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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海宁海宁““艺村艺品艺村艺品””让诗意与烟火融合让诗意与烟火融合

艺术种子艺术种子，，怎样在乡村生根发芽怎样在乡村生根发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沈烨婷沈烨婷 褚晶君褚晶君 共享联盟共享联盟··海宁海宁 朱瑞庭朱瑞庭

“乐在棋中”盐官镇桃园村、“光影故事”许村镇科同村、“蚕俗
文化”周王庙镇云龙村⋯⋯不久前，海宁首批“艺村艺品”示范村
名单公布，12个镇街实现示范村全覆盖。

“海宁结合自身实际，以‘艺村艺品’建设为抓手，既注重对
乡村传统文脉的挖掘保护与开发，又注重文化、经济和社会效益
相统一，形成了多方联动共同推进的良好机制。”省文联相关负
责人说。

“‘艺村’是指构建有艺术特色的村庄，‘艺品’是指培养村民
的艺术品位。‘艺术乡建’要改变乡村的外在，更要丰富村民的精
神世界。”海宁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宁“艺村艺品”建
设就是遴选出一批特色村落重点培育，鼓励、引导各村创建有各
自鲜明特色的品牌，让艺术的种子开花结果，众多乡村在“艺术
乡建”中创出了自己的品牌。

近日，记者深入海宁乡村，探访这里别致的“艺术乡建”。

走进丁桥镇新仓村梁家墩自然村，满眼是淳朴自然的乡
景。再往里走，就会发现另一番天地——绿树红花中掩映着一
座艺术气息浓厚的房子，白墙上的涂鸦彩绘让人眼前一亮。这
里是零一美术馆。

美术馆的主人是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水彩画家马百
齐。2016 年，马百齐在妻子的推荐下，来到她的家乡新仓村考
察，寻找适合写生和承办线下水彩论坛、研学活动的乡村。彼
时，梁家墩自然村正在发展乡村旅游，但一时还没找到合适的
方向。

“当时，梁家墩自然村已经因为青砖黛瓦的江南建筑和钱江
潮而出名，村里兴起了水彩写生的热潮，但缺乏持久性的抓手。”
新仓村党委书记陈志华说，“我们希望画家手里的画笔，能帮梁
家墩留住人气。”

双方一拍即合，第二年，零一美术馆启动建设。此后，经马
百齐引荐，平龙、武将、周崇涨等知名美术家纷纷与梁家墩达成
入驻合作意向。截至目前，梁家墩已举办各类展览等艺术活动
数十次，吸引全国各地画家投稿 1500 余件，展出作品 400 多
幅。常有学生及水彩画爱好者住在村里。

这是独属于梁家墩的热闹。“艺术浸润乡村，是个慢工出细
活、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所以一开始往往只是点缀的‘盆景’。”嘉
兴学院设计学院环境设计系副教授俞梅芳说，从 2013 年起，她
和团队就一直参与嘉兴乡村建设和艺术设计实践。“艺术的力量
要传递到更广阔的乡村，需要多方发力。”

“盆景”如何变“风景”？海宁蹚出了一条自己的路——逐步
完善一整套评价体系，从品牌、队伍、活动、阵地、名师五大方面，
清晰地构建出“艺村艺品”的框架。

创建过程中难点不少。“比如，有乡村遇到了艺术家驻村没
有固定场馆的问题，我们就腾退存量羊棚、落实建设指标，把羊
棚变成艺术场馆。”海宁市文联主席朱红刚说。

针对文化人才缺乏、文化资源不足等问题，海宁整合本土文
艺家、高校专家学者等艺术人才资源，建立专家库，由乡村点单、
专家库派单。“我们村想要一个棋艺大师驻村指导，向专家库申
请后，工作人员就帮我们对接联系了海宁市棋类协会会员、象棋
名手杨逢春。”桃园村相关负责人说，杨逢春入驻后，在村里成立
了“棋智妙想”志愿服务团，致力于象棋启蒙教育，年受益学员
1500余人。

海宁全域行动起来。优势品牌是什么、不足之处在哪里、推
进还有没有难点⋯⋯为了形成浓厚的创建氛围，海宁建立了常
态化推进机制，每月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听取各地进度汇报，在
比学赶超中共同提升。截至目前，全市170多个村（社区）中，第
一批 60 个村（社区）已开展“艺村艺品”建设，其中 14 个通过示
范村考核。到 2025 年，海宁全市开展“艺村艺品”建设的村（社
区）将超过90%。

经多方引导、鼓励和扶持，海宁“艺村艺品”渐成燎原之势，
众多乡村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围绕本村历史名人“清代棋圣”范西屏，桃园村打造“棋艺”
艺术品牌，2017 年被评为“中国象棋村”，马来西亚象棋总会也
曾来此与村民交流切磋；海洲街道新桥社区擦亮了“书法”金名
片，辖区 2000 多户家庭中，有书法爱好者 1000 多人，社区开办
的墨韵书院里，无论白天夜晚都有人挥毫泼墨⋯⋯

