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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乡建”为农民而建，但在推进过程中，如何提升农民
的参与度和获得感，任重道远。

“德清‘艺术乡建’虽在产业赋能、乡村经营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但要真正融入老百姓日常生活，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梁建红说，“关键要吸引农民广泛参与，激发乡土文化自豪感。”

走进五四村游客服务中心，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厅花坛
里“破土而出”的竹笋，一共 54 根，均由牛仔布制成。这是驻
村艺术家王雷召集当地村民、收集家中废弃布料，大家一起裁
剪、造型完成的现代艺术作品。

创作过程中，有位与竹子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大爷说：“不
对不对，长歪了的笋长不活的！”王雷笑着解释，这是为了艺术
造型，根根直立就不好看了。大爷勉强认同，但看着最终成品
仍有些不满意：“这笋长不成竹子咯，好看是好看。”对此，王雷
和乡镇干部颇有感触：“这种冲突交流，本身就是提升乡村审美
情趣的一种实践，引导农民从身边的环境中发现艺术的美。”

近年来，一项以县图书馆为主导、名为“走读德清”的活动，
正在全县火热开展。每次活动，邀请县内外文化名家、读者、当
地群众一起，走一条乡土线路、挖掘当地历史人文，研讨整理后
通过农家书屋、文化礼堂等活动载体，向当地群众宣传普及。

下渚湖街道的杨坟村，是南宋“南渡十将”之一杨存中墓
葬所在地，至今保存着宋代的古道、石桥，村里的计筹山更是
历代文人雅士访古探幽的圣地，留下许多诗文。“在专家考证
基础上，通过‘走读德清’活动，杨坟的故事逐渐被村民了解，
很多人惊叹，原来家乡还有这样的历史！活化利用好丰富的
历史人文资源，激活和提升文化自信，将推动更多人积极参与
乡村发展建设。”德清县图书馆馆长杨敏红说。

“乡村振兴也好，艺术乡建也好，最终落脚点都是人，因此
要注重村民主体的参与，实现本地文化艺术复兴与乡村文明
素养提升双赢。”王丽云强调，当前浙江不缺艺术家，也不缺具
有乡村情怀的艺术家，缺的是既懂艺术资源特征、又懂乡村发
展规律，且具备乡村运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因而要特别关注
这类人才的培育，“这些人是艺术乡建能否发挥实效的关键，
也会是未来艺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生力军。”

令人欣喜的是，一批本土文化人才在“艺术乡建”中涌
现。比如，今年，德清青年作家朱炜、赵俊入选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美术家金晓敢、郑建辉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成为
当地文艺爱好者的榜样。“很多知名作家来到德清，与他们的
交流，给了我很大进步。”朱炜说。

雷甸镇双溪村里，一批文学和书画爱好者几乎每周都要
聚在一起，相互学习切磋，并免费指导村里孩子练字。村民周
鑫龙就是其中一位，眼下他正计划将自己收藏的 100 位名家
书写的“福”字，雕刻成一座“百福墙”放在村口展示，“希望这
些作品能够妆点家乡，增添一分文化气息。”

耳濡目染间，村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和创造者。艺术
乡建之路，在不断叩问“乡村如何发展、农民需要什么”之中，
变得更宽更远。

吸引群众参与，激发乡土自信

从民宿开局因地制宜，德清探索“艺术乡建”新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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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村有多美？”社交媒体上，有关
浙江乡村的话题从来不缺热度，总能“收
割”全国网友艳羡。多年来，随着“千万工
程”不断深化、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推进，千
乡万村已然气象万千。

新时代乡村往何处走？浙江奋力推进
“两个先行”的当下，乡村内涵和价值如何
进一步挖掘和激活？今年 5 月，省委宣传
部、省乡村振兴局、省文联共同印发《关于
开展“艺术乡建”助力共同富裕的指导意
见》，明确以“艺术”之名，助力全省乡村高
质量发展。

一边是阳春白雪，一边是朴素农村，艺

术与乡村如何实现有机互动？眼下，浙江各
地以艺术助力乡村发展的实践已颇丰富，但
也有找不好切入点、脱离乡村实际需求、转
化不了本地资源等苦恼。省文联相关专家、
学者经过多次调研认为，湖州德清的“艺术
乡建”从空间最适宜的民宿开局，使其成为
艺术介入乡村的平台，再进一步整合资源、
因地制宜赋予不同村庄不同调性，培育多种
文艺业态，实现文旅融合发展、文明素养提
升、乡土人才培育等共生共赢，积极探索讲
好新时代乡村故事的新方式，努力打开城乡
双向交流的新通道。这条“艺术乡建”可持
续发展之路，值得参考借鉴。

冬日的阳光透过天窗撒落大厅，十米
多高的落地书墙和巨幅书法作品极具视觉
冲击力。这是位于德清莫干山镇庙前村的
一家民宿——莫干山居图。凭借浓厚书卷
气息、浓郁书香味道，虽有疫情影响，这家
以图书馆为主题的民宿，仍保持着不错的
入住率。

