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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察

■直击社会文化热点
■思考当下文化现象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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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亚娟 本报记者 陆少平

我省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是一个很特别的
地方，原本开阔的、一望无际的平原到了这里
有了停顿和层次感：山峦起伏，丛林错落，与
掩映其中的一幢幢俄罗斯风情小黄房子共同
勾勒了一幅幅宁静、悠远而美丽的图画。而
依托浓墨重彩的四季、层峦叠嶂的山峰、色彩
斑斓的景致和百年俄式风情建筑建立的横道
河子油画村，经过五年的建设，已经成为这座
百年小镇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艺术家们奔向这里。据不完全统计，仅
今年 1月至 10月，不算自行前来写生的画家
和美术爱好者，仅来自国内外的著名画家和
美术院校的学生到此写生创作的就有 1.3万
多人。日前，记者来到横道河子油画村，“探
营”横道河子油画村的独特魅力。

一个构想
油画村变成了现实

横道河子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国
家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是我省东西部交通的
必经之地，全镇森林覆盖率达 95%。镇内现
有保存完整的建于中东铁路修建时期的俄式
建筑104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地貌
特征为“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川重峦叠嶂，春
夏秋冬四季都是风景，自然风光好似一幅油
画。这座于 1897年中东铁路时期建成的小
镇，历史上被称为“花园城镇”。在这座处于
崇山峻岭间的小镇上，随时都能遇到身背画
具来此写生的画家。

2011 年的一天，牡丹江市文联主席冯
红、从北京回到家乡的画家肖千等几个人在
横道河子镇一个不知名的小饭店确定了一件
事。时隔七年，面对记者，冯红仍然能细致地
描述出那一天的情景：在牡丹江生活多年的
他当天在山上俯瞰了横道河子镇的全景并第
一次为那美景震撼，下山之后，冯红有了一个

大胆的设想：在横道河子镇建一个油画村！
在一座自然风光就是油画的小镇上打造

油画村的设想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构想上，中
国文联、中国美协专家和省内艺术家们的论
证与肯定，镇党委的倾力支持，职业画家肖千

“落户”担任油画村村长，大批的职业画家进
入油画村，带动“洼地效应”凸显。2013年，
中国·横道河子油画村作为一个充满魅力的

“艺术大村落”依山傍水屹立起来，并不断扩
展，一步一步将梦想变成了现实。

肖千说，他是画着横道河子的风景成长
起来的画家，对横道河子的每一座山每一道
岭，甚至哪座山上的哪棵树最粗壮，哪座山上
哪块石头最奇特，都心中有数。正是因为对
横道河子山山水水的情感，所以2012年他毅
然抛开北京宋庄成熟的工作室回到横道河子
镇，投入到画家村的管理工作中。作为连接

艺术家和横道河子油画村之间的桥梁和纽
带，肖千不仅画出了横道河子一年四季最美
的风景，还吸引来了一大批艺术家。油画村
建成后，每年都有相识不相识的画家慕名而
来，他们在这里把横道河子山水进行艺术呈
现，创作出了一批在油画界颇有影响力的作
品。

依托历史文化名镇
打造油画村品牌

横道河子镇党委书记周浩介绍，横道河
子可以说是在全省发展旅游较早的镇，十届
班子，文化加旅游的工作思路从来没有改变，
沿着这样的思路，油画村的建设，作为打造文
化、旅游、历史名镇的重头戏，为横道河子镇
绘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近年来，横道河子
镇的建设和发展受到了国家、黑龙江省、牡丹
江市、海林市的重视和关注，上级各部门对横
道河子给予了大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横道
河子镇现已成为“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示范
镇”、“百镇建设试点镇”和牡丹江城镇化建设

18个重点镇之一。在打造油画村这一文化
品牌时，始终把创建画家写生的创作基地、全
国美院的实习基地和东北三省油画集散基地
作为核心定位。

海林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邹怀武表示，横
道河子油画村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初
具规模，并具备长远发展的潜力，是因为这个
文化品牌具备了与众不同的三个发展要素：
一是横道河子镇这座在中东铁路时期建造的
小镇，具有较深厚的历史脉络；二是横道河子
美轮美奂浑然天成的自然风光，四季美景，时
时入画；三是画家们自发前来形成的“蝴蝶效
应”。具有历史内涵的文化品牌在小镇扎根、
发展，在全省、全国形成影响力，是创意的成
功，更是顺势而为的合力，是对青山绿水的敬
畏，更是对历史文化的尊重。

邹怀武说，五年来，各级政府在横道河子
历史文化名镇的建设中投入 1.5亿元，其中，
油画村的建设投入600万元。油画村建设之
初，他们拆除了横道河子镇老街上和历史风
貌不和谐的现代化建筑和民房，各项管网建
设工程全部做成地下工程，本着修旧如旧的
原则让那些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建筑再现风
貌。油画村的一期二期是由占地面积 3000
平方米的俄罗斯老房子改建而成，这些建筑
本身就是一幅油画。在油画村房舍修缮的过
程中，从内部管线到外部的油漆颜色，从木栅
栏到院子里的石头路面，处处都尊重了历史，
尊重了原貌。

