绍，以前村民的环境保护意
识不强，许多旧墙也亟待翻新，为了改变村
居环境，她号召青年画家“以画为媒”扮靓
乡村，调动村民群众爱护家园的积极性。

在用时一个多星期的创作后，青年画
家们完成了近80平方米的壁画作品。红
树林、槟榔树、荷花、稻田、白鹭、鸭子以及
淳朴的村民，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
画卷，在墙上徐徐展开，不仅给人视觉享
受，更传递了一种向上向善的情感。

旧墙焕新的不只有演南村。
从2018年起，云维英和林国华、邓大

权、洪永锋、吴坤强、林光博、潘中能、吴政
哲、黄宏立、何法琨、曾庆梓、黄祖洪等青年

画家、返乡青年共同发起了“青年画家为乡
村添画”活动，他们陆续走进海口、昌江、五
指山等市县村庄作画。

云维英介绍，每一幅壁画作品，画家
们都紧密结合村庄的历史文化、人文风情
故事、乡村产业和独特的自然风貌来确立
主题，力争打造一村一品，避免“千村一
面”。

譬如，在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吴洪村，
青年画家们创作了《吴洪故事》，通过运用
大量的红色、黄色等暖色调来表现热土丰
收的喜悦。在壁画上，村民们在采摘石斛，
自信的眼神、脸上洋溢的笑容都被细致地
描绘出来，让人感受到了乡村生活的真实
与美好。

在昌江王下乡一些村庄的壁画，则描
绘了黎族人民的生活场景，壁画中的人物，
有些穿着传统的黎族服饰，有些身着时尚
的现代装束，他们的形象生动而鲜明，仿佛
在向每一位路人诉说着黎族文化与现代文
明的交融与碰撞。

云维英说，艺术的力量是无穷的。通
过青年画家的共同努力，乡村的墙壁不再
是单调的灰色，而是变成了一幅幅色彩斑
斓、富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更重要的是，
这些壁画还激发了村民们对自己所居住的
乡村的热爱和自豪。

让艺术赋能乡村振兴

实际上，如今行走在海南，不只乡村，
在许多城市一隅也会与壁画不期而遇，原
本容易被人忽略的角落变得“意趣十足”，
让人仿佛撞进一个童话世界里。

“壁画为何火？”在云维英看来，这离不
开社会的飞速发展。“最初，这些壁画主要
起装饰作用，可以让城市、乡村焕然一新，
但随着人们的审美逐渐提高，慢慢地大家
对壁画的内容开始有审美要求了。”

以乡村壁画为例，云维英认为，壁画与
画家们所熟悉的创作形式不同，将画纸换
为乡村内的一面墙壁，除了画材选择、画面
构图、色彩风格、分工协作带来的一系列问
题，还有很多其他因素需要考虑。

一旦进入公共空间，壁画这种艺术创作
就有了强烈的公共属性，像雕塑一样，首先
传递的情绪和能量要是积极向上的，其次这
面彩绘壁画与村子整体形象要协调融合。

“有些村民很关心我们画了什么。他
们是每天面对壁画的人，这里是他们的
家，所以在创作初期，我们会先和村民们
交流，充分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云维
英说，“青年画家为乡村添画”活动发起的
初衷，就是希望用艺术服务乡村、助力乡
村振兴。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创作了150余幅
壁画作品。”云维英透露，接下来，他们还将
走进海口多地创作，比如在美兰区北港岛，
感受那里的海风与渔歌；奔赴美兰区三江
镇茄苪村，用色彩描绘那里的田野与炊烟；
深入琼山区的长泰村冯白驹故居，将那里
的山水与人文融入画中……

实际上，民间也有不少力量在通过壁
画的形式添彩乡村。在连日来如火如荼举
行的海南省“万名大学生进千站”暑期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中，返乡创业青年林瑞
航带领大学生志愿者们在海南多个乡村留
下了壁画作品。

“我们以雷公马为创作主题，将这一海
南独有的生物形象融入壁画作品中，使得
雷公马或‘奔腾于’林间小道，或悠闲地‘躺
在’海边沙滩。”林瑞航说，希望通过一幅幅
壁画作品，讲述海南的故事，传递乡村的温
情与青春的力量，同时吸引更多的返乡人
才为海南的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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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博主都靓：

阅读是一件
最重要的小事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艳玫

近日，中国当代作家余华新书《山谷微风》
首发式在三亚举行。知名读书博主都靓受邀担
任首发式的主持人，与余华在微风、晚霞的相伴
中畅聊创作。活动之余，都靓接受了海南日报
全媒体记者的专访，畅谈她的读书感悟和创作
历程。

对都靓来说，阅读是一件最重要的小事，就
像是吃饭、睡觉一样，是生活里最普通又最重要
的一件小事。“我的阅读习惯是在孩童时期培养
形成。那时，我在姥姥所在的小镇读小学，娱乐
项目很少，家人又忙于工作，是姥姥家那一大箱
书籍带给我快乐，也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都
靓说。

通过一本本书籍，都靓读懂了苏东坡“小舟从
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豁达；读懂了杜甫“安得广厦
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心胸；读懂了王
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的意气风
发……

而在生活节奏加快的当下，如何静下心去阅
读？都靓说，兴趣很重要，不一定非要看文学史上
经典作品，可以从自己喜欢的作品看起，比如短篇
小说，它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然后慢慢再去看
长篇小说，再去看文学史上经典作品。

进入数字化时代，“视频化阅读”成为了阅读
新趋势。2019年，都靓在社交平台创建了“都靓
读书”账号，以分享好书、解读文学经典等为主要
内容，制作了一系列精彩的读书视频。短短5年时
间，都靓全网粉丝量超4000万，短视频播放量超
50亿次。