“民宿不同于酒店，游客的入住体验不
仅来自美食、美景和服务，还有精神层面的
享受，可以是当地的人文风物，也可以是民
宿主的兴趣爱好甚至经历感悟。”莫干山居
图的主人朱锦东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原先
从事出版行业，十年前租下庙前村的老旧
礼堂准备开民宿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于
是将之打造成图书馆民宿，在山野间开辟
出一方追求诗和远方的天地。

莫干山民宿产业，一直以来是德清的
名片，也是带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动力。近
年来，民宿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同质化现
象逐步显现，并且受到了疫情反复和消费
疲软的冲击。民宿产业究竟该如何突围、
如何升级？和朱锦东一样，越来越多的莫
干山民宿主意识到“文化+”“艺术+”的重
要性。

根据基层需求，德清以县文联为主，在
莫干山镇五四村、庙前村、仙潭村分别布局
打造综合艺术村、作家村、编剧村，实施“驻
村绿卡”计划，吸引艺术家驻村创作，并提
供全方位服务。

“艺术家本身有基层采访采风、体验
生活的需求，德清有精品民宿、绝美风
景、改革故事，再加上我们积极对接、全
程服务，来的大咖越来越多。”德清县文
联主席梁建红说，截至目前已有蒋胜男、
杨劲松、马继红等 63 位国内顶尖艺术家
入驻各村。

“莫干山的宜静宜动，让创作变得更接
地气、更具生活质感，将周遭的景色和人物

描绘下来，融合进自己的作品中，更能长久
地保留下来。”知名作家蒋胜男这样形容她
的莫干山沉浸式创作体验。艺术家、作家
们将身边的故事融入作品，对朱锦东们来
说，又成为最好的引流之道。

除了吸引大咖驻村，一年来，德清县
文联还引导民宿常年开展各种书画、摄
影、邮票、阅读等文化艺术交流展示活动，
邀请省内外知名艺术家举办艺术讲堂、展
示艺术佳作、开展艺术创作。其中，15 家
特色精品民宿挂牌成为“莫干山艺术村
落”文学艺术创作基地，艺术家每年定期
前来采风创作，与德清合作的原创作品获
得国家级“五个一工程”奖，还将奖励 100
万元。

民宿成为艺术进村“入口”，艺术入村
又充分反哺产业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相
得益彰。莫干山镇五四、庙前、仙潭三个
艺术村的 211 家各具特色的主题民宿今
年以来吸引游客 36 万人次，营收近 1.2 亿
元。

非遗技艺民宿、黑胶唱片民宿、书画民
宿⋯⋯莫干山下，越来越多自带文艺气息
的民宿正如雨后春笋般成长。12 月 16
日，2022 年莫干山民宿大会暨浙江省“百
县千宿”乡村共富论坛在德清举行，会上评
选出全国最受欢迎、最具个性主题、最具品
质等 6 个类别的十强民宿，德清共有 21 家
入选。

值得一提的是，遍布乡村的民宿因为
“艺术乡建”，纷纷变身艺术空间，成为乡村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重要场所和载体。比
如莫干山居图，书屋常年免费向公众开放，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人们总能见到山里娃
阅读、写作业的身影。德清民宿里举办的
音乐会和书画展，眼下也有了更多村民驻
足、观看、欣赏，艺术浸润和熏陶，正潜移默
化改变着村民的生活。

民宿迎来艺术，艺术反哺产业

这两天，德清洛舍镇东衡村党委委员杨
建伟格外忙碌，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拨客商，其
中大部分是来洽谈尚书文创街合作运营的。
这个新项目，是东衡村未来发展的重头戏，也
是“艺术乡建”的主抓手。

作为书法家、画家赵孟頫和夫人管道昇的
隐居归葬地，东衡村还走出过4位尚书，入选
浙江省首批历史文化名村。“村里以前开石矿，
后来矿山关停，我们平整矿地建起小微园，老
百姓口袋一直鼓鼓的，但相比之下精神生活就
显得不够丰富了。”杨建伟快人快语，他说，有
一位大书法家“做邻居”，村庄的艺术品位、村
民的文化修养怎么也得提升一下，说不定还能
蹚出一条强村富民的新路子。

搞文化，村里不在行。德清县文联及时
介入，将东衡村列入“艺术乡建”重点打造的
书法村，在村庄历史文化挖掘、文创街规划建
设、艺术馆布展等方方面面给予专业指导。

如今，记者走在总投资 1.2 亿元的尚书
文创街上，两旁是古朴雅致的徽派建筑，墙面
有按照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再创作的巨幅喷
绘，俯身是雕有赵体书法的石板路，街区尽头
是赵孟頫管道昇艺术馆，里面正在举办第三
届“赵孟頫杯”全国书法篆刻展。绕过艺术馆
往前，是赵孟頫和管道昇的合葬墓，重新修建
的甬道两旁，历经千年风霜的石像生静静伫
立，见证这对夫妇的艺术成就和坚贞爱情。

“这些都是在县文联帮助下多方收集来
的，不仅村民可以随时来看，更成了村里提升
形象面貌、发展文旅产业的底气。”在赵孟頫
管道昇艺术馆内，杨建伟指着一幅幅作品说
道。眼下，依托赵孟頫影响力和洛舍钢琴产
业，东衡村还在布局民宿、研学、钢琴教学等
新业态，尚书文创街正式运营后，预计每年能
为村集体增收 200 多万元，为当地百姓提供
近百个就业岗位。

