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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拿出家里瓷板画，满满一层灰，拂去灰尘
后才看清楚画中人，原来是他的太爷爷，再一看落
款，还是清咸丰年间的举人。”张靓秋回忆道。

对话中的老人是安徽省黄山市黟县丰梧村村民
王寿权。起初张靓秋请他讲讲祖上有什么典故，老
人连连摆手，闭口不答。但架不住一再追问，他这才
拿出了家中的瓷板画。“后来老人来了兴致，讲得停
不下来，追着我们说。”张靓秋笑着说。

在丰梧村，不止瓷板画，还有更多“蒙尘”的记忆
正在被发掘，这也是张靓秋和同为建筑设计师的丈
夫刘鲁滨深入该村进行文化赋能乡村探索的目的之
一——唤醒“沉睡”的乡村文化。

文化如何赋能乡村？一千个村有一千种答案。
受地理历史、自然资源、经济基础等因素影响，每个
村庄的文化基因与禀赋各有特色，能撬动的社会资
源也不同，从而分流出强资源村和弱资源村。

在皖南，文化资源强村灿若星斗，如享有世界文
化遗产之誉的西递、宏村，或是被朱熹赞为“天下第
一村”的呈坎，抑或是有“中国古祠堂建筑博物馆”之
称的南屏等，这些村历史文化资源厚重，文化品牌吸
引力强，保护、传承、挖掘文化资源都走在了前列。

同时，更多的是名不见经传的弱资源村，它们该
从何处着手？在丰梧村、西溪南村、碧山村，一批像
张靓秋夫妇这样的新乡人与当地村干部、村民一道，
正在进行一场乡村文化资源发掘、整理、活化利用的
探索，试图走出一条普通村子可以借鉴的文化赋能
乡村路。

唤醒：看见乡村的“高端价值”

每个乡村都是有生命的。正如皖南地区诸多传
承了上百年的古民居，只要有人住，就能赋予它灵性
与活力。

在丰梧村，王寿权一家至今还住在祖上传下的
老房子里。房子依山临水而建，门前丰溪河清流见
底，屋内一梁一柱均为榫卯，木雕刻镂典雅工丽。站
在明堂天井下，即便正午的太阳光线散落进来，也显
得柔和。房间里人们并不因为外来客打乱生活节
奏，在午休的大人，在写作业的孩子，摇头晃脑的电
风扇，互不打扰、一派从容。

“最初我就是被这个村古朴的气质、良好的生态
吸引来的。”朴蔓农场的主人褚一凡2020年来到丰梧
村，是最早为这里注入新鲜血液的新乡人之一。经
过几年细水长流的修建，绿油油的水稻田，青山环绕
中的农场驿站、露营基地一点点起来了，丰富着村庄
的业态。与此同时，村里也开始有人办民宿。如同
石子投入湖水，一层层涟漪荡漾在这个小山村，分别
毕业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张靓秋、刘鲁滨夫妇就
是其中一层。2023年初，他们来到丰梧，给这里带来
一场名为“丰梧季”的乡村实验。

不同于西递、宏村、呈坎等传统建筑连片的村
落，丰梧村保存完好的古民居寥寥，也并没有负有盛
名的历史人物。张靓秋夫妇思考着，在历史文化资
源平平的乡村进行文化赋能的尝试，该从何入手？
他们认为，皖南许多乡村虽然没有保留下大量古建，
但基本的村庄肌理仍在。如将村民的个体记忆编织
在一起，便能组合为村庄文化历史的长河。于是，他
们决定进行“文化编织”，留住村民的个体记忆。

王寿权老人家对面，在建的乡村记忆博物馆已
接近完工，即将在 9 月底启用，届时这座被定义为

“活”的乡村文化空间，将摒弃掉一板一眼的机械叙
事，通过鲜活的物件串联起村民们的记忆节点。

68岁的村民王茂生没有想到，自己 30多年来随
意记录生活的日记，有朝一日会作为展品展出在博
物馆。他觉得日记里都是琐碎生活，“不是什么了
不起的东西，但张靓秋他们把它当个‘宝’，一来就
盘着腿坐地上，听我讲 40 年前做民兵营长、文书时
期的生活。”

