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繁忙的 318 国道拐进乡村公路，一座
白墙黛瓦、山水相依的古村落映入眼帘，长
兴县李家巷镇石泉村到了。

“直接来百桌厅吧，钱老师的课马上要
开始了。”刚停好车，村妇联主席刘芸就发来
消息。我快步穿过古桥，沿着石板小路，来
到了一座重檐歇山顶的围廊式建筑前。

百桌厅是一座古建筑，也是石泉村文化
礼堂所在地。推开二楼农家书屋的镂空雕
花木门，齐肩短发、一身长裙的钱爱康正在
上湖笔研学课，近 20 位孩子围坐在一张长
长的书桌前，托着脑袋认真听讲。“钱老师是
省作协会员、湖笔技艺传承人，也是我们石
泉村的两位文艺村长之一。”刘芸轻声向我
介绍。

近年来，长兴县深入开展“艺术乡建”，
引导文艺家协会与镇村结对建设乡村“文艺
共同体”，派驻文艺村长开班授课、挖掘村庄
文化、保护非遗项目等，为“千万工程”赋
能。“这个夏天，我们进一步深化‘艺术乡
建’。”刘芸说，石泉村专门请来文艺村长等
大咖，不定期为村里的孩子免费上课，课程
包括手工、舞蹈、写作、户外写生等，帮孩子
们过一个精彩又文艺的假期。

“听了湖笔的理论知识，大家想不想自
己动手做一支呀？”讲解完 PPT，钱爱康翻出
了一打制作材料和工具，依次在书桌上摆
开。“想！想！”课堂一下子热闹了起来。“我
们今天就体验一下湖笔制作工艺中的抹笔
环节吧！”钱爱康说。

只见钱爱康将晒干的六角菜（一种藻类
植物）细细研磨，加水搅拌后将其作为黏合
材料，随后将一支半成品湖笔的笔头掰开，
放在黏合材料中充分浸润，然后一手拿着笔
杆慢慢旋转，另一只手用虎口不断调整笔头
的形状。“湖笔以尖、齐、圆、健四大特质著
称，大家抹笔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照着这 4
个字的标准，慢慢地调整⋯⋯”

按照钱爱康的演示，同学们也学样操作
起来。6 岁的男孩吴俊鹏留着寸头，平时总
爱调皮捣蛋的他今天格外认真，研磨、浸笔、
整形⋯⋯直到制作完成，他终于舒展眉头，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湖笔研学课临近结束，几位来接孩子的

家长已等候在一旁。“鹏鹏爸妈工作忙，暑假
都是我在带，看到村里有排课，我赶紧给他
报了名。”吴俊鹏的奶奶张碧琼说，比起在家
里看电视玩手机强多了。“没错！”另一位村
民沈玉英也点点头，“文艺村长教得既专业
又有趣，我孙女还主动报了舞蹈课。”

“青少年舞蹈课，下午 3 点正好有一堂，
是我们村另一位文艺村长朱文选负责的，也

一起看看吧。”刘芸向我介绍。
午后，当我们再次来到百桌厅时，围廊

里已经坐满了人，村民们摇着蒲扇，乐呵呵
地望向一楼中厅里的大戏台。

“抬头，眼睛看远方⋯⋯”浙江省舞蹈家
协会会员、长兴县文化馆舞蹈编导朱文选一
边打着拍子，一边给孩子们调整舞姿。10位
小女孩排成3列，不断变换走位。

“才上了两堂课，大家已经跳得有模有
样了。”刘芸说，孩子们这么认真还有个原
因，她们要代表石泉村参加 8 月下旬镇里举
办的青少年舞蹈大赛。

“我孙女可积极了！”村民高春梅说，“每天
在家里穿着舞蹈鞋练习，说要拿第一。”顺着高
春梅指的方向，我看到了个子高高的高宇晗。

这个身穿黑 T 恤、扎着马尾的女孩舞蹈
动作自然流畅。“宇晗从小就热爱舞蹈，暑假
村里开了舞蹈课，她开心得不得了。”高春梅
说，有了文艺村长的指导，宇晗进步很快。

走出百桌厅，我遇到了长兴县作协主席
田家村。作为石泉村乡村“文艺共同体”的
艺术顾问，田家村负责在暑假为孩子们上文
学欣赏和写作实践课。“石泉村是省级历史
文化古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这里的历史风
貌和村情民事，都是我的灵感来源。”最近他
正在创作一部乡村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上
课之余，他会拿着相机和笔记本，到村里查
阅资料、实地采风，为写作积累素材。

长兴县文联介绍，目前该县已成立乡村
“文艺共同体”15个，共派驻文艺村长18位，
进一步推动了公共文化服务向基层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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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阳光，洒在公路沿途茂密的绿植
上。从武义北高铁站出发，驱车仅十几分
钟，我就来到了武义县履坦镇坛头村。眼
前，青砖灰瓦，曲径通幽，一幢幢古建筑错落
有致。