冯红对记者说，目前，油画村的一期二期
功能完备，在创建之初承办接待了中国文联

“送欢乐下基层”活动，以及中俄油画大赛活
动。由于客流的逐年增多，目前一期二期由
于场地和接待能力的限制，功能已经从写生
创作基地成功转型为影视剧照馆、艺术家工
作室和油画展馆三个部分。油画展馆内设印
象小镇展厅、乡土情怀展厅、俄式风情展厅、
珍品典藏展厅和朝鲜记忆展厅等 5个展厅。
这些展厅每天免费对游客开放，每年有多位
画家的油画作品被游客收藏。

在横道河子一个叫“八里地”的地方，记
者看到了全部由民营资本介入的油画村三期
工程，这是利用旧厂房建立的，面积近 3000
平方米，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善的接待能力。
三期工程从2015年开始建设，目前能够同时
接待200人吃住和进行实习写生创作。

肖千透露，油画村三期工程遵循了为画
家们搭建平台的宗旨，平均每天 60元至 100
元的低廉食宿费用，让前来这里的画家们愿
意来，留得下，同时在写生和创作中碰撞艺术
的火花。三期不仅能够提供满足写生创作的
吃住环境，而且开辟了能够容纳 200人同时
落座的写生创作研讨交流的院落，准备了写
生创作的各种画材，为画家们选取更好的写
生入画点……这些细节于无声处体现着服务
的精心。2016年，油画村三期首批接待了哈
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艺术设计系170人的实习
写生队伍；2016年全年接待了20余所大专院
校实习团队七八千人；2017年接待了哈尔滨
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等30余所院校总计1万人
左右的实习团队；2018年接待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著名画家及东北电力大学等各专业院校
师生1.3万人……

油画村名声大噪
俄式老房子“火”了

如今，横道河子油画村已成为省内一处
有人文历史、有自然风光、有艺术情怀的旅游
景点。在油画村里有一处百米油画长廊，悬
挂着海林本土艺术家和绘画爱好者们饱含深
情创作出的横道河子风景油画原作。每个走
进小镇的人，举目四望就能感受到“横道里的
油画”，站在油画作品面前就体会到了“油画
里的横道”，并在这里流连忘返。据不完全统
计，小镇游客逐年增长，2014年为15万人，到
2017年底，到镇游客达到55万人……

在油画村里一座色彩斑斓的俄罗斯风格
小木屋里，我们见到了在横道河子长大的根
雕艺人田牧明老人。田牧明年轻时在外地工
作，后来花 4000元购置了这处木质的带地
窖、院落的俄罗斯老房子，回到小镇生活。如
今这座木质小房子是田牧明的“牧明根艺”根
雕工作室，匾额由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所
题。这座小房子已经成为小镇一景，经常有

游客走进院落，挑选那些出自横道河子山里的
根雕作品。这是小镇回流人群的一个缩影。

人流带来物流，物流带来资金流。油画
村的建设和发展，为这座百年历史文化名镇
安上了艺术的天线。游客来了，画家来了，热
爱油画的人们留下来了，油画村里入住了许
多新的“村民”。哈尔滨职业艺术家薛超是第
一个在油画村置办房产的人。在这座260多
平米独门独院的俄式老建筑里，薛超讲起了
最初买房落户的经历。2013年，在一次来油
画村写生的时候，他看到小镇上油画村的规
划建设初具雏形，在油画村的街口，一座破败
不堪的老宅院让多年来对俄罗斯老房子情有
独钟的他颇为动心，凭借艺术情怀和商业经
营的敏锐，让薛超在三个小时内以84万元的
价格就完成了和这座老宅院三户原住民的房
产交易。这座建于 1902年中东铁路时期的
老宅，居住过中东铁路建设者、木材供应商以
及布尔什维克乌曼斯基等，薛超投入了大量
的心血、财力物力，以艺术家的眼光和智慧赋
予了这座老建筑新的活力和生机。一座和油
画村浑然一体的油画一样的俄罗斯老宅院矗
立在油画村的街口，如今这座老宅院已经成
为这座百年老镇重要的一景。

横道河子镇党委书记周浩说，小镇热烈
欢迎像薛超这样能够相中小镇，在小镇置办
房产，落户小镇的艺术家们。从某种意义上
说，这也说明油画村的建设得到了艺术家们
的认可，这样的艺术家我们希望再来十个，或
者更多。

