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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莫干山小镇悄然兴起101个艺术空间

山乡艺术IP“破土而出”
◎ 通讯员 文/图 王力中 章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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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温暖的阳光透过仙潭村美术馆

宽敞的落地窗，洒下一片斑驳的光影。打

年糕、蚕花庙会等传统民俗，太湖溇港、丝

绸小镇、辑里湖丝、三道茶等湖州人文特

色，都以中国水墨画写意手法呈现在眼

前，令众人看得入迷。

“美术馆是展示乡土文化的重要窗

口，可以成为乡村美育的‘新课堂’。”浙江

工商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

师、中国文人漫画家邓辉华是仙潭村美术

馆的主理人。他始终坚信，画人民看得懂

的画，艺术才能真正实现价值。

村民郎利琴常来美术馆串门，虽然展

览内容不同，但她最爱看的还是老邓接地

气的漫画。“你看，丢手绢、拔河、玩弹珠，

不就是我们的童年生活吗？”

公共文化服务下沉到乡村，不是文化

空间一建了之，而是要用心倾听基层群众

的文化需求。为拉近与当地村民的距离，

仅10月以来，邓辉华就已开设3期公益艺

术讲座、艺术绘画班，每次活动都供不应

求，参与人数达 1000 余人次。他还与村

民一起深入田间地头，听老人们讲故事。

艺术家刚来那会儿，村民也会带着疑

惑议论：“这群人来干啥？”随着接触增多，艺

术展多了，种种展览、活动如同一个“文艺

播种”工程，让村民们兴趣渐浓，开始意识到

艺术是美的，也对家乡的文化充满了自豪。

这些年，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青瓷

工艺非遗传承人王军港带着团队奔走在

德清，找瓷矿、配釉料、拉坯、烧制，通过技

术攻关和配方研制，让失传的德清瓷重现

光芒，也让越来越多人了解中国瓷器。“瓷

印记”工作室，是王军港除德清窑艺术馆

外开设的文创体验馆。1986 年出生的店

长潘纱，偶然接触到德清瓷便深深爱上了

它，不仅学会了制作，还经常教附近的村

民制作瓷器。“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和小朋

友来体验制作，一到周末就约满。”潘纱的

女儿也常来店里练习打样，她期待女儿未

来能成为一名陶艺师。

兴许是被浓厚的艺术氛围感染，加上

近距离与艺术家们朝夕相处，村民们沉睡

的艺术细胞逐渐被激活，从观赏者逐渐变

成参与者、创作者。“感觉自己就像艺术家

一样在创作。”五四村“雲卷云宿”民宿主

陈英娣笑着说。

民宿大厅的墙上，一幅色彩明艳的油

画尤为引人注目，画面中，茂密的山林、蜿

蜒的山路、清澈的湖水⋯⋯美不胜收。“这

是我画的莫干山风景图，家人觉得不错，

就装裱一下挂起来了。”56 岁的陈英娣怎

么也没想到，从来都没有握过画笔的她，

有一天自己能画油画。

这样的改变，源于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综合绘画艺术家金晓敢来到五四村写

生创作。“当时他就住在我的民宿。”陈英

娣说，金老师不仅鼓励她创作，还常常带

着她和附近的村民在小院里作画。

莫干山山谷里，村民们对艺术的兴

趣，和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邓辉华

说，无论是怎样的艺术空间，哪怕村民路

过多看几眼，这种坐落在村民身边的“精

神地标”，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

不仅唤起村民的文化自觉，也重塑着这片

乡村的魅力。

冬日的德清县莫干山小镇，艺术

氛围正浓。莫干庾街基本艺术空间

内，一场名为“落叶烟囱剧场 LIVE”的

音乐会正进行。现场吉他和歌声响

起，或悠扬婉转或激昂澎湃，梧桐落叶

偶尔传来沙沙的响声，与歌声交织在

一起，吸引了众多游客和村民驻足。

从今年 5 月开始，当地利用街区

内原有特色建筑及周边山水资源打造

出一个个展陈空间。莫干庾街基本艺

术空间就是其中之一，该艺术空间自

启用以来，每月都有音乐会、画展、摄

影展等活动。

莫干庾街基本艺术空间仅是一隅。

这两年，瓷板画艺术馆、黑杉美术馆、

德清窑艺术馆、高峰驿站、青芷空间、

黑胶唱片民宿⋯⋯莫干山小镇上悄

然兴起一个个乡野艺术空间，数量多

达101个。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

展，要将优质文化资源进一步向基层、