从地图上看，坛头村是武义县北部的重
要门户，也是武义江与白鹭溪交汇处。近年
来，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山村用重新修缮
的古建筑作为“据点”，大力发展“艺术乡建”
项目，凭借浓厚的艺术文化氛围声名鹊起。

沿着青石板铺就的干净村道行走，一座
最传统的烧制瓷器的柴窑映入眼帘，再往里
走，我来到了婺瓷展示馆。履坦镇副镇长方
东东告诉我，这里是坛头村最具人气的研学
活动点之一。

一进门，就看到来自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的学生们，正兴奋地体验婺州窑拉坯。“我们
暑期来做‘千万工程’调研，发现坛头村艺术
氛围很浓厚，学生们对手作体验也非常感兴
趣。”带队辅导员沈晴娜说。

在婺瓷展示馆负责人陈英华的指导下，
我也动手体验：握着温润的泥坯，让它在旋
转中一点点成形⋯⋯这种古朴的风格，在我
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象。

“艺术乡建”，正在变成活化乡村历史
文脉的催化剂。陈英华说，2020 年，她和丈
夫——金华市工艺美术大师陈金生来到坛
头村选址装修时，村民们对“婺州窑”的概念
知之甚少，开馆后，村民们络绎不绝地前来
交流、参观，体验手作瓷器。

离开婺瓷展示馆，穿过曲折的老巷，眼
前又出现了一座民俗画馆。今年 77 岁的画
家朱志强，热情地介绍着自己创作的民俗
画：编草鞋、搓麻线、修谱、庙会⋯⋯这些曾
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往事，被他一笔一画
记录下来，乡愁也在艺术氛围中被唤醒。

“这个我小时候见过！”“这件农具我家
里还有呢！”观众热情地回应着。儿时的记
忆，勾勒出乡愁，加深了人们对乡村的情感，
也让民俗画馆成为坛头村的另一个研学热
门打卡点。现场，有不少大学生在观画。周
边小学的孩子们，也经常在老师的带领下，
来听朱志强讲故事。

令人惊讶的是，这座小村庄里，文化能
人和艺术家的数量超出想象。转过巷尾，我
来到中国当代诗人档案资料陈列馆，常住坛

头村的安徽诗人雪鹰带我在此品读诗人艾
青、洛夫的手稿复印件。9月，这里还将迎来

“马启代诗歌月”活动；再走几步，年画陈列
馆里，近代年画琳琅满目，传统文化余韵悠
长⋯⋯

坛头村的艺术氛围，得益于长期生活在
此的文化人——他们大多因一位企业家结缘
坛头村，他是浙江田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浙江省首批“艺术乡建”带头人徐成斌。

“2018 年，我来到坛头村，创办了田庐
文创园，这也是村里首个入驻的项目。在办
企业前，我是做雕塑的，所以对艺术有天然
的热爱。”徐成斌告诉我，扎根坛头村后，他
深感美丽乡村的文化建设大有可为。于是
凭借自身人脉和当地扶持，热情地邀请各类
艺术家入驻。

现在，坛头村每周都会举办文艺活动，
村民和外地游客能共同参与：明清老宅焕
然一新，上演过田庐端午、中秋诗会；村里
文化礼堂宽敞明亮；叶一苇书画展引人注
目；读书会、草编活动、湿地研学露营节络
绎不绝⋯⋯文艺因子激活了乡村资源，全村
已集聚20多个文化产业业态，集体经济收入
由5年前的50万元增长到去年的200万元。

5 年来的改变，坛头村党支部书记林卫
良最有感触。随着徐成斌和众多艺术家的
到来，村里一座座老建筑变成了艺术馆、博
物馆，“我没想到现在能这么热闹。”林卫良
说。他每每路过被改造的老宅片区时，住在
这里的几位老奶奶都会跟他说：“我们这里
变得真好！”她们会自觉维护村里的卫生环
境，就是为了保护眼前的美。

更让林卫良记忆犹新的，是前不久“文
化进万家，放歌新时代”“翰墨飘香，琴声传
韵”系列音乐活动在坛头村文化礼堂成功举
办。活动中，来自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
师生为村民带来了音乐公益课堂、钢琴专家
课和“艺术乡建”助力共同富裕音乐会 3 场
精彩纷呈的活动。

音乐会开始前，组织者还担心，村民们
会不会在现场喧哗，为此村委会专门张贴公
告，希望听众遵守秩序。没想到，当优雅的
钢琴声在夜幕中响起，坛头村的男女老少都
静静地聆听。没有身着礼服的听众，也没有
大都市的霓虹背景，坛头村就这样迎来了一
个连夏风都沉醉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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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宁波城区出发，驱车约30分钟，在绿意盎然的稻田旁，一个
写有“中国御史之乡”字样的牌楼进入眼帘——海曙区茂新村到
了。据考证，村内的林氏一门出过8位御史，均以廉洁奉公而闻名。