入户调研中，张靓秋还“淘”出了许多见证村民
生活变迁的老物件。比如老会计陈新荣家里有把舅
舅传下来的乌木算盘，算来有 100 多年历史，珠子不
灵活，摸起来还有些干涩，但见证了陈新荣一路从年
少学徒，到后来参加供销社，再到糖烟酒公司的人生
轨迹。

革命军人证明书、粮票、旧课本……村民们开始
主动展示自家的“老玩意”。从文物保护的视角，村
民家里的老物件似乎不足以“登堂入室”，但却是每
个普通村民生命历程的摘选，同样是大历史大变革
的见证。刘鲁滨回忆：“一开始，村民对我们有所防
备，不乐意讲，但跟他们熟悉之后，有很多人主动找
我讲，这就是文化自信的提升，也是我们想达到的和
村民互动的效果。”

丰梧村的文化拼图正在村民个体记忆的编织中
逐渐完整。接连涌入的新乡人是帮助该村梳理文化
脉络的关键。本质上，文化产生于实践活动，与日常
生活密不可分。本地人只因“身在庐山中”，认为只
是寻常。而当外来者以陌生化、差异化的视角去切
入，才能玩味出其中不寻常的真谛。这些在城镇化
进程中被保留下来具有独特性、稀缺性的文化资源，
正是乡村“高端价值”的体现。

距离丰梧仅5分钟车程的碧山村，因文化唤醒带
来的乡村价值体现已经颇有成效。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诗情画意
的碧山村不仅有李太白的盛赞，还吸引到100余位新
乡人来此定居创业。顺着村里的枧溪河水慢慢走，
碧山书局、碧山工销社、猪栏酒吧、牛棚咖啡等业态
就像从古村“长”出来的，在古建筑、古民居的基础上
融入了现代元素，让人捕获惊喜、眼前一亮。

“乡村质朴自然的环境更容易激发文化艺术产
品灵感，不能以传统眼光打量现代乡村。我也只是
换了一种更直观地见天地、见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
疗愈感带来的情绪价值，是城市给予不了的。”“村口
小卖部”的店主李慧姐 7年前凭着对碧山书局、猪栏
酒吧的向往，从芜湖市来到碧山村旅游，从此便扎根
在这里。

和李慧姐一样，许多游客都喜欢在碧山书局二

楼静坐一会儿，沉浸式享受乡村文化带来的精神愉
悦。城市生活节奏快，乡村包容人们情绪的释放，一
收一放间，人的心理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城乡的功能
性互补得以体现，这也是更多新乡人参与乡村文化
唤醒发掘的重要原因。

尊重：激活乡村文化是个慢变量

十步一景，五步一画。行走在皖南的村巷小径，
青瓦白壁的淡雅色调，与周遭青山碧水相契相融，一
栋栋徽派建筑依山就势地“生长”在皖南乡间，体现
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徽派建筑中对天人观的强
调不言而喻。对于正在丰梧村进行乡村建设的张靓
秋夫妇而言，激活乡村文化的过程也蕴含着“天人合
一”的智慧，即强调文化的“在地性”。

何为“在地性”，即是在尊重当地文化肌理的前
提下，创作出与当地水土高度相融的文化艺术产
品。具体到实践中，张靓秋夫妇虽然确定要在村里
进行公共文化空间改造，但改哪里，为什么改造却要
仔细斟酌。

彼时，周涛涛在村里担任第一书记，就改造文化
空间的事情，他特地去收集了村民建议，“我们这里
经常下雨，帮我们设计一些遮风避雨的地方，方便大
家在一块吃饭聊天。”

掌握了核心需求，后续便依次有了徽州巷陌、水
渠廊桥、田野驿站等公共文化场所。

徽州巷陌位于村内交通要道，基于村内的吉祥
亭改造，长亭修建的时间已不可考，但功能就是给村
民提供休憩之所。经张靓秋团队改造后，原先破败
的长亭变得既古朴又现代，搭建好的顶棚又满足了
村民避雨休闲的需求。村民叶梅兰家正好在吉祥亭
侧，“每天下午我都和村里其他老人们一起，在长亭
乘凉说话，大家说说笑笑，心情都变好了！”叶梅
兰说。

水渠廊桥跨村内丰溪河而建，改造前曾是废弃
水渠，但村民们至今还能记得早年集体修水渠的场
景。水渠“复活”后，“常有村民在饭点端着碗来到这
里，边吃饭边聊天是当地人的习惯。”刘鲁滨说。

