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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乡建：乡村传统文化的解构与重塑
◎ 记者 王 珏◎ 记者 王 珏

从杭州开车到青田，差不多四个半

小时。穿过一座座的巍巍青山，来到这

个小县城，有着一种宁静的烟火气。和

浙江省很多小县城一样，有很多的文化

名人来过这里，也有很多的文化名人从

这里出去。

青田出过很多的文化名人，也出过

很多的华侨，这是时代的留影。如今

的 青 田 ，一 面 书 声 朗 朗 ，一 面 潮 流 时

尚。

这几年来，青田一直致力于利用文

化名人的效应，带动乡村建设。4 月 29
日，一场艺术乡建现场会，在青田县季宅

乡召开，作为青田的乡贤，国家一级美术

师、浙江美术馆调研员尹舒拉以及王少

求分享了艺术乡建的经验。这个现场

会，还是王少求美术馆青田分馆的揭牌

仪式。尹舒拉在会上发言建议：“王少求

美术馆青田分馆应该是依靠线上、虚拟、

人工智能为主的、新型的、分享性的智能

美术馆。”

自从 2023 年，青田县艺术助推乡村

振兴扶持项目开始，关于艺术乡建做了

大量的工作，一位位艺术文化名人走向

乡村。这是一场文化的反哺，也是一场

乡愁的寻根。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乡村人口进城

务工，在促使城市风貌日新月异的同时，

乡村人口的流失和乡村文化空心化现象

也愈发严重，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城镇化

进程的加快，处于转型期的乡村与城镇

文化之间尚未形成成熟的结构性关联，

使已濒临困境的乡村文化的存续脉络已

有断裂之虞，乡村的文化生态系统亟须

修复。

当前的艺术乡建，则是在新时期对

于乡村文化革新与修复的新探索，协同

乡村振兴，从乡村文化精神、情感需求、

民俗复构、文旅协同等多方面进行系统

性设计治理，正是“艺术乡建”的实践维

度。

回顾

2022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启动实施文化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计划。

2022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

和旅游部等6部门印发《关于推动文化产

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明确创意设

计、演出产业、音乐产业、美术产业、手工

艺、数字文化，其他文化产业、文旅融合8
个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重点领域。

其实，中国，艺术乡建有着百年的历

史变迁。

清代晚期以河北定县翟城村乡绅米

鉴三、米迪父子开办学校教育、普及文

化、制定村规民约等为代表拉开中国乡

建的序幕。

1942 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大

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从此，众多的艺术家奔赴乡村指导文艺

实践，成为社会常态。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乡建是在艺

术家渠岩的“许村计划”、欧宁和左靖的

“碧山计划”等实践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

的。

无论是山西许村国际艺术公社，还

是安徽“碧山计划”，都邀请了艺术家、设

计师、摄影师、美术师、建筑师、乡村文化

专家、音乐家、画家、作家、导演等人员，

举办学术研讨会、展览、演出等活动。

实践

艺术乡建赋能乡村振兴的在全国各

地涌现，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有：2009年靳

勒发起的甘肃天水市秦安县叶堡乡石节

子村的“石节子美术馆”；2011 年河南省

信阳市平桥区五里店办事处郝堂村组织

的“郝塘村营建行动”；2011 年朱胜萱在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开展的“莫干山计

划”；2012年焦兴涛在贵州省遵义市桐梓

县羊蹬镇发起的“羊蹬合作社”；2015 年

渠岩选中广东省佛山市顺德杏坛青田村

作为乡村建设实践基地发起的“青田计

划”；2016年左靖发起的云南省普洱市澜

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景迈山计划”

等。

艺术乡建的作用，不仅在于给乡村

“美容”，还在于激活沉睡的乡村文化资

源，将其变成乡村发展的资产。在这方

面，非遗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诞生于农耕文明时代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是乡村特色