向农村拓展延伸。莫干山镇把艺术馆

群融入山林、田野、民宿、咖啡馆等多

元场景，打造出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这些艺术馆群与乡村会碰撞出哪些火

花？又怎样在乡土大地上诗意生长？

浓厚艺术氛围 留下更多游客

今年国庆前夕，莫干山美术馆开

馆迎客，并举办“不止共生”艺术作品

首展，截至目前吸引2万余人次观展。

变化不止于此，当地全新打造的

莫干庾街艺术街区，以莫干美术馆为

中心，携手德清窑艺术馆、天文馆、莫

干剑博物馆等组成莫干山艺术公社组

团“出道”，莫干山更热闹了。

在小镇也能看展，让很多游客意

想不到。

莫干山目前聚集民宿超 800 家。

随着近年来民宿行业发展进入深水

区，加上 Citywalk、“特种兵出游”成为

新风潮，莫干山旅游产业也面临新挑

战。

有过焦虑，然后思变。“我们试图

摆脱过去单一的假日型旅游目的地模

式，迭代成为未来生活方式示范的目

的地。”德清县委常委、莫干山国际旅

游度假区党工委书记张力介绍，当下

年轻人爱上了看展逛博，新的文化娱

乐形式悄然兴起，艺术莫干就是小镇

全新打造的 IP。

莫干山有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

巴金、丰子恺、木心都曾到莫干山进行

文学创作，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

佳作。2021 年至今，小镇以各村发展

为特色，分别将庙前村、仙潭村、何村

村、燎原村、五四村、后坞村，打造成作

家村、编剧村、摄影村、音乐村、综合艺

术村、书画村，形成了“莫干山艺术村

落”，同时当地还发放“驻村绿卡”，每

年有100多位书画家、作家、摄影家、编

剧和十余家影视企业前来采风创作并

办展。

艺术家来了，需要互动的文化空

间。于是，小镇整合现有的民宿、咖啡

馆集群等艺术空间及“莫干山艺术村

落”资源，在山水间打造莫干山艺术馆

群。

庙前村的民宿“莫干山居图”，是

《花城》杂志社的创作基地，3层楼高的

书墙、3万余册藏书和墙上悬挂的巨幅

书法作品，让人刚步入其中就忍不住

惊叹。“民宿有了文学的底色后，竞争

力和生命力更强了。”民宿主理人朱锦

东说，作家村开村以来，“莫干山居图”

每年有1万多名游客入住打卡，作家沙

龙、新书发布会等活动更是接连不断。

艺术馆群的出现，不断丰富着莫

干山的旅游业态，也提升了文旅体验

和文化产业能级。截至今年 11 月，莫

干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已接待游客近

400 万人次，营收约 28 亿元，同比均增

长10%左右。

文艺青年进山 山谷平添魅力

眼下，莫干山镇的17个村落都有艺术

空间，每个场馆和空间几乎每月都有展览

或活动。据统计，艺术馆群 90%以上由市

场主体“操刀”，其余则由相关政府部门和

县文旅集团运营。

“打造起来容易，但如何让其一直活

跃下去是关键。”莫干山喜心野奢营地黑

杉美术馆负责人李松柏直言，艺术场馆作

为一个公益性质的艺术传播载体，仅靠政

府支持难以为继，若要长久发展，需要形

成一个完整的运营生态。

这两年，这位独立艺术家把几十名艺

术家带进山里，不仅办展，还进行在地创

作。最近他联手青年艺术家赵寅希开启

大山艺术季，莫干山的风景、人文以及村

里的“人间烟火”，都融入了赵寅希的涂

鸦、插画、编织装置等艺术作品里。

艺术让山谷平添魅力，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到来，他们中有莫干山人，也

有“新莫干山人”。他们带来了新理念、新

思维、新业态，也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陶艺是土

与水火的艺术，而我的家乡就是最早烧制

原始青瓷和黑瓷的地方，这是多么令人骄

傲的事。”走出莫干山的“山中青年”潘佳

鑫 6 年前归来，装修家中多年闲置的老房

子，开办了属于自己的陶艺工作室“大美

陶艺”。潘佳鑫喜欢将陶瓷与中国画结

合创作，试图探索贴合当代形态的艺术

表达和审美情趣。工作室内设有 60 多平

方米的展陈空间，展陈的多为日常器具，

特别是食器，既有艺术鉴赏性，又有生活

实用性。

如今莫干山美术馆开馆，让潘佳鑫有

了更多期待。在她看来，小镇的展览着眼

点不仅在于藏品，更在策划。“这也意味着

需要更多专业的策展人。”未来她想联合

更多艺术家在美术馆办展。

文化需要传播，艺术需要传承。目

前，天南海北超3000名年轻人聚集在山谷

里创作、上班、赶集，有独立音乐人、花艺

师、设计师，还有策展人，其中与文化艺术

相关的人占一半以上。

艺术落脚乡村 催生奇妙缘分

▲庾街基本艺术空间举办“落叶烟囱剧场LIVE”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