田野驿站则建在入村的乡道旁，以做旧的木材
搭建起一处艺术感与实用性并举的小型艺术装置，
与远方黛色山峦相映成趣。记者参观时，正遇上三
两村民摇晃着蒲扇，乘凉休憩，田野清风似乎都吹向
了他们的方向。刘鲁滨看着这一幕很欣慰：“这就是
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改完后村民体验感很好，年轻人回来看到环境

干净了也开心。最重要的是，让村民感到被尊重。”
周涛涛说。

“针灸”原本是城市更新中的概念，旨在通过建
筑空间的小规模更新优化，激活整个区域的活力。
张靓秋说：“这几处公共空间改造就用了‘针灸’概
念。我们在尊重丰梧村文化传统和村民生活习惯前
提下，植入新旧结合的一些元素，给村民提供生活便
利，乡村也因这些公共空间而‘活’起来。”

在离丰梧村一个小时车程的西溪南村，激活乡
村文化这一慢变量已经累积到了“质变”的突破。

西溪南建村距今已有 1200 余年，村内明代徽派
建筑老屋阁及绿绕亭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刚
刚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徽州堨坝也坐落于此。
而村里最吸引人的“金字招牌”，莫过于蓊蓊郁郁、绵
延6公里的枫杨林，林中湿地与澄澈清明的丰乐河相
呼应，置身其中，如同漫步在“绿野仙踪”。

“单是古建筑，或单是枫杨林都不足以让西溪南
村火起来。”西溪南村党总支书记吴志明说，“在社交
媒体上爆火前，西溪南一直在埋头积蓄力量。有完
好保存的古建筑和民居，也有碧水环绕的生态景观，
这都是我们长期边保护边探索开发的成果。”

今年“五一”假期，西溪南村“火”了，实际接待游
客达 15 万人次。面对突然涌入的大量游客，西溪南
村依然保持着清醒：保护好枫杨林，保护好古建筑，
这是根本。

“枫杨林根系发达，可以挡风雨、阻洪涝，以前每
到汛期，洪水遇到枫杨林后都会拐个弯，确保了西溪
南村不受洪涝灾害。”吴志明说。

枫杨林守护村民安全无虞，村民也自发守护枫
杨林生态，于是便首创了村庄湿地开一半、留一半的
轮休制度。记者采访当天，林中清晰可见轮休的红
色标志牌，轮休区内树木依然蓊郁，并无游客打扰休
息中枫杨林的宁静。而在另一边，孩子们笑着闹着
在浅水区嬉水，游客在开放区的翠绿天幕下或拍照，
或游玩，动静相宜，勾勒出和谐的生态图景。

尊重乡村意味着要找到“平衡”。面对散落在乡
村的历史遗址、古民居、好生态，要平衡好古与新的
关系，找到二者共生的结合点。既尊重历史、尊重自
然规律，又不循古复古，通过融入现代元素，与现代
人生活结合，文化得以延绵兴盛。

合力：原乡人与新乡人同向共赴

马头墙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以青砖垒砌的线
条，跳动着韵律之美。在这些皖南古村，年轻人不断
涌入，新乡人与原乡人相互融合、彼此碰撞，演奏出

一曲曲和谐灵动的乡村乐章。
年初，周涛涛的驻村工作已经结束，但“丰梧季”

的使命还在继续。记者采访当天，他正好回村和刘
鲁滨讨论乡村记忆博物馆展陈摆放的问题。刚进
村，村民朱灶莲大妈主动迎上来：“涛涛，你回来啦！”
大妈很惊喜，拉着周涛涛就开始感慨，“你一走，我们
很多人都舍不得……”

周涛涛中等身材，面容憨厚，笑起来有很强的亲
和力。他自我总结说：“乡村是熟人社会，村里的事
情没有村民支持办不好，‘丰梧季’就是个例子。”

60 岁的村民组长王长峰性格耿直，对村里大小
事很上心，在村里很有威望。去年10月，村里着手建
造记忆博物馆，本来是个好事，但挖掘机却遭遇“三
进三出”，每次都被王长峰带着村民挡了出来。