文化最直接的体现。数据显示，我国

73%以上的非遗项目保存在传统乡村，比

如版画、剪纸、泥塑等。由于跟现代生活

和现代审美脱节，不少非遗面临传承危

机。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艺术家、设计师

的到来，为非遗产品带来更具现代美感

的造型，赋予其贴近现代人生活需求的

功能，让不少非遗不但“活”了起来，也

“火”了起来。借助非遗资源，很多乡村

的内生动力被激发出来，找到了高质量

发展的新路径。

比如，浙江天台的灵溪村，依托非遗

资源发展艺术乡建，打造出集“逛千年古

村，练奚家长拳，闹状元游街，吃三尺垂

面”为一体的特色乡村度假体验地，展示

了千年古村的文化魅力，呈现出文化创

意引导古村落改造、以乡愁文化引领旅

游发展的新气象。还有广西桂林双谭村

桂林漆器传承人王伯杨，他成立非遗传

承乡村振兴基地，研发出桂林柚罐等一

系列文创产品，形成了一条以柚罐为核

心的文创产业链。这些非遗工坊，在带

动当地农民就业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还有浙江省宁海县葛家村的艺术乡

建案例也提供了示范样本。在葛家村，

艺术乡建的行动者们，对养花、酿酒、劈

竹、砌石等被村民忽视的技艺进行重新

设计，并结合村民各自的需求和条件，对

他们进行技艺培训。

依靠重新设计的技艺，开过缝衣店

的村民袁小仙成为“粉小仙手工艺馆”的

布艺艺术家；会挖竹笋的村民葛国青现

在是竹艺艺术家；泥瓦匠葛万成功将自

家小院改造成仙绒美术馆并当上馆长。

经过艺术家与村民们的共同努力，往日

那些村民眼中一文不值的在地资源被一

一发现，乡土文化体系逐渐得以形塑。

村民们不仅收获了个人潜能创造的红

利，而且重新认识了乡村，认识了自己，

文化自信得到明显增强。

探索

艺术乡建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的社会需求，从而有品质地解决农村发

展和共同富裕问题，然而“艺术乡建”又

是一个系统的课题，它在乡村振兴进程

中具有明确的人文趋向。同时，它与风

俗、历史、乡村结构及自然环境有着直接

关系，承担着艺术赋能、产业振兴的功

能，更是建构民生与乡愁、现实与乌托邦

之间桥梁的试验田。

中国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何鸿

说，文化在农民中得以植入，它的背后

是那一代“良知人”深厚的人文关怀和

人文情怀。这也是一个关乎农民身份

和尊严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已切

入到农村的问题根本。今天我们谈艺

术乡建，重点是文化点亮乡村、艺术赋

彩乡村。要把文化和艺术这种软实力植

入到美丽乡村生态、农村生活当中。力

图把乡村建设得更有品位、更有格调、更

有尊严。

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总院资

深建筑设计师戚建飞说，接下来依托乡

村振兴的良好局面和农村的转型、升级

的推动，艺术乡建结合产业、文旅的特

性，运用合理的规划和艺术理念，让乡村

活起来，让农民富起来，而不是仅让乡村

成为游子的乡愁。如果艺术乡建只让乡

村作为乡愁的精神归宿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要的是振兴乡村。

浙江省博物馆特聘教师徐岩表示，

未来在文化、艺术和美学如何参与乡村

建设过程中，我们不要单方面地考虑到

资本的原罪，从民间资本的筹集到顶层

设计和后期的运营，每个环节都很重

要。而艺术的参与乡村建设，是品质的

标签和精神的引领。最后，要集中精英

分子、艺术家和文化人士，共同打造我们

的乡村，让乡村有更美好的未来。

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为复建乡村文化生态系统提供了可能。艺术介入乡村振兴，正是唤醒乡土记忆最合理的处理方式，应成为艺术乡建

的文旨所在。

艺术乡建着力于寻回和激活乡村固有的传统文化基因，并提取其中的个性特质加以强化和改进，在继承的基础上赋于乡村崭新的地域文化

特色，让村民在乡建的过程中重新认识乡村、认识自己，在新时代发展中重新奠定乡村的独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