记者了解到，在油画村建设的五年时间
里，大约有几十位艺术家从哈尔滨、牡丹江等
地来到这里置办了房产，从前这里人口外流
严重，原先镇里几千元一栋无人问津的房子，
现在达到每建筑平方米近万元，老百姓财产
性收入也因此增加。

在油画村人流增加的同时，小镇也兴旺
起来，带有旅游性质的特色民宿从2013年的
十几家发展到如今的三十多家，此外，俄货
店、酒吧、特色美食饭店、绿色山产品店等为
旅游和艺术家们提供各项生活服务的经营性
场所营业收入逐年递增，仅2017年创收就达
970万元。此外，几年来，还解决了1100余人
的就业问题，拉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

周浩说，2018年，横道河子镇与牡丹江
狼图腾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签约，着力打
造对历史文化内涵有深度理解的文化旅游。
与北京大潮研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达成意
向性协议，明年，该公司将开辟一条面向中小
学生的红色研学精品线路，把横道河子镇作
为这一线路的重要活动地点，这个项目将为
小镇带来3万人的客流量。

专业创作队伍逐渐形成
产业化发展探索前行

横道河子油画村，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
经历了从构想到建设，从政府全力打造到民
营资本介入的运营过程。

肖千表示，只有画家进入才能做大油画
村。目前，油画村已经为30余位国内著名画
家建立了工作室，成为容纳中央美术学院、鲁
迅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东北电力大学艺
术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美术学院等百余家
大专院校及艺术机构的创作基地和写生基
地。这座根植于百年历史文化小镇的油画村
未来发展方向是开放式的，兼收并蓄式地呈
现艺术个性，既有高端艺术品也有大众产品，
让艺术品流动起来、把更多艺术家吸引过来
是它的主基调。

冯红表示，近五年来，到这座百年老镇以
及油画村的游客逐年大幅提升，游客的群体层
次有了很大的改变，最初这里只是有能够入画
的风景，一些美术爱好者身背画夹来到这里写
生，没有对创作的设想、指导、交流。如今油画
村落成，除了散落在横道河子大山各处的写生
个体，还逐步形成了全国大专院校美术相关专
业学生写生团体、毕业设计创作团体、社会机
构美术教育研学团体和画家小规模专业创作
团体几部分组成的有规模有组织有发展规划
的创作群体。在作品方面，一些专业团体设定
每次的创作主题，美术专业人士开始研讨来自
横道河子的油画作品。更多的艺术家在成熟
的油画作品中见到横道河子的山山水水，进而
心生向往走进横道河子。

如何做大做强横道河子油画村，整合各
方资源形成集群产业规模？冯红表示，油画
村下一步将采取政府主导、市场化运营的方
式，建立起写生——创作——展览——销售

“一条龙”体系，形成产业规模，探索产业发展
模式。油画村将定期举行各种展览、培训、交
流会和拍卖会，要举办让百姓买得起的油画
展和拍卖会，让油画走进平民百姓家。

薛超认为，除了硬件建设之外，横道河子
油画村应建立一套完整的油画收藏体系，比
如举办“国展”、“双年展”等活动，优秀作品举
办现场拍卖嘉年华，打造软实力吸引更多的
艺术家，让艺术家有价值的认知度，通过办
展，在经营上才能有保障，同时带动艺术品与
相关的艺术衍生品的生产，从而实现展览、学
术交流和艺术品的展示展销并举。

邹怀武说，油画村不仅要建设好，还要经
营好，油画村不仅是横道河子小镇的风景，更
是黑龙江的文化名片，不仅是百年历史文化
传承，也是黑龙江和世界文化交流的平台。
油画村建之初，有目标；发展之中，有制约；到
了一定阶段需要提升，才能进入持续、健康发
展的轨道。文化产业见效慢，需要时间，需要
助力，持续发展的未来才是对青山绿水最大
的敬畏，对艺术最好的尊重。在发展提升中
需要不断地回顾、矫正，急功近利的事情不
做，过于商业化的事情不做，留不下来的事情
不做。我们有信心在这座百年小镇上探寻出
来一条健康的不忘初心不辱使命的油画村发
展之路。

横道河子，这个掩藏在山峦树木中的小镇如今远近闻名，画家云集，成为立足本省辐射全
国的重要写生基地和艺术创作平台。仅今年1月至10月，来此写生创作的国内外画家和美术
院校的学生就有1.3万余人——

青山绿水赋画意 重彩绘就油画村

别具风情的横道河子镇。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中国·横道河子油画村村名石刻。 王宝大摄

横道河子镇上的俄罗斯老街。 本报记者 陆少平摄

横道里的油画
油画里的横道

中俄游客参观油画村。 曹烨提供

艺术家的工作室。 本报记者 陆少平摄

2014年，中俄油画大赛，俄罗斯画家写生场景。 刘长青摄

油画村里的雕塑。 刘畅摄

随处可见前来写生的画家。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