视频中，一头干练短发、面带微笑的都靓平易
近人，从古典文学到现代小说，从哲学思考到科学
探索，她总能用亲切自然的语调、深入浅出的讲解
方式，精准地解读一部部文学作品，挖掘出作品中
的深层含义和时代背景，找到与读者共鸣的点，让
人仿佛跟随她的步伐，一同漫步在书海中，感受到
作品的魅力所在，在不知不觉中对阅读产生浓厚
的兴趣。

有读者曾留言说：“通过你的解读，唤醒了我
对读书的热爱。”都靓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悟，
激发了无数人拿起书本的欲望，还规划起自己的
阅读计划，设定阅读目标。都靓说：“阅读不仅仅
是一种消遣方式，更是一种自我提升、心灵成长的
途径，能够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宽广，让我们的
内心变得更加丰盈。”

随着书读得越来越多，都靓也开启了写作
之路。都靓在《好诗好在哪里》中还原了李白、
杜甫、苏轼等24位诗人的人生际遇，讲透好诗
背后的深情厚意，挖掘诗人面对挫折和失意时
豁达的人生态度，用温柔笔触讲解经典诗词，致
力于在快节奏的网络时代中让更多人用轻松的
方式感受古诗名句的美妙诗意，重品传统文化
之美。

而此次来到海南，都靓发现这里是一块适
合创作的宝地。“对比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快
节奏，在海南很容易让人放松下来，静下心思
考。创作的灵感均来源于生活，一旦有了对生
活的感悟，灵感就会随之而来，我从三亚的夕
阳、萤火虫、山谷、微风、大海里都体会到了前所
未有的治愈感，这些都将成为我创作最好的素
材。”都靓说。

最近的热播剧，“含琼量”有点高！
8月14日，先是张译、秦岚主演的网剧

《九部的检察官》开播，许多海南的网友在
剧中看到了熟悉的场景，剧中的主角们在
万绿园查案、在中山路的大排档吃椰子鸡、
在观澜湖华侨中学讲课、骑着电动车穿梭
在坡博村……世纪大桥、琼州大桥、滨海大
道、复兴城、玉沙路等地频繁出现在转场的
镜头里。

紧接着，8月18日，银行题材剧《前途无
量》在央视八套播出。这部剧既有白宇、王
宥钧等新生代演员诠释青年银行职员的逆
袭与热血奋斗，又有王志飞、董勇、李乃文、
陈宝国、许亚军、李洪涛等实力派展现中高
层之间的博弈与智斗。该剧第一幕就是航
拍海口湾，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映衬了金融
题材的故事背景。而后，该剧的主要场景联
众银行龙源支行的拍摄地是文昌市铺前镇，
海文大桥在剧中多次成为“背景”。

这两部剧的热播，不仅让观众看到了海
南的美景，打开弹幕，还能看到有的网友称
赞取景地：“这景不错”“这个地方真好看”，
也让观众感受到了海南的文化和生活。

比如在《九部的检察官》里，未成年人检
察部（九部）的同事们在欢迎张译扮演的雷
旭时，在办公室的书架上摆了4个椰子，椰
子上刻了4个大字“雷主任好”，不少网友评

论：“这个欢迎仪式很海南！”“礼物很独
特”。主角们聚餐时，吃的是椰子鸡，网友说

“一说开动，所有人跑去打酱料好真实”。徐
帆扮演的角色提出“以椰子代酒”，这一幕又
引起网友的共鸣：“这我太熟悉了！”

最近，海口市民吴希祯正在同时追这两
部剧，她说，一来是因为剧情吸引人，二来也
是为了海南而追剧，“在电视里看到演员在
我们平时的生活场景里拍戏，真是沉浸式看
剧，看了《九部的检察官》，我还特地去了新
埠岛旧船厂取景地打卡。”

细看这两部热门剧集，不难察觉海南在
影视作品中的丰富多变和可塑性。海口滨
海大道的高楼大厦林立，为金融题材的故事
提供了毫无违和感的背景；海口坡博村、金
花村的烟火气息，让每一幕都洋溢着浓郁的
生活氛围；文昌市铺前镇既能展现海边小镇

的浪漫风情，又能捕捉到接地气的日常生活
……大街小巷、大城小镇、新居古村，镜头下
海南可盐可甜，风格百变，难怪受各大剧组
的青睐。

在电视剧、综艺节目、电影里看到海南，
早已不是新鲜事。在海南旅游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王健生看来，海南拥有特色且丰富的
历史人文、民俗故事，具有热带海岛独有的
自然资源、气候条件，作为热门海岛旅游目
的地自带流量，再加上海南自贸港政策红
利，影视产业前景无限，海南已经成为许多
影视公司、剧组的宠儿。

对于观众而言，这些剧集的热播不仅提
升了他们对海南的了解，也激发了他们探索
海南未知的另一面的欲望。正如吴希祯所
说，追剧，也是在探索和发现海南的另一种
方式。

一面破旧、
斑驳的墙，如何
改造？一支画
笔，足以墙上“生
花”。

走进海口市
演丰镇演南村，
一幅近 30 米长
的壁画引人注目
——接连成片的
红树林间，白鹭
翩翩起舞；金黄
色的稻田迎来丰
收，村民满面喜
悦；一望无际的
荷塘里，荷花、荷
叶摇曳生姿……
大自然的一物一
景“跃然墙上”，
为静寂的村庄增
添了活力与朝
气。

“这幅壁画
是我们近年来开
展‘青年画家为
乡村添画’活动
的成果之一。”海
南省青年美术家
协会主席云维英
说，数十位画家
走进乡村，用手
中的画笔改造一
面面旧墙，不仅
美化了环境，还
提升了乡村的文
化内涵和精神风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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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部的检察官》剧照。资料图

青年画家
云维英（左）在
创作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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