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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本文分析了艺术介入乡建的背景，以及当前艺术乡建的几种主要模式，就艺术乡

建中艺术的范畴、环境问题、艺术介入点和主体参与度等几个方面提出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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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untry’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art’s involvement in rural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several main models of current art township 

construc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thoughts on the scope of ar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t 

intervention points and subject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rt township.

Key words :  rural revitalization; art township construc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中国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不仅适时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早在十九大报告中就拟定了“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发展总体要求。上世纪末西方当代艺术盛行于中国城市时，国内一批艺术家开始关注中国

的传统艺术文化，将艺术实践从城市转移到乡村，试图用艺术来拯救中国乡村传统文化，重新激活乡村精神，并以此来振兴乡村经济。

一、艺术介入乡建的背景

20世纪初，西方工业文明对还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国文化、政

治和经济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广大的农村开始面临着

如同西方农村曾经一样的破产危机 [1]，这种危机是现代化和工业

化进程中对乡村人力、物质资源的剥夺而导致乡村社会文化艺术

的急剧衰退。新中国成立后，乡村在农村公社制结构和农业户口

的政策限制下保持了农村人口的相对固定，为中国乡村文化艺术

的传承提供了一定保障。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城镇化建设发展使

乡村人口不断减少，且老龄化现象严重，这一现状严重挤压了中

国传统艺术文化生存空间。

新时期中国城市已经具备反哺乡村的能力，美丽乡村建设不

仅需要政策下乡、资源下乡、智力下乡、文化下乡，也需要艺术

下乡。上个世纪费孝通先生在考察中国乡村后，树立了“志在富

民”的学术目标 [2]，新的历史时期不仅要使乡村富裕起来，更要

使乡村美丽起来，充满文化艺术气息起来。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实现乡村普遍富裕后，人们精神世界需求得到满足就是当务之

急，如何让人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让“乡愁”成为人们

心灵中真实的存在？艺术是最能触及人灵魂的形式，艺术家善于

创作具有象征意义的视觉、听觉以及肢体符号，将无形的文化有

形化和公共化 [2]，他们所具备的造型审美能力、创新创造能力、

追求个性化和对自然环境的向往，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有着不可替

代的优势。

二、当前艺术乡建的模式分析

1.艺术家群聚效应的乡建

艺术参与乡建最典型方式是艺术家的群聚对落败的村镇带来

的巨大变化，譬如北京宋庄艺术村，20世纪90年代，宋庄大面积

农村企业倒闭，厂房闲置，农民进城导致住宅空穴，大量传统四

合院格局，拥有着青砖灰瓦、窗棂花格等富有传统纯朴之美的建

筑，清澈蜿蜒的潮白河、碧绿田园的自然风景，加之交通较为便

捷没有完全脱离北京城区的文化中心，吸引了一批画家到宋庄定

居创作。大量艺术家的群聚彻底改变了宋庄的乡村面貌和经济结

构，这种艺术家“无心插柳”式的乡建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为艺

术在乡建地位与作用所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佐证。中国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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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方李莉女士对国内12个地区手工艺复兴状况

