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边事0404 >> 2024年9月7日 星期六

主编 江前兵 责编 黎伟

视觉 胡颖 徐剑 校审 王志洪

重庆非遗知多少？哪些非遗项目将亮相央视，让全国
的观众朋友大饱眼福？今日20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
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重庆篇，将在CCTV-1央视综合
频道播出。届时，观众们一起领略重庆非遗的匠人匠心与
守正创新。

据介绍，《非遗里的中国》重庆篇节目将集中展示铜梁
龙舞、川江号子、梁平竹帘、梁平木版年画、大足石雕、苗族
民歌、土家玩牛、刘氏刺熨疗法、万古鲤鱼灯舞、重庆火锅、
重庆小面等32项独具重庆地域特色和巴渝文化特色的国
家级、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非遗里的中国》重庆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龙

洋担任主持人，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故宫博物院
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著名歌手孙悦作为嘉宾参与节目
摄制。他们走进大足昌州古城、大足石刻景区、铜梁玄天湖
景区，观看非遗项目展演、体验非遗项目，与非遗传承人互
动，和观众一道走进重庆人有滋有味的生活画卷。

32个重庆非遗项目既有厚重历史也饱含深厚文化底
蕴，既充分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精湛的传统技艺、精彩的
舞台表演，也体现了传承人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弘扬，记录了重庆人的生活生产方式，展现了巴渝秀美风
情，表达了重庆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展现了优秀的
巴渝特色文化。通过这些非遗项目，可以领略感知重庆人

的勤劳、聪慧、乐观、坚韧与开放包容。
《非遗里的中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和旅

游部联合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通过呈现非遗技艺
传承的匠心与坚守，勾勒其发展的创新与活力，让观众体
验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守正创新，感受到非遗技艺
传承人的匠心精神，全景展现中华民族深厚绵长的非遗
传承之脉，和繁华蓬勃的创新应用景象。《非遗里的中国》
重庆篇，对于推介重庆地域文化、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传播和发展，带动重庆文旅产业发展都将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王尊

年过五十开始学国画

51岁的周琴没有去过黄山，但她笔下的黄山流云飞瀑
灵动秀丽，栩栩如生。她花了一个周末完成这幅一米多长
的画卷，静静地坐在画前欣赏，眼里满是欢喜。

那是她心中的诗和远方，亲手用笔墨画了出来。
周琴的前半生历经坎坷。她老家在江津区白沙镇，父

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虽然家里拮据，但他们省吃俭用，
供女儿读完了初中。周琴从小就喜欢涂涂画画，跟着小人
书临摹，为课本画插画，班里的黑板报经常都是由她一手操
办。

14岁时，年幼的弟弟因病去世，那是周琴第一次经历
巨大的悲痛。16岁开始拜师学艺，后来到广州打拼，并自
费报考服装大专，学习服装结构与设计。

好学、敢拼的周琴从普通的设计、打板工作一直做到了
管理层，取得了高级技师证，公司还推荐她出国做技术指导
管理……

然而，由于经历了不顺的感情，她的生活和事业一度跌
到谷底，把积蓄差不多都用尽了，一朝又回到了从前。“那段
时间啊，感觉就像在混沌中挣扎，找不到出口。”

2021年，周琴回到重庆开始干家政工作，和儿子一起，
挤在康庄美地一间月租300多元的公租房里。

为了多赚钱，她一天最多接了4份工作，马不停蹄在不
同雇主家之间穿梭。凭着勤劳肯干，她还完了所有债务。

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彩墨山水，在笔墨勾
勒出或雄伟峻厚、或温润清丽的风景前，周琴舍不得挪开眼
睛。“人生短暂，去不了的地方，原来还可以画出来……”

借钱去外地学画画

在30多平方米的公租房里，周琴开启了“画家梦”。
在网上找课程自学、买书看，慢慢摸索。5点起床，画

两个小时，7点半收拾，骑着共享单车去四公里外的雇主家
开始工作，负责遛狗、做清洁，中午忙完到家两点左右了，抽
空画一个小时，下午3点多又要去另外一家，主要负责做
饭，晚上7点半到家，又会继续练习画画。

她的手机里设了十几个闹钟。“如果不设闹钟提醒自
己，常常画着画着就忘记了时间。”