“因为那片空地有一些健身器材，平时村民也可
以去晾晒粮食或者其他东西，损害村民利益的事情，
我不能答应。”王长峰态度坚决。

村民的反对让张靓秋苦恼又委屈，但周涛涛明
白，工作要推进，就必须尊重村民想法，双方要各退
一步想。随后，周涛涛专门请王长峰和村民到村委
办公室，打开电脑，展开图纸，耐心解释：健身器材将
安置在村里别处，博物馆建成后，一楼仍是开放公共
空间，村民可以自行出入使用。

“我们已经在这一楼办过几场红白喜事啦！只
要利于村民，利于丰梧村，我们举双手赞成！”王长峰
笑着说。

热心肠的王长峰开始主动为项目出点子出力。
比如台阶上要使用毛石等自然材料加上少量混凝
土，但外来施工队觉得耗时耗力，不愿意去捡石头，
王长峰看不惯，一大早六点多就泡在寒气侵骨的河
水里，用尺子量，一个一个挑选合适的石头。被感动
的张靓秋也意识到团结村民的重要性：“有村民参与
建设，对激发村庄的内生动力和活力至关重要。几
方面共同努力，价值同向，乡村才会欣欣向荣。”

然而欣欣向荣的共同愿景并非一笔挥就，每当
周涛涛提起“丰梧季”的艰辛，都忍不住感叹“太累
了”，他调侃自己像个“变压器”。“村民、艺术家等各
方面的压力都向我汇集，当时村里没人做过类似的
事情，每天一睁眼就在面对质疑，再去解释、沟通，时
常想放弃。”

周涛涛回忆起项目落地时的艰难：“村里的施工
队队员都上了年纪，虽然也在对标图纸，但对某些细
节，比如颜色是黑的或是灰的，两公分厚还是三公分
厚，他们比较粗线条，但艺术家们‘火眼金睛’，执着
要求返工，但返工就意味着施工方要赔钱……类似
很多与施工方的利益矛盾，有时候还得镇里出面，大
家作退一步想才能解决问题。”

周涛涛解决矛盾时常有“作退一步想”的思路，

追根溯源，这一“方法论”竟是在徽派建筑中得到的
启示。

观察徽派建筑外围，屋外墙角常常有被人为抹
平的痕迹，俗称“拐弯抹角”。相传清道光年间，开封
知府胡文照回西递村修缮祖居，看到小商小贩拉货
挑担不易，便主动将屋外墙角削去三分、侧门墙界后
退半米。后来胡知府的做法被邻里纷纷效仿，流传
至今，成为古徽州地区“和”文化的注脚，也演变为今
天黄山市推进基层治理的“密钥”。如今丰梧村以

“和气”带动一群人共促乡村发展，便是“作退一步
想”工作法的鲜活例证。

视线转到西溪南村。新乡人温均畅既是高端民
宿的合伙人，又是村里的义务“乡村规划师”。最近，
他与村里的大物业公司合作，着手做“树下咖啡”的
新项目，但也遇上了一些沟通上的麻烦。

作为艺术家，温均畅讲品质，主张“慢工出细
活”；但企业讲效益，更重成本和利益，希望“快刀斩
乱麻”。快与慢的对立让温均畅有点“心累”。好在
吴志明经常帮他开解：“慢的快不了，好的作品需要
时间，你慢慢做，考虑好再做。”

温均畅是2017年头一次来西溪南村。当时的他
站在村口丰乐河桥上眺望，远处云雾升腾的壮观景
象让他心荡神怡，之后便决定在这里投资发展民
宿。7 年心血投入，他早已将自己视为西溪南的一
员，经常为村里修缮改造提建议。

“村里翻修老石板路，我建议整平之后不要丢碎
块，放回去垫平就好，既漂亮又耐用。之前翻新路，
用的都是新石板，材质太软，一压就破，很影响村
容。”就路的问题，温均畅又忍不住给吴志明提意见，

“我这是‘路见不平’，经常提意见，让村干部‘头
疼’。”温均畅笑着说。

说到底，乡村建设需要各方齐力推进，外来人
才、政府、村民、企业各方是合作者，在磨合中必然少
不了矛盾摩擦，但各方更是共同体，向着共同建设好
乡村这一个目的前进。所谓“志合者，不以山海为
远”，既然都是为了乡村更好，又有什么不能“作退一
步想”呢？

活力：文化带来无限可能

斗转星移，两百多年前的徽商巨贾在修筑房屋
时，不会想到这一修，不仅见证了他们的衣锦还乡，
更给家乡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资源，泽被后人。文化
无穷尽，创意无限大，二者的碰撞总能带给人们新鲜
体验，激发出文化赋能乡村的无限可能。

