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片：
余海军，1976年2月出生，慈溪

市桥头镇丰潭村人。浙江省民间文
艺家协会会员，宁波大红鹰学院人
文学院客座教授暨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文化产业研究所研究专家。参加
全国及省市农民画各类比赛并多次
得奖，先后荣获“2004中国现代民间
绘画优秀画家”、“2004年度全国乡
村青年文化名人”、浙江省优秀民间
文艺人才、宁波市十大民间工艺美
术家、宁波市十大青年文化新星、宁
波市十佳民间艺术家、宁波市十佳
农民读书之星、宁波市青年文艺创
作积极分子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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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海军长得黝黑朴实，是个地道的农民，他的画却鲜亮而丰富，展现了宁波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反映了充
满希望的新农村生活和时代精神。在各种各样的比赛中，他的作品曾经多次得奖。

其实，他没进过专业的美术班，也没有正式拜过师。他执着地探索着属于自己的那条艺术之路。
记者 陈晓旻/文 周建平/摄

至今，余海军已经创作了1500
多幅农民画作品。题材涉及广泛，有
展现江南特色风景的，有表达对美好
生活向往的，有构想中国梦的……
2010年作品《十里红妆》获“农民画
时代—全国农民画展”最高奖，2014
年作品《慈溪的故事》获“青山绿水中
国梦—全国农民画展”金奖；2015年
《执政为民》获中国民协主办的全国
农民画展一等奖。

在去年G20峰会新闻中心的展
台上，一套“多彩浙江”明信片夺人眼
球，非常抢手。这套明信片共12张，
每张都印有一幅构图奇绝、色彩鲜艳
的农民画，余海军的《十里红妆》便是
其中一幅，描绘了浙江东部女儿出嫁、

父母送嫁妆的场景。
余海军每隔两三年就要改变自己

的风格，因为他认为创新是绘画艺术
的生命力，没有创新，艺术就会走进死
胡同。20多年来，余海军在吸收诸多
民间元素的同时一直坚持着创新的理
念，尝试用不同的材料、技法来实现艺
术的革新。水粉、丙烯、宣纸、油画布、
玻璃材料等，他都试过。余海军认为，
农民画的创新不仅仅是材料、构图、用
色，更关键的是思维，看东西要举一反
三。

他曾经独创了“点圈法”，运用连
续圆圈组成线条的手法，营造出画面
的磅礴气势和流动感。同时，运用现
代艺术所追求的不完整不完美的艺

术效果，使画面在原始中流动着现代
美。

功夫在诗外。为了更好地创作农
民画，余海军还自学了中国画和油画，
从中借鉴艺术的手法，并提高自己的
审美能力。为了更好地体现农民画的
民俗特色，他又琢磨雕刻、剪纸、蓝印
花布等民间工艺的技巧，把各种民间
工艺图案转化为自己的绘画语言，巧
妙地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如今的余海军希望可以多创作
作品，将来能够建立自己的艺术馆，
让更多的人了解农民画。他也很想
收学生，把农民画的技艺传授下去，
但是遗憾的是，现在的年轻人真正喜
欢农民画的极少。

余海军：

只画最接地气的农民画

最朴实
最接地气的画种

也许可以这样定义：农民画是
最朴实最接地气的画种。去采访余
海军的时候，他正在创作以二十四
节气为题材的作品，准备去参加全
国的农民画展。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
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
小大寒。”这是一首我们小时候背过
的《二十四节气歌》，可是四季轮回，
年年经历的节气，随着很多人远离
了农村和农事，在当代社会越来越
被忽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中，二
十四节气不仅深藏着亲人的关心和
呵护，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明的
延续。

余海军画的“二十四节气”展示
了每个节气浙东地区农业生产、农
村生活的场景。比如立春，该开始
备耕播种了，而谷雨正是插秧的好
时节；夏至，满山红遍的是可口的杨
梅……在他的画中每个节气都蕴含
了一个故事，这些都是小时候看到
的或者是老人们经常讲起的。整个
画面，余海军采用了红色的主色调，
是为了表达喜庆的氛围，让人看了
感受到农村劳动的快乐和丰收的喜
悦。