“我的扇子还有股清香呢！”“快来看看我的云朵扇，摸起来
可舒服了”⋯⋯刚走进村内的宁波家风馆，就听到了小朋友们的
欢声笑语。

“别看我们村不大，却能给客人带来多重体验。”家风馆馆长
虞周玲告诉我们，进入暑假，大批游客带着孩子来这里参观御史
中丞第、体验火车上的咖啡馆、感受农田里的“航天基地”。近年
来，茂新村通过“艺术乡建”赋能乡村，引入多样化内容丰富乡村
游，还与宁波本地高校合作，推出了许多适合小朋友的传统艺术
体验活动。

“你们运气不错，今天刚好有宁波财经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在
带领小朋友制作中式团扇。”虞周玲说。她带着我们来到团扇制
作点，只见各式各样的制作材料铺满案头：麦穗、蔺草、桑叶⋯⋯

“这些装饰物都是村里的农作物，大家可以 DIY 创作自己
的主题团扇。”宁波财经学院的艺术指导老师张宁一边向孩子们
讲授技巧，一边招呼我们也来体验团扇制作。

印象中的团扇都是画着淡雅水粉画或绣着古风图案，像这
样用农作物做点缀装饰的真是少见。我们饶有兴趣地拿起麦穗
做起了团扇边框，小心翼翼地用胶水把它们粘起来。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我们在茂新村开展‘艺术乡建’的新思
路。”张宁介绍，茂新村所在的古林镇是著名的蔺草之乡，将蔺草、麦
穗等本村农作物加工余料融入团扇制作，既能够二次利用农业资
源，还能有效宣传农耕文化，让更多的孩子认识农业、爱上农村。

除了中式团扇制作，村里还与宁波财经学院合作，举办了儿
童蔺草贴画、活字印刷体验、汉字节等活动，在暑假受到众多家
长和小朋友的欢迎。

从家风馆出来，一眼就能望见稻田间模拟中国空间站打造
的“航天基地”。走到基地门口，我们正好遇到一队小朋友兴奋
地朝里面走去。

“宇航员在太空能给地球打电话吗？太空里有移动基站吗？”
“这个按钮是干什么用的啊？”一进“基地”，小朋友们便围着讲解
员发问。讲解员耐心地介绍：“天地通话需要空间站、天链中继卫
星系统、地面站三方面共同完成。看，这里就是模拟空间站里的
通信系统，宇航员在空间站里不仅能打视频电话还能用上
WiFi⋯⋯”

探索空间站的秘密、动手制作火箭模型⋯⋯暑假以来，像这
样有趣又长知识的太空研学在茂新村已开展了10场。

村党总支书记林忆聂介绍，2019 年，第四届“中国航天日”
宁波分会场放在茂新村，参观者络绎不绝，火爆的人气给村民留
下了深刻印象。去年，“艺术乡建”深入推进，村里自然就想到了
独具特色的航天，特别是广受关注的中国空间站。他们请来专
业设计团队，搭建空间站模型等。这些太空艺术装置让村民们
开了眼，也引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

除了“航天基地”，茂新村“艺术乡建”还有新招——从上海
铁路局引进退役老式蒸汽火车，打造成一年四季都有美景的火
车休闲综合体。

裘俊杰是火车项目的负责人，他请来专业设计师，让每节车
厢都充满了浓浓的艺术范儿：前两节车厢，颇具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的复古风情，可供游客拍照；第三节车厢，是供小朋友游玩的
童乐屋；第四节车厢是咖啡馆；后三节车厢则是以蔺草装饰为特
色的会议、团建场所。这样的场所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几乎每
周都会收到一两次预订。

我们走进火车咖啡馆，发现车厢共有两层：一层，小哥正在制作
咖啡；二层，有两人座也有四人座。我们挑窗边位坐了下来，吹着空
调，闻着咖啡香，窗外绿油油的稻田仿佛一幅画卷在眼前铺开。

“不管是家风馆里的艺术体验，还是太空研学、火车，孩子都
玩得开心，还能学知识。”带孩子前来体验的王女士挺满意。

“艺术乡建”让茂新村越来越美丽，村集体经济也逐年增
长。今年上半年，村集体收入已超过400万元。

从团扇制作到“航天基地”、火
车休闲综合体，宁波茂新村——

艺术兴村
脑洞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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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诗蕾叶诗蕾

田庐文创园 中国当代诗人档案资料陈列馆中国当代诗人档案资料陈列馆

浙江水利水
电学院的学生在
婺瓷展示馆体验
婺州窑瓷器制作。
拍友 陈瑶蝶 摄

文艺村长钱
爱康为孩子们演
示湖笔制作。

共 享 联 盟·
长兴 钱昕彤 张
泽民 摄

小朋友在茂新村“航
天基地”内体验。

文艺村长朱文选给孩子们上舞蹈课文艺村长朱文选给孩子们上舞蹈课。。
共享联盟共享联盟··长兴长兴 钱昕彤钱昕彤 张泽民张泽民 摄摄

茂新村火车休闲综合体茂新村火车休闲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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