变盆景为风景
你追我赶争创品牌

书法村、诗歌村、滚灯村、摄影村⋯⋯
随 着 艺 术 村 多 点 开 花 ，新 的 问 题 冒 了
出来。

“比如，有的村内容同质化，制约了乡
村艺术的健康发展。”朱红刚说，“还有的
村引进了艺术家，但只是挂个牌，很少组
织活动，村民参与度也不够，乡村的艺术
热度难以持续。”

此外，有的外来艺术进入乡村，出现了
“水土不服”的现象。有段时间，陶艺受到
不少乡村的青睐。海宁也有一个村引进了
从事陶瓷印创作的艺术家，打算将乡村打
造成为富有特色的陶艺村。但由于村庄本
身没有相关文化底蕴，在打造过程中难以
获得群众的认同、激发群众的兴趣，项目进
展非常缓慢。

怎么办？海宁市文联副主席许晓飞认
为，尊重村庄的原生文脉，让艺术从村里“长”
出来，能保持长久和鲜活，是可行的方式
之一。

村庄原生的文脉从哪里找？从乡愁中
挖掘。云龙村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说起云龙村，人们就会想到蚕桑文
化。”周王庙镇云龙村党委书记沈啸驰介

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云龙村曾凭借“亩
产千斤桑百斤茧”的养蚕技术闻名遐迩。
依托这份底蕴，云龙村决定重拾昔日辉煌，
织出一条新“丝路”。近年来，云龙村充分挖
掘、整理特色蚕桑文化，建设云龙记忆馆，翻
建云龙茧站，开发出祭蚕神、唱蚕歌、画蚕画
等项目。今年暑期，2000余名学生来云龙
村开展蚕桑研学，村子的蚕桑文化品牌进
一步打响。

村庄原生的文脉还藏在民俗和非遗项
目中。

近日，在黄湾镇大临村的一间工坊里，
村民朱琳燕正尝试制作带有亚运会元素的
彩色拷花印染作品。花版制作、染料制作、
染浆制作、染色、印花⋯⋯几十道工序让人
目不暇接。

“几十年前，在田间桑地、集市庙会，
我们村里的妇女都会带上蓝印拷花头
巾。彩色拷花印染技艺就是在我们村蓝
印花布印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项
技艺传承了 150 多年。”朱琳燕曾任大临
村文化管理员，在与村民的交流中，逐渐
深入了解这项非遗文化。

在“艺村艺品”建设中，大临村着力打

造“彩色拷花印染”艺术品牌，让非遗文化
焕发生机。朱琳燕还拜嘉兴市级非遗蓝印
花布印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邬韵生为师，
进行系统学习，并共同开设了非遗工作室，
每年开展相关培训活动。受其影响，当地
的小学也开出了彩印花布班，让本土艺术
品牌有了更年轻的“代言人”。

海宁各乡村还注重依靠乡贤力量唤醒
乡村艺术。硖石街道荷叶村借助当地乡
贤、硖石灯彩嘉兴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王丽琴的影响力，通过名师入驻、建立队
伍，建设灯彩工作室、灯彩长廊，让全村近
三分之一的家庭都参与灯彩制作；袁花镇
新袁村则引进乡贤作家周飞，成立工作室，
带动了当地的文学创作。

“其实很多乡村都有自己的优势、特
色，关键在于能不能被发现、挖掘并发扬
光大。”许晓飞说。海宁立足自身实际，通
过调研摸排、现场展示等，充分挖掘本土
的艺术家、专家、乡贤等资源，深入了解村
民实际的艺术需求，激励更多的群体投身
艺术村落的打造和建设。目前，海宁 8 个
文艺类协会已与各乡村结对，助力“艺村
艺品”进一步深入。

深挖原生文脉 艺术从村里“长”出来深挖原生文脉 艺术从村里“长”出来

当艺术逐渐在乡村扎根，海宁又开始
了新的尝试。

“我们在乡村调研中，会听到不少村庄
的困惑——艺术和商业如何共存？”俞梅芳
说，很多人觉得，艺术和商业仿佛是一架天
平的两端。乡村搞艺术，如果完全不讲经
济效益，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但商业化太
重，又容易变味。

如何破题？在俞梅芳看来，诗意与烟
火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艺村艺品’建设
可以叠加旅游、教育等行业，比如卖艺术风
景、出售文创产品、开展艺术研学，在艺术效
益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马桥街道湖塘社区就是一个“破冰”
者。憨态可掬的熊猫，栩栩如生的小猪佩
奇，活泼的螳螂⋯⋯走进湖塘社区的田间
地头，人们的目光一下子就会被这些栩栩
如生的柴草玩偶吸引。

“这几年，周边地区要举办大型活动，
都会来我们这里，借用或购买柴草作品。”
湖塘社区党委书记姚强忠说，柴草作品由
本地的草根艺术家制作。收割后的水稻秸
秆，经过晒干、整合缠绕成一根根柴绳，就
是柴扎木偶的原材料了。