实地考察后，说到“什么地方有艺术家的聚集、有传统手工艺的

复兴，什么地方就充满着生机，并能得到蓬勃发展”[1]。

2.艺术家为代表的乡建实践

相较于艺术家群聚所带来资源放大的马太效应，个体艺术家

在主动参与乡建实践的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则艰巨的多。日本越后

妻有每三年一届的“大地艺术祭”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力最

广泛的户外当代艺术节，这是日本有着“艺术振兴乡村之父”美

誉的国际艺术策展人北川富朗，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将落后闭塞

的新泻县农村打造成多彩纷呈、活力四射的国际艺术舞台，艺术

节为当地创造了上百亿日元的直接经济收入 [3]。近年来在中国，

也出现一些有情怀的艺术家积极推动着艺术乡建，譬如艺术家渠

岩先生为代表所开展的“许村计划”到“青田模式”的乡村实

践，以及他对艺术乡建中所碰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总结与反

思，他认为“艺术乡建”不应囿于艺术本体论的神话，将“乡

村”视作艺术家个体进行艺术实践和攫取社会资本的平台；提出

要“艺术去魅”“去艺术化”“在地主体”尊严的修复等思辨性的

观点 [4]。

3.资本裹挟艺术的乡建

始于1987年四川成都青城山、郫县等地开始的“农家乐”式

的乡村休闲旅游，农舍在翻新改造过程中，往往会对建筑和室内

环境做有限的乡土艺术化装饰以吸引和迎合城市消费者。发展到

后来，众多乡村开始举办“油菜花节”“桃花节”“荷花节”等

形式的乡村旅游节活动，包括2018年以来各地盛行了文化艺术

节，这种“文化艺术搭台、经济唱戏”的形式，使艺术沦为装点

门面、粉饰太平的手段，这类型式往往热闹一时，但最终曲终人

散，对乡村的建设发展作用甚微。最近艺术化民宿开始出现在乡

村休闲旅游中，比如浙江省湖州市的莫干山是目前国内“艺术民

宿”做得最成功的乡村。“艺术民宿”往往选择自然风景优美、

人文艺术气息浓厚的乡村地区，重点对乡村建筑和整体环境进行

艺术化的重构，部分民宿为久居城市的游客提供各类文创艺术体

验，诸如捏陶，雕刻、绘画、手工制作等艺术创作，为美丽乡村

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

三、新时期艺术乡建的几点思考

1.艺术乡建中艺术的范畴

在当前国内的艺术乡建实践活动中，艺术家比较擅长于用纯

艺术化的视角和手段来改造乡村，譬如重庆武隆青峰的涂鸦村、

贵州隆里田野装置艺术等地，这种用当代艺术作品直接介入的手

段，在改变乡村面貌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我国广袤的乡村

区域因不同的地形理位置、不同的气候环境、不同的民族习惯孕

育了各不相同、丰富多彩的乡风民俗，如果仅仅站在“绘画、雕

刻、装置、装饰、表演、展览”等狭义的“小艺术”角度，是难

以适应我国当前复杂乡建需求的。打破传统艺术的边界，站在更

广博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角度，树立“万事万物皆艺术、

艺术包罗万象”的观念，艺术可以是郁郁葱葱的田野、生机盎然

的农田、一个草垛、几个稻草人 ……，改变只有艺术家创作的作

品才是艺术的狭隘思想，如同渠岩先生所说的“艺术去魅、去艺

术化”，新时期的艺术乡建要去掉艺术本身所带来界限的羁绊，

收敛起艺术的光芒，唯有如此，艺术才能真正融入到乡村建设的

方方面面之中，成为长在乡村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2.艺术乡建中环境先行

当前艺术乡建中艺术家们往往会选择自然环境优美、古建筑

保存完好、乡风民俗独特的乡村，譬如渠岩先生在山西的“许村

计划”和广东的“青田模式”、建筑师王澍先生在浙江富阳的“文

村改造”、画家孙君先生在河南信阳的“最美乡村郝堂村”、欧

宁和左靖先生在安徽省黟县的“碧山计划”，等等。艺术家们这

样的选择倾向，一是对历史遗留下来的乡村文化具有强烈的保护

意识；再可以则依托这些人文、自然景观的先天优势，可以更

好、更快地完成艺术乡建的目标，以便于吸引更多人的关注，为

乡村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在这里环境基本上不存在掣肘的问题，

是艺术乡建的加分项，然而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量的乡村并没有得

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资源，也缺少具有历史底蕴的人文环境资源，

反而因为历史的原因遭到了大量的破坏。当前乡村的环境问题主

要体现在：一是植被的多样性受到破坏，20世纪开荒垦田林木的

大量砍伐，很多乡村建筑没有了绿树环抱而显得异常突兀，难以

再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意景观。再则是乡村环境污染并没

因为远离城市而有所减轻，相反因缺少垃圾回收处理系统而造成

的白色污染，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造成了土壤及水源的污染，

这些给乡村生态系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3.艺术乡建中艺术介入点

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化

遗产，不仅有建筑、园林、桥梁、陶器、瓷器、漆器、木器等有

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也有地方戏曲、书画、剪纸、木作、织锦、

