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任冬梅 张莹 石佳

7月的太行山，蔚然深秀。清漳河
畔的山西和顺县许村，吸引了世界一
流艺术家和众多社会学者的关注。在
这里，民俗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历史
文化与前卫艺术交融，国内艺术与国
际艺术碰撞，许村走出了太行山，知名
度不断提高，被誉为“中国乡村艺术的
798”，成为接续中华文脉、探讨乡村文
化重建、融汇乡村文化与当代艺术的
试验田，也成为和顺县委、县政府加快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步伐，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的重要平台。近年来，许村
先后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
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山西省旅游
示范村”等称号。

和顺县许村国际艺术节是两年
一届的艺术盛事，目前已连续举办了
四届。每届艺术节都会邀请中外著
名艺术家相聚许村，走入乡间，融入
村民，开展艺术交流、讲座、培训，创
作一批高水准的艺术新作，推出和带
动一批当地的艺术新人，用艺术的手
段诠释“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

用当代艺术激活古老乡村

许村的历史可上溯到春秋时代。
旧村遗址为唐朝晋王李克用驻军的营
寨，祖先是于、杨、范、王四大姓，明朝
开国年间由山上迁到山下建村，挖出
了太行山区最深的井，直到现在老井
还是村里主要的水源。由于与河北省
邢台市只隔一座太行山，是晋冀两省
的交界处之一，从明清时代起，许村就
是两地政治、军事、经济交流的重要隘
口，见证当时盛况的商业街，一直保存
到现在。

许村无疑是中国古老乡村的一个
活生生的标本。因缺乏资源，许村与
许多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一样，一直
都处于落后和穷困的状态。

有人说，渠岩是许村复活的灵
魂。许村国际艺术节发起人渠岩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第一批前卫艺术
家之一，也是当代知名的跨界艺术

家。从 2007 年起，他便开始了自己的
艺术推动乡村复兴计划和实践。2011
年，许村国际艺术公社成立，“中国·
和顺首届乡村国际艺术节”举行，来
自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丹麦、澳
大利亚、波兰、捷克及国内的艺术家
驻村创作，每人留下两幅作品作为许
村的永久收藏。

之后，每两年举办一次国际艺术
节。每届艺术节都会邀请中外著名画
家、著名艺术家到许村进行为期两周

的艺术创作。此外，义务助学是艺术
节的一大亮点，这些艺术家们都会自
愿办英语、绘画、钢琴三个培训班，免
费培训当地的小学生学习，第一届有
120 人参加学习，到了第四届已有 260
多人报名学习。“过去刚来许村时，孩
子们羞涩、胆怯、躲避，现在已经能很
大方、自然地和我们交流。”王南溟说，

“乡村的孩子们很优秀，学习得很快，
他们有机会接受到更多的想法与理
念，也许这样的启蒙会带领一些孩子

走上艺术的道路。”
渠岩说：“许村之所以有魅力，就

是在于许村村民与外来艺术家等不同
主体之间，共同构建了一个和谐温馨
的乡村情感共同体。许村国际艺术节
已经深深嵌入许村地方文化与生活
中，已经被村民喜爱并接纳为自己的
节日。许村国际艺术节的生命活力得
益于外部文化资源与当地文化逻辑成
功嫁接，许村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共
生关系是可持续的。”

当历史街区遇上文化创意

行走在许村的乡间小路上，废弃
的粮仓、乡村酒吧、泥塑、烙画和活灵
活现的铁质工艺品，浓浓的文化气息
在日升日落的古村流淌成一幅旖旎的
风景画。

许村国际艺术公社大都由被闲置
和废弃的旧影视基地和传统老屋改
建。在“修旧如旧”的改造理念影响
下，在保留古老家园特征的基础上，对
老屋进行修复性改造。既保留了传统
建筑的外观，又重新改造和调整了内
部空间与设施，让它既有传统建筑的
原貌，又有现代生活的使用功能。

渠岩和他的团队用老房子作为载
体寻回精神家园，让村民看到老房子也
可以现代化，潜移默化地引导当地村民
培养文化修养和提高审美能力。从许
村每间老房子的修缮，到老房子中每件
家具的摆设，关注到了每一个琐碎的细
节。明清老街的修缮依旧延续明清年
代的风格，老房子的室内设计也回归原
始。村里人扔掉的用了十几年的生活
器具被捡回来做成装饰品，老家具也被
回收，重新摆回老房子。

村民们从改造老房子中见到好
处、得到实惠，纷纷效仿修复村里的老
房子。在优秀的当代艺术家的影响
下，当地村民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都
有了很大的改变。许村村民也开阔了
眼界，开始重新审视家园的价值，更有
一些村民返村创业，修缮旧院落，开办
农家乐、小商店，最多的时候全村有60
多家农家乐接待游客。

