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根笔头三代人：乡野之间“画”传承

在浙江丽水的一个小村庄里，有一个名叫陈氏的家族，凭借一根毛笔，书写了三代人的传承传奇。这根笔，名为“青松”，笔
杆上刻着岁月的痕迹，笔尖却依然锋利，仿佛承载着家族的灵魂。故事的起点要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陈氏家族的老祖父陈
福生，一位普通的乡村画匠。他年轻时走街串巷，用这根“青松”毛笔为乡亲们绘制年画、门神和家谱图。他的画风朴实无华
，却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每一笔都仿佛在诉说田野间的故事。陈福生常说，这根笔是他与故乡的纽带，画出的不仅是图画，
更是乡亲们的喜怒哀乐。到了陈福生的儿子陈明华这一代，时代变迁，年画逐渐被现代印刷取代，乡村画匠的活计日渐稀少。
但陈明华不忍父亲的心血就此湮没，他接过“青松”毛笔，开始钻研国画技艺。他将父亲的年画风格融入山水画中，形成了独
特的“乡野画风”。他的画作中，常常出现村口的古井、田间的稻穗和夕阳下的炊烟，这些画面不仅唤起了村民们的乡愁，也
吸引了外界的目光。陈明华曾在县城的文化展览上展出作品，意外获得了艺术评论家的好评。他却从不以此为傲，只说：“这
根笔画的是我们村的魂，不能忘了根。”在他的坚持下，“青松”毛笔不仅延续了家族的绘画传统，还让乡野文化在新时代焕
发出新的光彩。到了第三代，陈明华的女儿陈晓雯接过了这根笔。出生于90后的她，大学主修艺术设计，深受现代艺术的影
响。起初，她对父亲的“老派”画风并不感兴趣，认为那些乡村题材太过陈旧。但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老家翻看了祖父和父
亲的画作，那一幅幅充满乡土气息的画面让她泪流满面。她开始意识到，这根“青松”毛笔承载的不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文化
的根脉。于是，她决定回到村里，继承家族的绘画传统。陈晓雯将传统画风与现代元素结合，创作出既有乡野风情又具现代审
美的新作品。她的画作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关注乡村文化。她还在村里开设了绘画工作坊，教孩子们用毛笔画出
家乡的风景。她说：“这根笔让我找到了自己的根，也希望它能让更多人记住乡野的美好。”这根“青松”毛笔，见证了陈氏
三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从老祖父陈福生的年画，到陈明华的乡野国画，再到陈晓雯的现代融合，每一代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让
这根笔在乡野之间延续了文化的生命力。村里的老人常说，这根笔不仅是陈氏家族的传家宝，更是村庄文化的象征。它画出的
每一笔，都承载着对故乡的热爱与眷恋。如今，陈晓雯的工作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体验，村里的年轻人也开始重新审
视自己的文化根源。这根笔的故事，早已不只是一个家族的传承，而是乡野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复兴的缩影。在快速城市化的今
天，陈氏家族的故事提醒我们，乡野之间仍有值得珍视的文化瑰宝。一根笔头，串联起三代人的心血，也勾勒出乡村文化的生
命力。这不仅是一个家族的传奇，更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野间生生不息的写照。未来，这根“青松”毛笔或许还会继续书写新
的篇章，将乡野的记忆传递给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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