屋里堆满了家具和杂物，转身都有些困难，她就用捡来
的纸板搭在缝纫机上当作画台，用夹袜子的架子挂毛笔。

除了家政工作，周琴把所有的休息时间都留给了画
画。不上班时，经常一画就是一整天，从清晨到深夜，连饭
都忘了吃。

想要技术精进，自学远远不够。去年，周琴参加了彩墨
山水画家曾刚的面授班，数千元的学费对她来说不是个小
数目。

“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现金，学费还是找妈妈借的……说
起来真有些不好意思，老人家都70多岁了，还要找她借钱
……”因为自己工作也就维持生活，说到这里，周琴有些哽
咽，转过头抹了把泪，又笑了起来，“但她非常支持，说自己
没文化，不懂这些，但只要你喜欢画，就好好地学！”

周琴专程向雇主请了假，脱产去湖南张家界上了十天
课。为省下10元一顿的早餐，她每天特意早一点出门，和
其他同学错开，但买一套500多元的画笔却毫不犹豫。

周琴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像个小学生一样认真，
如饥似渴地学习。有名师指导，加上勤学苦练，周琴的进步
很快。

老师对她的评价是，能够熟练地运用彩墨表现出唯美
的画面，画面生动、丰富、深入，极具感染力。

画画让她忘记烦恼

周琴的生活很简单，平时的社交也非常少，生活被做家
政和画画填满。但她沉醉于此，享受着画画的乐趣。

“在绘画中，我能感到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充实，往日的
心结、伤疤随着线条一一抹平挥发。工作中的不被理解也
被治愈。”她说，现在的雇主对自己很好，然而之前做家政
时，遇到过“奇葩雇主”，曾被搜包，遭受到莫大侮辱。“太不
信任人了，我们做家政的，怎么会连这点素质都没有！”周琴
觉得既委屈又沮丧，背地里偷偷哭过。

但只要拿起画笔，一切烦恼都烟消云散。
需要画苍天古树时，她不知道树皮的纹路、树疤、苔藓

等是什么样的，就跑到照母山、社区公园，去观察那里的古
树，在手机里拍下上百张照片，回来对照着细细刻画，在为
雇主家遛狗时，也趁机观察着周围的一草一木，积累绘画素
材。

她的彩墨山水画将变幻的色彩融入其中，远山和丘陵
仿佛藏在云雾之中，云动山静而又相互融合。

去年，街道举办居民画展，她交出了第一幅原创山水作
品。让她惊喜的是，获得了一等奖，还得到了500元奖金！

雇主支持她开画展

9月初的一天，周琴跟一位刚认识的朋友聊天，说起自
己热爱画画，已经画了近百幅作品，对方鼓励道，“你太厉害
了，要坚持画下去呀，以后开个画展！”

一句或许是无心的话，却深深触动了周琴。
办画展，对于一名家政女工来说，曾经是多么遥不可及

的事情，如今看来，似乎也不是不可能！
周琴上班时，把这个想法讲给雇主林兰女士（化名）听，

林兰高兴地说：“周姐，你画得那么好，稍加时日，完全可以
开个画展！”她表示，非常支持，并愿意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哪一天她开了画展，我一定去捧场，叫上朋友们都去
欣赏！”

周琴笑了。当画家的梦，点缀在狭窄、简陋的公租房
里，把清苦的生活照亮。柴米油盐里，也装着诗和远方。

有人问她：“你这么辛苦，上完班还要画画，不累吗？”
周琴认真地告诉对方，“做家政是为了生计，为了养家

糊口必须要去做的。而画画是一种生活，心里快乐，也就乐
于去做。”

一年来，周琴花在绘画培训、画材上的费用近2万元，
差不多是她收入的一半了，而且近期内也不会因为画画带
来额外的收入。但她感觉心里一直被幸福填满。

在采访中，康庄美地二社区党总支书记牟果告诉记者，
社区非常欣赏周琴的绘画能力，接下来还准备请她来为社
区居民进行绘画培训。

周琴离她的画家梦，每天都在接近一小步。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纪文伶

周琴举起喷壶，朝刚画好
的一幅彩墨山水画喷了喷水，画
面顿时生动、立体了起来——这

个水壶也是她在做家政时，为雇主家的玻璃窗喷水用的。
相同的动作，不一样的心态。
她是一名“家政大姐”，也是一名有着画家梦的山水

画创作者。白天在雇主家做家政，8小时之外，在30多
平方米的公租房里挥毫泼墨。对两江新区康庄美地二
社区居民周琴来说，两者都同样重要：一个是为了生活，
一个是因为热爱。

今晚8点锁定CCTV-1 看《非遗里的中国》重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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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笔墨 遍地是丹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