由此见得，在德清，“艺术乡建”不仅改变
着乡村产业发展形态，还在激活乡村价值、唤

醒乡村活力、塑造乡村形象方面有不小助
益。“作为一种有生命、有质感、有内容、有特
色的力量，艺术不仅可以赋能产业、美化乡村
环境、丰富群众休闲生活，还能复活乡村文
明、促进文化自信、完善乡村治理，从而使群
众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获得感、幸福感。”
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专家、浙江
工商大学副教授王丽云认为。

打造乡村品牌，彰显地域特色，是浙江
“艺术乡建”工作推进的一大特色。对此，德
清不仅在艺术资源导入上不遗余力，引导瓷
文化、茶文化、珍珠文化、防风文化等本地文
化挖掘，还出台相关扶持政策，为村集体或者
强村公司在塑造文化品牌、打造公共艺术空
间、承办各类展会等方面提供实际支付金额
50%的补助。

但德清 135 个行政村，并非人人都像东
衡一样有底蕴、有历史，资质平平的村怎么
办？“新村有新村的风貌。”莫干山镇五四村景
区负责人倪小兵信心满满。今年 6 月底，这
个靠休闲农旅产业起家的明星村，请来浙江
省美协和重庆市美协，联合举办“花开五四”
首届莫干山全国青年空间艺术创意大展暨
2022“言之有物”——浙江、重庆综合材料绘
画交流展（德清站）。

废弃瓶盖变成精美画作，平凡纸条化身
手工艺品⋯⋯由于反响好，原定一个月的展
期延长至三个月，共吸引 3 万多人参观打
卡。“我们在景区村庄打造中定位为综合艺术
村，有展览有项目，自然就有人气。”倪小兵
说，目前村里打造了艺术创作工作室，每月邀
请 3 位艺术家驻村，每人每年围绕莫干山主
题创作不少于 3 件作品，这些作品归集展出
后，也将成为一道风景。

艺术元素注入，乡村魅力倍增。据悉，今
年以来五四村共接待游客13万人次，营收较
去年同期增长 66%，前不久还获评了省级

“艺术乡建”示范村。

传统结合时尚，重塑乡村魅力

艺术与乡村似乎历来就有天然而亲密的联系。法国巴
比松，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村，因其安静，因其枫丹
白露森林，吸引了卢梭、米勒等艺术家聚集到此生活创作，
不仅形成了举世瞩目的“巴比松画派”，小村也变成了游览
胜地。

近年来在行走全国各地进行城乡规划设计时，我们发现
伴随地区、城乡间交通距离、文化差异等缩小，原先多样化的
乡村正变得单调和同质，甚至一些率先整治环境、发展产业的
明星村也因为特色不够鲜明而逐渐失去吸引力、丧失竞争优
势。而“艺术乡建”，为乡村发展带来全新可能，也成为乡村全
面振兴的独特发力点。

在德清莫干山的实践中，我们看到当地以民宿为载体，依
托生态资源和历史底蕴，吸引艺术家入村创作，植入多元文化
活动，让民宿更具标识度、更有吸引力，还拓展了乡村空间内
涵，呈现从洁化到美化再到艺术化的新趋势。

审美是一种全世界共通的情绪，跨越城乡、跨越群体，艺
术和设计视觉语言也形象直观，容易被人们感知、理解、认
可。希望已在各地落地的“艺术乡建”能真正扎根乡土，进一
步在互动交流中培育村民审美趣味和能力，既提升对现当代
艺术、建筑设计等的认同，也激发对戏曲、木作、编织等传统手
工艺和乡土文化的自信，共享艺术魅力。同时，也进一步在双
向协作中孵化乡村艺术产业，借助艺术
节、音乐节、文创市集等业态植入，加快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农产品等的改
良传播、价值转化，真正促进乡村产业多
元化、可持续发展。乡村建设是一个复
合、长期项目，期待艺术能够点亮更多乡
村未来。

给乡村一种新可能
浙江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设计总监 何培峰

深一度

游客在莫干山居图民宿享受悦读时光。 受访者供图 “花开五四”首届莫干山全国青年空间艺术创意大展暨2022“言之有物”——浙江、重庆综合材料绘
画交流展（德清站）吸引不少游客和村民前来拍照打卡。 莫干山五四村景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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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县乾元镇的乾龙灯会为百姓带来充满传统文化魅力的节日盛宴德清县乾元镇的乾龙灯会为百姓带来充满传统文化魅力的节日盛宴。。 共享联盟共享联盟··德清德清 蔡俊蔡俊 摄摄

在 德 清 县 洛在 德 清 县 洛
舍镇东衡村赵孟舍镇东衡村赵孟
頫管道昇艺术馆頫管道昇艺术馆，，
当地村民通过当地村民通过““小小
候鸟夏令营候鸟夏令营”“”“春春
泥计划泥计划””等活动等活动，，
为孩子进行书法为孩子进行书法
启蒙教育启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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