徽州腊肉融入萝卜丝饼，徽州番茄、干辣椒拌入
意大利面包，徽州豆腐乳调制法棍蘸酱……这些徽
州风味“混搭”西餐的创意美食，均出自西溪南村的
溪边55面包咖啡店。店主许若侠与黄敏是对来自宝
岛台湾的夫妇。

“我们希望启发村民打开思路，用创新办法演绎
在地文化。这样更能促进本地文化产业良性发展，
避免千篇一律的业态和恶性竞争。当每家每户有了
自己的创意产品，村民就有了产品差异化带来的增
收空间。”许若侠坦言。

实际上，关于如何鼓励村民拓宽赛道、创业经
营，西溪南村做出了许多探索，也有不少村民成为直
接受益者。

“90 后”村民柯世豪运营着村里的摆渡车业务，
为了服务好日益增长的游客，大物业公司将摆渡车
从一开始的 7 辆增至 14 辆，这才勉强满足游客需
求。再沿着村内中街往下走，一幢干净整洁的民房
出现在眼前，匾额上写着“后院有请”的字样，“进来
我家坐坐吧”，原来是柯世豪家经营的农家乐。

2015 年，柯世豪爷爷柯家治敏锐察觉到乡村旅
游的机遇，成为村里第一批兴办农家乐的村民。“我
家祖上六代木工，原先家里便是开木工店的，老房子
建于明末清初。农家乐一开始叫‘柯家小院’，我接
手后想着换个更有趣味性和吸引力的名字，于是就
有了我媳妇起的‘后院有请’。每年农家乐和运营摆
渡车的收入加起来有 20 多万元，一家人能齐齐整整
在一起，比在外打工好多了。”柯世豪说。

村民在“家门口”务工，收入同样可观。余腾辉是
一名年轻摄影行业从业者，早年间在黄山市区摄影，偶
然的机会他回到家乡西溪南，发现早已换了天地，尤其
是旅拍行业的入驻，让他觉得在家也有“用武之地”。
这家名为“达咔”的旅拍店，老板何昊是东北人，从
2019年4月来到西溪南到决定在这里开店，只用了一
个月的时间。村里游人如织，店里生意也风生水起，余
腾辉每月能拿到上万元的工资，很是满足。

作为“后起之秀”，今年 3月，丰梧村入选安徽省
第二批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名单，将获得一笔
新的资金支持。“丰梧季”也将持续发酵，张靓秋夫妇
计划着利用他们名校校友资源的优势，再招募一批
年轻人到丰梧开展公益服务，为下一步向新业态延
伸做足准备。

朴蔓农场新建的米酒加工生产线、稻米生产线
已经运转起来，来农场游玩、团建的城里人总会带点
大米或米酒回去，产品供不应求。农场业态开始向
民宿延伸，眼下正在抓紧施工中，每天都有上百名村
民在工地务工。“按照工种不同，每天有一百到三百
块钱的收入。”王长峰说。

让我们把目光从丰梧村、西溪南村、碧山村收
回，复盘乡村与文化的互动过程，从唤醒文化、尊重
乡村，再到和衷共济、迸发活力，诸多努力之下，文化
赋能乡村的千百种可能愈发清晰。

那么，文化如何赋能乡村？皖南古村给我们的
启示是：要通达“古今”，尊重村庄历史文化脉络与村
民主体，尊重客观规律、乡村生态，不能偏离乡村搞
建设、偏离村民谈发展；要辨明“虚实”，文化作为精
神活动，并非虚无缥缈，应充分认识到保留乡村稀缺
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因地制宜发展文化产业，用好文
化人才的力量，文化也能转化成带动一方经济发展
的强力引擎；最后，要抵达“幸福”，要看到文化对文
明乡风的浸润，留住村民个体记忆，实则是唤醒村民
主角意识，也是村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升的
过程。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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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靓秋、周涛涛在丰梧村与村民交流。

游客在西溪南村枫杨林游赏。

经张靓秋团队改造后的徽州巷陌公共文化空间。

在资源优势并不

突出的普通村子，文化

赋能乡村该从何入

手？在皖南，一批新乡

人与当地村干部、村民

一道，正在进行一场乡

村文化资源发掘、整

理、活化利用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