“不破坏原有的来建设一个新农
村，它的新不是表面的新，而是有内容
地注入，是实际生活的态。”渠岩说。
因为渠岩的创意改造，许村很多年轻
人又回到故乡，解决了乡村复苏的根
本问题。

许村改造为我国新农村建设提供
了有益的借鉴和范本。它没有采用那
种“革了以前所有命”的方式，而是因地
制宜，循序渐进。通过文化来保留住原
生态的历史，用创意与古村落进行互动
式建构，用原有的资源来创造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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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振兴·文创实践

□□ 韩静

近年来，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
山小镇洛场村将文化创意与乡村改
造、历史传统保护与古村落维护相结
合，修缮旧房老宅，重塑农村基层生
态，依靠特色小镇的发展路径，走上了
小康发展道路。

碉楼古村曾渐变“空心村”

洛场村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是
广州著名的侨乡，从咸丰年间开始就
有村民飘洋出国谋生，现有海外侨胞
有 5000多人，是现居村民人数的 2倍，
具备浓郁的侨乡文化和风土人情。

当地村民说，19 世纪中期远渡重
洋的华侨，在上世纪 30 年代纷纷回乡
购置土地，兴建起一批中西风格融合、
居住与防御功能齐全的碉楼建筑。洛
场村现存的碉楼有 45 座，多建于民国
初年，有着过百年的历史。职业摄影
师凡尘是第一批进驻洛场村花山小镇

项目的新村民，他介绍说，洛场村是广
州周边地区较少见的以碉楼为特色的
古村落，现存的 45 座碉楼相比广东开
平碉楼的风格和用途都更居家、平民、
实用，广府碉楼特色更明显。

然而和中国的大多数村庄一样，随
着近年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洛场村也曾
面临着荒芜凋敝的局面，全村 2000 多
人，一半劳力外出打工，剩下留守的多
是老人和小孩，百年碉楼几乎都空置和
荒废，洛场村逐渐变成了“空心村”。

如果不是花山小镇项目在洛场村
的落地，很难想象未来的洛场村是否能
再次焕发光彩。2013年，美丽乡村建设
和“三旧改造”工程在花都区轰轰烈烈
推进，村里的变化就从那时候开始了。

文创项目让“空心村复兴”

花山小镇项目董事长谭乐不仅是
花山小镇项目的策划人和执行者，同
时也是几年来洛场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见证人。正是他的“空心村复兴”想

法，洛场村花山小镇才得以再现古村
光芒。一期工程历经三年目前已经初
具规模，吸引了一批包括红酒咖啡文
化、太极文化等业态陆续前来投资。
发展理念里融汇“华侨文化+碉楼文
化+创意+旅游休闲文化”为一体的新
尝试，让原本沉寂的农村涅槃再生。

谭乐和自己的团队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想办法盘活农村土地。“让村民们
自觉自愿置换和有偿出租这些宅基
地，然后围绕可利用的资源做跨界融
合的尝试和探索，丰富花山小镇的内
涵，形成岭南生活方式为主的小镇特
色。谭乐谈到，花山小镇项目摒弃了
传统大拆大建的老路，更注重环保和
原始生态，碉楼和百年民居也按照原
有的自然布局和生态环境规划进行改
造，他认为：“大拆大建，原有的传统历
史文化就会断了根，等于断了乡村发
展的文脉。”不过谭乐也提到，“修旧如
旧”还原了本体建筑原貌的同时，花山
小镇项目也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

方的元素结合，使古碉楼既散发着厚
重的传统历史感，又焕发出现代美学
的特点。

笔者走进花山小镇的字门太极会
馆，里面院落设计基本保持了老屋旧
式格局，创新之处在于融入了更多文
化元素。在会馆进门之处，开辟出的
方形石子沙地，平日用来公益，为村民
和武当字门弟子传授太极功夫。拾阶
走入院内，左侧墙壁落款“花山论剑”
四个大字，长势正旺的杜鹃悬于一侧
为小院增添了一丝文艺气息，之前屋
主开凿在院内的吃水井，则成了院里
的点睛之笔。

字门太极拳协会会长聂根如向笔
者介绍，村里新旧村民相处得十分融
洽，热情的村民经常拿新鲜的食材分
享，一些知晓村史的老村民有空就为
新进驻的村民讲述村里发生过的故
事。这种文化的包容，给乡村带来了
新鲜的色彩。