“柴草编制是我们这一带的老手艺，以

前就是图个新鲜、好玩，没想到现在还能挣
钱。”今年 72 岁的居民周雪康说。湖塘社
区以“柴草编制”为艺术品牌，打造了柴草
工艺坊，周雪康带领老匠人设计制作飞禽
走兽、卡通 IP 人物等上百种柴草工艺品。
柴草编制每年吸引 2 万多名游客，相关文
创产品也拓宽了集体经济增收路径。

办节庆活动，这是许村镇科同村的
“玩法”。5 月 30 日，第 76 届戛纳国际
电影节闭幕后的第三天，远隔万里的科
同村上千村民也迎来了他们自己的电影
节——2023科同之夜·第三届九斤乡村电
影文化节。

依托当地乡贤、2005 年“全国农村电
影工作先进个人”徐九斤，科同村打造了

“电影故事”艺术品牌，从2021年起连续举
办了三届九斤乡村电影文化节。科同村党
委书记郭利忠说，围绕“文化+产业+生态”
的模式，科同村建起了文化礼堂、村文化中
心、科同画院等，同时鼓励村民开办农家
乐、特色民宿等，目前已有商户 20 余家入
驻，盘活了科同老街经济带。

“玩法”当然不止这些。桃园村建设棋
院、棋类主题酒店，推出棋类主题菜肴；大
临村打造蓝印花布旅游研学路线，创作系
列文旅产品；荷叶村开展硖石灯彩长训

班，培训青少年数百名，拓宽村集体增收
途径⋯⋯“艺术乡建”与文旅、教育等结合
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在逐步显现，今年上半
年海宁全市乡村共接待游客近 300 万人
次，带动经济收入1.8亿元。

更为深刻的改变，在于村民的精神内
核。由艺术带来的乡村美育，春风化雨般
滋润着村民。

“吃过晚饭，大家就约着去练舞。现
在村里打牌的人少了，跳舞的人多了，生
活品位都高了。”许村镇永福村相关负责
人说。近年来，永福村以成立 10 余年的
本村舞蹈队为核心，带动了全村 1680 余
名舞蹈爱好者和从业者，形成全民练舞的
欢乐氛围。舞蹈成为永福村的一张艺术
金名片。

一支生机勃发的乡土人才“生力军”，
也在海宁不断壮大。目前，海宁已组建各
类 文 艺 团 队 1900 余 支 ，培 养 文 艺 骨 干
5000 余人，带动村民从“旁观者”成为“参
与者”，最终变成“创作者”。

契诃夫说，艺术给我们插上翅膀，把我
们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海宁广袤的田
野上，艺术就如翅膀，让一个个村庄变得轻
盈活泼，也吸引着更多农民走进更辽阔更
丰富的精神世界。

平衡艺术与商业 兼顾天平的两端

赵斌

海宁的“艺术乡建”，注重诗意与烟火、艺
术与生活和谐共生，整合社会各方资源，激活
了乡村内在活力，构建起以村民为主角，政府、
艺术家、企业等多方参与的乡村情感共同体。

遵循乡土的内生逻辑。“艺术乡建”一个
重要的基石就是敬畏乡村的文化和传统，要
尊重、挖掘乡村自身的文脉。“艺术乡建”不
能生搬硬套，不妨让艺术从乡村自然长出
来，从而打造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与本村
相得益彰的品牌。

让“有形之手”更有形。“艺术乡建”，不
仅是艺术家的事、乡村的事，也需要政府部
门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整体布局“艺术
乡建”的发展规划，充分发挥各级政府、艺术
机构、专业艺术院校的资源优势，合作互补、
多赢互惠，促进“艺术乡建”和谐发展。

“艺术乡建”，核心在人。首先是人才队
伍。乡村振兴需要人才加入，“艺术乡建”同
样如此。高层次、高质量的带头人、领头雁
等骨干人才的培育、引进是重中之重。可以
根据乡村的不同情况，选派带头人，有针对
性地对乡村进行艺术探索与实践。其次是
村民。村民不仅是共建者，更是共享者。应
予以村民充分的话语权，考虑“艺术乡建”的
参与性与实现感，从而增强村民参与“艺术
乡建”的内生动力。

（作者系嘉兴学院环境设计系主任、副
教授）

遵循乡土的
内生逻辑

“光影故事村”许村镇科同村，村民观看露天电影。

盐官镇桃园村打造“棋类文化村”，越来越多的高规格赛事在村里
举办。图为 2019 年在桃园村举办的象棋车轮战上，象棋大师与村民
过招。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黄湾镇大临村蓝印花布工坊，学生们正在学
习彩色拷花布印染技艺。 海宁市传媒中心供图

黄湾镇大临村蓝印花布工坊，学生们正在学
习彩色拷花布印染技艺。 海宁市传媒中心供图

马桥街道湖塘社区打造草编文化，柴草编织
的玩偶成为工艺品，拓宽了村集体经济增收路径。

丁桥镇新仓村梁家墩自然村全貌丁桥镇新仓村梁家墩自然村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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