在5月底刚结束的宁波市优秀
农民画剪纸大赛中，余海军的作品
《秘色瓷都上林湖》又获得了金奖。

《秘色瓷都上林湖》采用最具有
越窑青瓷的代表色青色作为主色，
把上林湖越窑的拉坯、烧制、运输等
过程用一幅作品表达出来。余海军
说自己创作的想法，是因为越窑是
最能代表慈溪文化的，同时上林湖
越窑青瓷正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
保护工作，而越窑青瓷有很多是外
销瓷，又正好迎合我们目前正在倡
导的“一带一路”的题材。

“不过也有遗憾，因为创作时间
比较短，把那么多内容融汇于一幅作
品会显得言不尽意。我想以后再创
作一个长卷，把上林湖的传说也加进
去，内容会更加丰富。”余海军坦率地
说。

对于每一次创作，余海军总是
非常认真，他说：“我每次创作前，先
定一个主题。然后画成一个个故事
的场景，每个故事可以分开但又是
围绕一个大主题，而不是简单的画
面。然后确定和主题吻合的主色
调，不是大红大绿的各种颜色一起
往上堆。

画完二十四节气，余海军又在
着手一个百米长卷，叫做“周塘老
街”，他告诉记者：“这曾经是一条连
接桥头镇和逍林镇的繁华老街，布
满了各种即将消失的民俗小店和传
统手工艺铺子，我要把它从老一辈
人的记忆中找出来并用画笔留下
来。”这是个大工程，需要画很久，但
是余海军充满了激情。

没有正儿八经学过画画
余海军，1976年出生于慈溪桥头

镇，由于从小体弱多病，很少和同龄的
小伙伴去外面玩，自小喜欢一个人在
土墙和废弃的烟盒上画画。可是家里
的经济条件不好，父母也没有什么文
化，觉得画画没啥出息，而且还要浪费
笔墨纸张，因此反对他画画。

那时不仅没有什么画册，连看小
人书对于余海军来说都是奢望。余
海军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学过画画，
都是靠自己摸索，在不断实践和总结
中提高。直到今天，他都没有看画册
的习惯，因为从小他都是自个儿琢
磨、想象着画画。他最喜欢看的是精
美雕刻的老家具和雕梁画栋的老房
子，有的还镶着砖雕，上面有各种各
样的民间故事。每次他都会痴痴地
看上半天，心里默默地记下来，然后

回到家里照着画。
余海军画画的天赋在父母看来

甚至是种负担。初中才读了两个
月，父母就让他辍学去做小工赚钱
了。余海军是个懂事的孩子，知道
家里穷，于是个子小小的他白天在
工地赚钱，晚上点上蜡烛偷偷地画
画，因为用电灯画画容易引起父母
的注意而被责备。好几次，一不小
心，他的眉毛和刘海被蜡烛给烧焦
了。

1992年，余海军被村里推荐去
参加当时慈溪市文化馆举办的为期
三天的现代民间绘画培训班。他回
忆说，时间太短了，而且老师讲得也
很笼统，就让我们照着别人的作品模
仿。培训班结束后，文化馆的老师让
他拿几张画过去，说是挑出来去参加

全国的比赛。余海军随意地画了几
张画，拿到文化馆去参加“香港之窗
杯”全国农民画大赛，没想到他的作
品《春蕾》竟然得了奖，还拿了80元
奖金！

从那以后，余海军年年都有作品
在全国、省市级比赛中获奖。如《乡
情》《渴望和平》《和谐社会的畅想》等
作品获浙江省现代民间绘画展一等
奖。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渴望春
天》《江南水乡》等6件作品入选中国
农民画优秀作品展。

当时就有人跑到他家里，要先付
钱订购余海军的画，看他来不及画，
说只要在他们带来的画上签名就可
以了。对此余海军毫不犹豫地拒绝
了。直到今天，他都坚持：“想买我的
画，一定要真正喜欢和欣赏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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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秘色瓷都上林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