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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

一一幅幅彩彩缎缎织织品品能能卖卖十十多多万万元元
90后日照嫚赵洁成农民画绣传人

半路出家

只为园艺术梦

赵洁的父亲是一名画家，母亲也在
画艺方面颇有成就，从小受到父母的熏
陶，耳濡目染也爱上了绘画。但父亲并
没有从小系统地培养赵洁的绘画技巧，
反而从音乐、茶道等方面培养她的气
质。“小的时候，一直给我报舞蹈班学舞
蹈，我还想呢，什么时候也让我学学画
画啊。”赵洁一边姿态优雅地洗茶、沏
水，一边笑着回忆道，“小时候我就在我
爸画画的时候跟着研个墨，勾个边，打
打下手。”

“在那个年代，搞绘画创作没有前
途，都吃不上饭，受过苦的人，不能让孩
子也吃不上饭吧。”赵洁的父亲赵家乐
说出了没有让赵洁从小学绘画的原因。

顺从父母的意愿，赵洁在大学学的
是国际贸易专业，但她对艺术的热情并
没有降温。“我常常偷偷到隔壁的服装
设计班去蹭课，还是觉得艺术设计更有
意思。”说到这件事赵洁眼神里带着小
女生的调皮。

2008年，赵洁第一次接触到了农民
画的创作，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喜欢
上了。“我从没见过这么有意思的东西，
构图饱满、造型夸张、色彩艳丽，充满着
无限的童趣。”赵洁说，“但是，画农民画
的大多都是老人，最年轻的也 5 0多岁
了，我就想，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就没有
年轻人学呢，不能将这门手艺丢了啊。”

学画艰苦

作品捧全国银奖

刚刚开始创作的时候，赵洁并没有
那么丰富的生活阅历，尤其是农民画的
创作，需要大量地生活见闻。于是，她就
上山下乡，到处写生、采风，还淘来了各
种各样几近失传的农家用具。“开始的
时候，老师让我自己去做一幅创作，我
画了20份样稿。”赵洁说，画到第19幅的
时候，就已经快要崩溃了，哭着给家里
打电话。但是，对于自己热爱的东西，她
不想就这么放弃，终于赵洁上交的第
20 幅作品通过了审核。“老师是想让我
学会做人，只有体会了痛苦的过程，才
能真正学会珍惜来之不易的成果。”赵
洁懂得反思，她在思考中完善自己，也
成就着自己的艺术。

作为 90 后的赵洁在农民画创作过
程中和那些经历过世事沧桑的老年人
比，确实缺少了农村见闻和人生阅历，
但赵洁却把这当做了自己的优势。赵洁
的画中，更多表现的是新农村，她把自
己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画到了画
中。“我去农村里体验生活，观察他们的
生活状态，”赵洁说，“我常常缠着好多
老人给我讲述一些民俗民史，神话故
事。”赵洁根据日照传统的嫁娶习俗所
创作的《喜盈门》农民画绣，一举获得了

第七届(深圳)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
易会银奖。

农民画绣

已形成产业链

日照是国家文化部首批命名的三
大农民画乡之一，与上海金山、陕西户
县齐名。将农民画与传统刺绣工艺相结
合，是赵家乐的创意。赵洁对父亲的农
民画绣颇为激赏：“农民画作为日照本
土的民间艺术，如果不能走向市场，实
现产业化，它的发展就难逃消亡的命
运。”“日照农民画绣”因其融民俗性、艺
术性、实用性、便携性等特点于一体，将
充满泥土气息的农民画与传统刺绣巧
妙的结合起来，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
色和对外文化传播的功能，非常适合作
为外事礼品，其作品《扬帆日照》作为日
照市外事礼品赠送给联合国副秘书长、
人居署执行主任安娜迪贝琼卡一行，并
荣获美国方面颁发的“文化交流特别贡
献奖”。

“我们的农民画绣现在是画图起
稿，着色，电脑制版，刺绣，深加工，销售
一条龙，已经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产业
链。”赵洁说，传统工艺之所以无法传
承，无非是没有经济效益，无法适应市
场，如果将民族文化的艺术性与实用性
相结合，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传统文化艺
术的美，让更多的人喜欢，就能吸引更
多的人来学习、传承。

最大愿望

帮爸爸办画展

现在，赵洁的一幅彩缎织品农民画
绣能卖到十多万元，一幅普通的农民画
绣也能买到几百块。在艺术传承与利益
诱惑的冲突迷茫中，赵洁并没有迷失反
而从中沉淀升华，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
找到自己的一片净土。“我还在收集许
多民间的老东西、老工具，比如瓦当、蓑
衣、布艺品等，创办了两家民俗文化体
验馆，接待小朋友们来体验，从小培养
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爱好和兴趣。”赵
洁说，“去年我还做了一个中国梦的系
列农民画绣，将中国传统的孝文化、劳
动文化以这种形式传承下去。”

赵洁一直对父亲充满敬佩与感激。
当问到她近期的打算时，赵洁准备将自
己的孝心付诸实践：“趁着我还年轻，我
想将爸爸的公司接过来，让他在创作的
黄金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画作。如果将
来有可能的话，为爸爸办一场画展，也
不辜负爸爸这么多年创作的艰辛。”她
一直强调自己所谓的成功，更多的是站
在了父辈的肩膀上，而自己能做的就是
努力让它真正署上自己的名字。

当谈到今后的发展目标时，赵洁还
是很坚定，她笑容柔和，眼神却有力不
移：“创作、创新，将咱们民族的东西传
承下来，是我永远不变的理想。”

在东港区日照街道大石桥村，赵洁的农民画绣研发工作室就像一座传统
民俗展览馆，一间展厅四面墙上满满地陈列着她创作的作品。3 月 24 日下午，
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坐在画架前拿着画笔娴熟地调色、下笔，将一幅农家乐染
上喜庆祥和的色彩。赵洁今年24岁，是日照农民画绣的传人，2008年，她开始学
习创作农民画，六年磨一剑，现在，她创作的一幅彩缎织品农民画绣能卖到10
多万元。

本报实习生 边庆瑜 王楠 孙凯悦

赵洁工作之余，向喜欢画画的儿童传授绘画技法。
(受访者供图)

赵洁在工作室进行农民画创作。 本报实习生 边庆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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