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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市金口镇王瓦村是一个只有
200多户的普通小村庄，虽以农耕为主，
但是却重视传统文化，书画育人。几十
年来，村庄涌现出了30多位农民书画爱
好者，上到96岁的耄耋老人，下到6岁的
娃娃，他们都能习字作画。平时大家下
田忙碌，农闲时就聚在一起挥笔泼墨，
写字作画，村庄的文化氛围很是浓厚。
近年来，5位优秀农民书画爱好者成为
即墨市、山东省书协会员和美协会员，
出版作品集并且在国内外书画比赛中
屡次获奖。

书画成村民农闲时最大爱好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金口镇王瓦村
的村委文化大院里，只见里面非常热
闹，房间的四周墙壁上挂满了村民们
自己创作的书画作品，书画爱好者们
正在一起写字作画，交流学习。“我们
村可以说是一个书画村，上到96岁老
人，下到娃娃，都爱好书画。”67岁的王
可和正在和在场的“同道中人”一起欣
赏自己刚刚完成的巨幅长卷工笔画
《二十四孝》，王可和对艺术的执着坚
持和作品的高水平，让在场众人赞叹
不已。“画这幅《二十四孝》一共用了3
个月的时间，艺术不能脱离生活，我就
是想向大家提倡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传承传统文化。”王
可和说。

记者了解到，王可和自幼爱好书法
绘画，因为家庭贫困，高中辍学以后就
回家务农，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
代，即使缺衣少食，王可和也没有放弃
自己的爱好，没有钱买纸墨，他就拿着
毛笔蘸水写字，下地干活休息时，也不
忘记用树枝在地上反复练习。后来随着
生活水平的好转，王可和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书画上，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
平，他经常去书店购买材料学习，只要
青岛周边地区有书画展，他就会想办法
前去观摩学习。几十年的执着坚持，也
让王可和的书画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
据悉，像王可和这样的书画爱好者在村
庄还有很多，画画、书法成为这个村庄
最“时髦”的事物。

96岁老人依然每天练书法

“老人家这么大岁数了，还坚持每
天练字，这种精神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采访中，记者看到96岁的万兆钧老人正
在书写一个寿字，只见他拿起毛笔，一
笔而下，字如行云流水般跃然纸上，苍
劲有力，气势磅礴，在场众人连连鼓掌
喝彩。据悉，万兆钧老人以前也是务农，
练习书法至今已经有70多年的时间。
“练习书法对身体很有好处，是全身运
动，我现在除了听力不太好之外，身体
非常好，眼睛现在看报纸都没有问题。”
万兆钧老人说，练习书法还锻炼记忆
力，毛主席诗词和《唐诗三百首》自己都

可以信手拈来。而万兆钧老人凭借着深
厚的书法功底，作品曾获多项国内外奖
项，还被录入《中国名人大辞典500强》。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受家庭文化氛

围的影响，万兆钧老人的儿子和孙子也
都爱好书法艺术，而且有趣的是祖孙三
代全是自学成才。

农民书画家走上专业道路

在王瓦村，不管走进哪户村民的家
中，几乎随处可见书法、绘画作品，也
许，这些作品仅仅是这帮农民艺术家随
性的一次涂鸦或者酒后的一次放纵，但
是却彰显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
爱和痴迷。几十年来，村庄一直重视传
统文化，许多爱好书画的村民，都是下
地种完庄稼后，挽着泥裤腿直接就去文
化大院挥笔泼墨。
据悉，近年来，村庄走出去多位市、

省级书协和美协会员，村民王可超目前不
仅是省书协会员，还出版作品《王可超书
画作品集》，农闲时还在村里免费辅导小
学生学习书法。“我们村有着几十年书画
创作的历史，村民们喜欢书画，所以艺术
氛围比较浓厚。”王瓦村党支部书记王建
伟告诉记者，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要充实
精神生活，不图名利，就图个乐和，农闲时
村民们写字画画，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一种传承，是好事，村庄也给他们提供
了写字画画的场所，并免费提供笔墨纸
张，虽然目前村庄条件有限，但是会积极
给大家创造出一个好的文化氛围。

放下锄头拿画笔，这帮农民了不起
即墨金口有个“书画村”，走出5位省市级书协和美协会员

王可和历经3个月创作的作品《二十四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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