二十四节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与艺术紧密相连的文化遗

产，它们的根基在中国广大的乡村地区，是地方文化脉络、乡村

精神的主要载体，是乡村区别与城市、乡村区别与乡村的“在地

性”内涵，我们要合理利用这些文化遗产作为艺术乡建的介入

点，撬动乡村走向经济、文化、艺术的振兴之路。在这个符号消

费、美学消费、景观消费被滥用的现代信息社会，任由艺术的野

蛮介入可能会导致“千乡一面、万村一貌”的后果。如何准确把

握每个乡村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历史文脉，保持不同区

域乡村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就需要进行详实的乡野调查，不仅要

查阅当地的县志、乡志以及村民的口述，从历史的时间维度上挖

掘有价值的信息，还要在现实的空间维度对乡村“一草一木、一

砖一瓦”进行分析整理，让艺术在乡建中能依托这些“在地性”

支点做到精准对接，保持乡村文脉的历史延续性。

针对自然环境优美、乡风民俗淳朴、远离城市的原生态乡

村，艺术的介入要着重利用其自然景观，进行有限度地开发利

用，在这里“自然景观”就是最大的艺术；针对拥有特色的古建

筑、园林、庙宇、书院、祠堂、牌坊、古道、古桥、古井、古树

等“人文景观”的乡村，艺术介入重点是对这些乡土文明、历史

文脉进行保护和修复，在新时代的语境下提振传统乡村文明；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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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拥有传统工匠、非遗传人或手工艺作坊的乡村，譬如古法酿

造、传统木作、陶瓷制作、漆器制作、造纸、染织刺绣、地方戏

曲，等等，艺术介入应围绕传统工艺的传承、产品的创新与研

发，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助力其产业化发展，以此来实现乡

村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而大量没有任何自然人文资源的乡村，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空心化而逐渐自然消亡的乡村，乡村农田

合并、土地集约化管理、现代机械化生产将逐渐成为现实，艺术

乡建要主动适应这一发展趋势，重点围绕创造什么样的现代农业

“生产景观”而展开构想和实践，而非一味地抱残守缺，乡村新的

生产方式必然会带来新的乡村结构和人文艺术形式，在“旧乡”

上建“新邦”要提防将乡村城镇化，还是应立足于乡村“在地

性”人文历史脉络，创造出符合新时代发展需求的新乡村人文艺

术景观。

4.艺术乡建中主体参与度

关于乡村建设的主体性问题，从民国时期梁漱溟先生就发

现“号称乡村运动，但乡村不动”，究其原因是没有真正站在农

民的角度去思考他们的所思所想，当国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提出

“乡村振新”战略，众多艺术家也适时地响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号召，进行了大量的艺术乡建实践，在实践中大家依然发

现乡民对乡村建设参与度不高，主动性不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

因：一方面是因为艺术异化为消费乡村、消费乡民的手段，正如

渠岩先生所言：“艺术成为资本招揽生意的策略和点缀，变成地

方打造文化认同策略，或是村民为寻求发财致富以扩展经营的手

段”[4]，艺术在乡建中丧失了主动性。再则是因为艺术高高在上，

没能获得乡民的认同和唤醒乡民的文化艺术自觉性，方李莉女士

认为“无论是政府、资本，还是艺术家、学者，介入乡村建设首

先要尊重当地村民的主体性，和他们打成一片”［2］。譬如艺术家

林正碌先生和团队在福建屏南县龙潭村通过教村民画画、帮村民

卖画，累计培训学员1万余人次、卖出画作5000多幅，总值100

多万元 [5]，彻底改变了当地村民对艺术的认识，年轻人开始注重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因此，当艺术乡建目标与乡民主体经济利益

诉求保持一致时，才能广泛调动乡民们的积极性。

结语：

乡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

园，也同城市发展一道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重任，乡村振

兴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的重要拼图，其兴则民族兴国家

兴。乡村振兴不仅是乡村经济的振兴，更是乡村文化、乡村精神

的振兴，其涉及的内容多，牵扯的范围广，需要各级政府、社会

的广泛关注，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中国改革开放

用了四十年时间实现了城市现代化工业文明，具有五千年农耕文

化的乡村文明，实现振兴也绝非一蹴而就，艺术家、人类学家、

社会学家等领域的学者需要沉下心来、俯下身去融入到乡村之

中，认真倾听乡村的声音，找准乡村历史文化脉络，立足于新的

历史时期乡村发展需求，实现乡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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