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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 王佳涵）近日，“文

学入画六人行”——鲁光、石楠、肖复兴、赵

丽宏、连辑、冯秋子画展在市博物馆开展。

画展由市委宣传部、市鲁光艺术促进会

主办，市文广旅体局承办。本次画展共

展出了鲁光、石楠、肖复兴、赵丽宏、连

辑、冯秋子近期创作的66幅作品。

六位画家来自不同地域，人物、山

水、动物各具风格。但有一点是相同的，

那就是“文学入画”，即都是在画自己，用

彩墨抒写自己的情感、理念和信念。作

品画面温和又有张力，色彩丰富，散发出

蓬勃生命力和活力。因此，每位画家的

展区前都有一幅各自手书的“文学入

画”，见字见人，以显其道。

以“文学入画”主题进行艺术交流，

是鲁光的提议。文学入画既是一种理论

见解，又是一种艺术实践。“对于一个画

家而言，他笔下的一切，无论是动物还是

花鸟，都是他寄托思想、抒发情感的一种

艺术符号。”鲁光说，希望有更多的人喜

欢这些作品，并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丰富

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

多年来，鲁光对家乡永康情结深厚，

多次捐赠书画、出版作品、手稿数百件，并

将自建自用的五峰山居捐赠出来作为

开展文化艺术活动的场所，不遗余力地为

传承和发展家乡的文化艺术作出贡献。

近日，由市文联、市作家协会选编

的《文章写在大地上——永康市驻村

作家诗文选》整理成册，该书共收录了

36 位驻村作家的 168 篇（首）诗文，这

是我市作家驻村活动取得的阶段性成

果，向党的二十大献礼。

《文章写在大地上》由三个篇章构

成，分别是驻村作家在前仓镇、西溪

镇、石柱镇创作出的诗文作品。驻村

作家深入乡村，以驻村的所见所闻和

亲身经历作为素材，用质朴的语言、独

特的角度，写下一篇篇生动的诗文，展

示了我市乡镇的崭新面貌，具有强烈

的乡村气息和蓬勃的生命力。

为不断延伸文化触角，夯实新

时代文化高地，激活乡村振兴的一

池春水，2021 年 1 月 31 日，陈亮研

究会“艺山义田”人文实践暨作家驻

村启动仪式在前仓镇大陈村举行。

我市 40 多位作家、学者共同见证陈

亮 研 究 会“ 艺 山 义 田 ”人 文 实 践 基

地、市作协驻村作家俱乐部等的授

牌仪式，并参加了“推行作家驻村制

度，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座谈会。

据悉，“艺山义田”是艺术的山，

道义的田，即在人文实践中，恪守陈

亮“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的事功学

说，发挥作家的文化优势，为村落文

化发展赋能。“把文章写在大地上”，

是作家集群构建、抱团驻村，助推乡

村文化振兴的创新举措。驻村作家

用笔挖掘独具魅力的故事，寻找乡

村中的诗情画意，赋予乡村更深厚

的文化底蕴，并将其转化为乡村振

兴的活力。据了解，这场人文实践

在全国当属首创，随后金华市作协

还推广了这一做法。

作 家 驻 村 活 动 第 二 站 是 西 溪

镇 。 2021 年 6 月 23 日 ，20 多 位 作

家进驻西溪镇棠溪村、桐塘村等多

个 村 ，领 略 山 乡 风 情 ，体 验 百 姓 生

活 ，充 分 挖 掘 传 统 村 落 文 化 资 源 ，

创作出一批富有地方特色、散发泥

土 芳 香 的 文 学 精 品 。 同 年 9 月 4

日，驻村作家们还一起走进了石柱

镇及飞鹅山石榴籽多民族社区，以

文字力量助力民族大团结，打造文

化共同富裕示范区，留下了许多精

彩篇章。

这些有时代温度的精品力作，是

作家真正沉入生活深处，扎根新时代

乡村的成果。“作家不应仅仅把文章

写在纸上，不应仅仅停留在写文章

上，而是要想方设法把文章转变为现

实生产力，转变为推动乡村发展的力

量，转变为乡村、乡民实实在在的物

质财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作

家协会名誉主席章锦水在该书前言

中如是说。

《文章写在大地上》充分展现了当

下新时代农村的人文风采。诗文鲜活

生动，很接地气，字里行间处处彰显着

文明和谐的乡村氛围。驻村作家通过

地域特色鲜明、乡土气息浓郁的诗文

创作，展现我市乡村振兴的成果，赞美

乡村的文明建设。其中，有的诗文已

在地市级、省级、国家级报刊公开发

表。这是“艺山义田”人文实践的有益

尝试，也是我市乡村文化振兴和文旅

融合发展的有效成果。

现在，驻村作家已逐渐进入个体

活动阶段，常常可以见到他们走村穿

巷的身影，听闻他们以文赋能的帮扶

故事。作家们实地体验我市生态人文

之美、乡村振兴发展硕果，用心用力用

情描绘我市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市会涌现出更多

高质量的文艺作品，满足人民对精神

文化生活的新期待。

融媒记者 王佳涵

丽州大地山川秀美，人杰地灵，孕

育出一批有志之士，如北宋清官胡则、

南宋思想家陈亮、明代廉吏朱方、清代

才女吴绛雪等。他们的形象和故事深

入人心，久久传颂。

明朝嘉靖八年（1529 年），方岩独

松出了一位榜眼，后来还有着“清正名

臣 ”的 美 誉 ，他 便 是 程 文 德（1497