同样有相同看法的还有创业青年

凯特。她告诉笔者，从香港大学毕业归
乡后，自己在父亲的引荐下第一次接触
古村落。带着试一试的想法，凯特在父
亲的协助下在花山小镇开起一家以咖
啡红酒文化为主的饮品店——歌乐
吧。凯特说，歌乐吧的前身是有着百年
历史的小泥房，此前随着村里变迁，百
年泥房年久失修逐渐沦为了猪圈，无人
打理。直到凯特将这里重新规划，百年
泥房才再次被有效利用旧貌换了新
颜。走访中笔者见到，凯特口中昔日的
猪圈已经改造为酒窖，门前的淤泥烂地
被改造为花园，地块的用途也延伸为广
州市花都区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会的创
客交流中心。定期在此举办的各类文
化活动，串联起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精
神眷恋。凯特说，爱上这里的原因可能
离不开这里的慢生活和“闹中有静，旺
中带静”的地理优势。未来她希望，小
镇能通过口碑相传吸引更多喜欢传统
岭南文化的年轻人，让喜欢慢生活的都
市人能在这里寻得一份安宁。

□□ 王菲

春风起时，安徽合肥蜀山区马岗
村就像在画中了。通向田间的木栈
道、从稻田里“长”出的阳光会议中心、
古朴舒适的乡村民宿、质朴又充满设
计感的茶室……文创因子的注入让这
个城郊的村庄散发着文艺气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越来越多
的文创人才走出城市的设计室和艺术
的象牙塔，在农村找寻实现梦想的舞
台，以多元化的文化实践方式助力乡
村振兴。

来自上海的设计师闫峰作为黄山
市永丰乡的“新村民”，他扎根在皖南这
个古村里，为乡村文创事业忙碌。“5月
份我的农民博物馆就要对外开展了，主

要陈列徽州的传统手工艺品和非遗产
品。乡里的油菜花节要开幕，这几天我
还要帮助策划百人油菜花田绘画活
动。”闫峰说，现在他是永丰村的荣誉村
民，要发挥专长多为村里办点实事。

文创激活了乡村的闲置资产。合
肥市蜀山区马岗村村支书侯克旺介绍，
村民将闲置房屋租赁给政府。合肥市
蜀山区政府引进文创设计团队，在保留
乡村风貌特色的基础上对村庄闲置房
屋进行创意设计，打造乡村民宿“小岭
南一号院”。通过发展乡宿、文创、休
闲旅游等产业，马岗村实现村民就地就
业，并盘活了43户闲置房屋。

闫峰几年前租下了永丰乡闲置多
年的村办企业厂房，打造徽州传统手
工研习基地。在挖掘传统手工技艺的

同时，闫峰注册“山里”品牌，将山里的
土特产和传统手艺输出到城市，开始
人生的“二次创业”。

与闫峰不同，艺术策展人王南溟
和妻子——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马
琳，创办社区枢纽站，通过流动美术馆
进乡村和开展艺术助教活动，努力缩
小城乡之间公共文化服务的差距。他
们和闫峰一样，都对农村充满感情，希
望以自己的努力为乡村振兴出力。

在王南溟看来，乡村振兴并非一
蹴而就，通过美育可以给乡村建设带
来潜移默化的持久动力。

乡村文创实践在乡村文旅规划、
美丽乡村建设中找到了“共同语言”，
不少地方政府开始考虑如何吸引并留
住文创人才。

黄山市永丰乡党委书记刘波说：
“永丰村是安徽的历史文化名村，这两
年打造文艺小镇，最缺乏的就是文创
人才。乡政府聘请闫峰做永丰文艺小
镇的艺术顾问，下一步还要完善人才
激励政策，让来农村创业的人才留得
下，干成事。”

今年，王南溟接受了上海宝山区
政府的聘请，成为宝山区美育大讲堂
的美育导师，将“美育大讲堂”送进农
村，助推乡村文化建设。

文创给乡村振兴插上“隐形翅
膀”。深圳大学美术系教授应天齐曾因
创作《西递村系列》版画声名鹊起，而曾
经贫困闭塞的皖南西递村也从此名声
远扬，西递村为他修建了西递应天齐艺
术馆。中外游客慕名而来，如今西递村

每年的旅游收入达7000多万元。
在安徽黄山，一些经过创意改造

颇具艺术气质的精品民宿备受游客青
睐，徽州民宿品牌日渐响亮。徽州民
宿年经营收入 10 亿元以上，与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传统古村落保护
和美丽乡村建设形成有机融合。

长三角区域的文化协同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活力。不久前，刘海粟十上
黄山艺术文献展在黄山开幕，来自长
三角地区的美术馆、艺术院校的知名
专家学者及设计师汇聚一堂，就艺术
助力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长三角各地美术馆间合作协同
机制正日渐完善。”应天齐说，作为西
递村的荣誉村民，他将进一步把西递
村悠久的历史文化向外界介绍。

安徽作家洪鸿长篇小说
入选定点深入生活项目

安徽省太湖县作家洪鸿的长篇小说创作项
目，由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推荐申报，经相关专家
论证和中国作协书记处审核，在全国数百名作家
的角逐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 2019年度中国作协
定点深入生活项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徽
省太湖籍作家首次入选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
活项目。安徽省太湖县天华镇也由此被定为作家
深入生活创作基地。

据了解，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是中国作协组织
开展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和

“四力”教育实践活动。该项目自实施以来，不断
探索创新机制，为作家们深入生活进行创作解决
了许多实际困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阶段性成
果。截至 2018 年，共有 553 位作家参与其中，作
家们在定点深入生活期间找到了各自创作的“落
脚点”“根据地”，创作出不少接地气、有筋骨、有
温度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有的获得国家级各
类文学奖项，有的被改编成影视剧，在社会上产
生了很好的反响。

安徽省太湖县文学界有关人士表示，本地
作家能入选该项目，是中国作协对当地文学创
作的重视。这对繁荣当地文学创作，推出本土
优秀文学作品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商晓艺

沭城街道：
票友成了“和事佬”

在江苏省沭阳县沭城街道圩东社区都市阳光
小区公园里，时常有很多地方戏爱好者上演自编
自演的淮海戏，多以平时常见矛盾纠纷为题材，让
老百姓在听戏的过程中受到教化。这些人还有一
个共同的身份——人民调解“和事佬”。

今年以来，沭城街道根据政治素质强、群众
威望高、影响力大、具有丰富经验和协调处置能
力、熟悉本社区情况等特质，在全街道 29 个行政
社区聘请 101 名地方戏爱好者担任义务调解
员。他们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挥余热，甘当化解
矛盾的“灭火器”，有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截至
目前，这些义务调解员已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300
余起。

这些地方戏爱好者充分发挥自己能演善唱的
优势，本着“依法依规依俗，合情合理合心”的调解
原则和标准，积极参与社区矛盾调解，他们不仅与
当事人单独交流，用心化解，让许多夫妻重归于
好，让许多婆媳和睦相处，让许多街坊邻居关系改
善，让许多争执者握手言和，甚至把产生矛盾纠纷
的当事人拉进露天剧场，让他们在听戏的过程中
接受教育。这些地方戏爱好者不但改善了基层人
民调解组织力量不足的现状，切实增强了基层调
解力量，还促进了调解工作的深入开展，最大限度
地发挥了作用。 赵登武

《大国中医》科普系列丛书
公益发行活动在京举行

近日，由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健康工程
组委会和中粮集团健康科技园共同举办的首届全
国“一县一品”健康产业技术创新发展交流会在中
粮健康科技园生态谷如期举行。作为中国经济改
革研究基金会健康工程组委会的重点公益项目，
向经典致敬《大国中医》科普系列丛书编委会与中
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健康工程组委会、金寨大
别山玉井水饮品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第一批系列丛
书公益捐赠活动。在签约仪式上，金寨大别山玉
井水饮品有限公司向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捐
款 10万元，用于《大国中医》科普系列丛书的公益
发行。

向经典致敬《大国中医》科普系列丛书分为
幼儿、少年、成人三种版本，通过致敬 5000 年中
医药发展史上的经典人物，全面讲述精彩中医药
故事，趣味科普中医药知识，深度宣传中医药文
化，对推进全国大、中、小及幼儿园学生健康教
育，普及中医药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
义深远。

目前，该系列丛书已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正式出版，面向幼儿园、中、小学生及海内外读者
公开发行。此次举行的公益活动，旨在号召更多
爱心企业参与公益，让《大国中医》科普系列丛书

“进家庭、进院校、进社区、进部队、进养老机构、进
企事业单位”，“走进一带一路”，以丛书为载体，讲
述中医故事，传播中医文化，弘扬中华文明，造福
人类健康。 邓建

桂林千古情
文化扶贫旅游休闲步道开建

7 月 2 日，广西桂林市阳朔县阳朔镇“党建+
企业+扶贫”活动暨桂林千古情文化扶贫旅游休
闲步道开工仪式在高洲村举行。桂林漓江千古
情演艺发展有限公司代表向当地贫困村——阳
朔县阳朔镇高洲村捐赠 100 万元文化艺术扶贫
基金，用于修建桂林千古情文化扶贫产业旅游休
闲步道。

据悉，阳朔镇漓江休闲旅游产业步道北起高
洲，南至县城龙头山码头，全程 14 公里。桂林千
古情文化扶贫旅游休闲步道是高洲休闲旅游产
业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高洲各个风景
点的重要交通线路。该步道的建设，将有效拓展
旅游发展空间，提升高洲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助
力高洲村从脱贫走向致富的道路。

李建平 熊晶

洛场村：“空心村”变身文创小镇

许村许村：：太行腹地的太行腹地的““中国乡村艺术中国乡村艺术798798””

文创为乡村振兴插上“隐形的翅膀”
一大批文创人才走出“象牙塔”，在农村找寻实现的梦想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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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村民白福庆在展示他的泥塑作品②村民白福庆在展示他的泥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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