年-1559年）。《四库全书》曾收录他的

著作，并评价曰：“文德位通显要，然殊

清廉、刚正。”10 月 20 日，记者探访程

氏后人、市程文德程正谊文化研究会名

誉会长程朱昌，听他讲述先贤的故事。

重教兴学
悉心培育莘莘学子

程文德，字舜敷，号松溪，永康独

松人。他少时立志于学，初授业于章

懋，后赴余姚师事王守仁，得“良知良

能”学说要旨。明嘉靖八年，程文德榜

眼及第，授翰林编修。

“程文德为官 27 年，几经宦海沉

浮，从县府小吏到朝廷二品大员，始终

廉正清白地奉公行事。其中，最令我

难忘的是他在信宜所做的事。”程朱昌

动容地说，明嘉靖十一年，程文德受杨

名弹劾奸相汪鋐一案牵连，谪信宜典

史。程文德到任之初，信宜学宫破败

不堪。于是，他倡议重修县学，建立丽

泽书院。

程文德主导的建设丽泽书院项目

刚开始动工不久，因时任知县谢彬调

离等原因，工程被迫停工。程朱昌说：

“虽然程文德离开了信宜，但心中仍时

刻挂念着，只要碰到继任者，一定要嘱

咐此事。”嘉靖二十九年，程文德已官

至礼部右侍郎。时任信宜知县许述请

人画了学宫示意图，命人送给程文

德。程文德对此十分高兴，写下《信宜

迁学记》，回忆迁建的艰难过程，并对

信宜诸生谆谆教诲：“将茂声实于当

时，垂休光于后世，不徒科名已也。”据

《重修信宜县志》记载：明清两代，信宜

学宫共培养出进士 10 人，举人 70 人，

贡生 343 人，这与程文德在信宜兴学

重教密不可分。

程文德重教兴学的思想也深刻影

响着程朱昌。多年以来，程朱昌和儿

子程育全大力支持家乡教育事业的发

展，多次向学校捐赠助学基金，资助学

生近2000名。“读书能改变命运，我非

常乐意帮助孩子们完成学业，也希望

尊师重教的风尚能代代传承下去。”程

朱昌说。

贫不能殓
为官清廉家无积蓄

“程文德不仅崇文重教，还是一个

刚正不阿的清官，他正道直行，厌恶奉

迎讨好，清廉事迹数不胜数。”程朱昌

说，嘉靖三十二年，程文德任吏部左侍

郎，主管官员的考察与升迁。为了杜

绝说情打招呼，程文德在自己办公的

门前挂出“此是公门莫谈私事，徇私枉

法天理不容”的牌子，公开拒绝一切私

人请托。

据《明史》记载，程文德为官清廉，

家中并无积蓄，晚年回乡后生活几

陷困顿，常年着布袍，粗茶淡饭。嘉

靖三十八年，程文德病卒于家，终年

63 岁，去世时竟然“贫不能殓”。后

来，幸得时任浙江总督胡宗宪要求

金华府拨款予以资助，程文德方得

入土为安。

“吾见天下之人，不走正路而赶

时势的，掩饰真情而沽名钓誉的，聚

敛钱财而自肥的，胡作非为而逞能

的，违法扰民而不怕怨恨的，不一而

足。”程文德立志为圣贤，不断地修

业养德，学深养厚，外不为利动，内

不为私惑，另著有《松溪集》《程文恭

遗稿》等，激励后代耕读传家，知行

合一。

史册典籍深刻记载着先贤的高

尚 德 行 ，虽 然 这 些“ 立 德、立 功、立

言”的古圣先哲们早已湮没在岁月

云烟的深处，但他们的清廉品格和

刚正节操始终令人动容，每每翻开

尘封已久的史料，都能引发我们深

深的思考。“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

之生面。”时常聆听先贤事迹，养自

身浩然正气，将先辈今人的教导铭

于心，践于行。

融媒记者 王佳涵 吕晓婷

外不为利动 内不为私惑

一代名儒程文德清廉之风浸润人心

见字见人
以显其道

“文学入画六人行”
展出66幅作品

抱团驻村创作 振兴乡村文化
我市作家“文章写在大地上”结硕果

本报讯（融媒记者 王佳涵） 10 月

17 日，记者从市非遗保护中心了解到，

第十三期永康鼓词培训班已接受报名，

报名时间从即日起至11月7日止。

记忆中的西津桥头总少不了吹拉弹

唱的乐音。艺人演唱时，右腿放着一只

鼓盆，右手执一根鼓箸，左手执竹板，敲

打出节奏分明的节拍，演绎最原汁原味

的永康腔调，这便是流传至今的民间瑰

宝——永康鼓词。

永康鼓词，俗称“唱古事”或“唱故

事”，是金华地区的主要曲种之一。它是

一种说唱相间、以唱为主，以纯正永康方

言单口说唱、一人演唱多角的曲艺形式，

唱词押韵切意、通俗易懂，具有浓郁的乡

土气息。2011年，永康鼓词被国务院列

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2019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

随着老一辈鼓词艺人的离去和现

代娱乐活动的丰富，近几十年来，鼓词

传人数量急剧减少，永康鼓词整体发展

呈萎缩状态。所幸近年来，我市非遗保

护中心以鼓词宣讲为平台，大力抢救永

康鼓词，激发创演活力，推动了永康鼓

词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为我市培育了一

批新生代鼓词人才，并成立了一支鼓词宣

讲队，以乡音传递党音，传递乡村振兴成

果，为这项传统曲艺赋予了新的活力。

今年，为了进一步传承和发展永康

鼓词，壮大鼓词创、演人才队伍，由市

文广旅体局主办，市非遗保护中心、市

民间艺术表演协会承办的第十三期永

康鼓词培训班向全市招收学员 20 名，

培训班免费提供器材，并由永康鼓词

传 承 人 执 教 。 感兴趣的市民可联系：

0579-83832190,15058662367。

抢救永康鼓词
激发创演活力

第十三期永康鼓词
培训班开始招生

程朱昌在讲述程文德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