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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跨界·融合
——艺术乡村建设新思维

　　艺术乡建是当前我国乡村建设中的一股新力量，为新时期的乡村建设探索了一种全新

的可能性。当“艺术”成为乡村建设的关键词，乡村建设将被赋予新的定义和解读。在近

期举办的“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展·深圳”中，由艺术家、地方政府或企业参与的广东顺德

青田村、浙江泰顺徐岙底村、陈家铺、斗米岙村、后畲村、甘肃天水石节子村、海南中廖

村、深圳光明迳口村、四川安仁镇南岸美村等地的艺术乡建项目，全方位诠释了“多元、

跨界、融合”的艺术乡建新思维。

　　多元：多方参与搭建艺术乡建“共同体”

　　艺术家介入乡村建设是艺术乡建的最初模式，也是社会各界对艺术乡建的基本界定。

艺术家是艺术乡建的最早践行者，如当代艺术家渠岩策展的“青田”，乡村建设者左靖策

展的“徐岙底札记”，艺术家靳勒策展的“石节子美术馆”。他们用不同的形式将艺术与

乡村相联，使乡村在与艺术的互动中绽放异彩。

　　企业在当前的乡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华侨城集团参与的“遇见中廖”“安仁·

艺美南岸”“光明迳口”等乡村建设都是成功的案例。海南三亚中廖村通过乡村演艺活化

了黎锦、黎陶、黎族歌舞等黎族传统文化，运用民族传统艺术特色，让新老村民共同参

与，形成具有典型海南特征的民族特色村寨。成都安仁南岸美村通过生态博物馆等乡村文

化设施建设，在保护林盘生态的前提下，打造川西林盘创新示范项目，力求建成乡村振兴

样板。光明迳口村是深圳城市化进程的见证，通过艺术介入村庄，逐渐从城市边缘濒临衰

败的小村庄发展成为都市人的田园新家园。

　　浙江松阳县人民政府主导实施的村落保护行动被誉为“松阳故事”，引起社会各界广

泛关注。当地政府引进艺术家与当地村民合作，以艺术为驱动力，在尊重历史文脉的前提

下，以艺术审美和当代设计对村落人文空间进行改造，发掘传统文化和特色产业，激活乡

土民俗，推动乡村复兴。

　　如此，乡村建设不再是独角戏，艺术家、企业与政府的对话与合作，正在形成中国乡

村建设的合力，共同促进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

　　跨界：艺术、生态、智能多方联动

　　在艺术乡建的语境中，艺术不再被定义为纯粹的美学意义上的艺术形式。乡村社会所

有的视觉符号都可成为“艺术”，而“村里人”也成为乡村艺术的一部分。当艺术家介入

乡村建设，这种行为本身即是一场艺术实践，村落成为艺术现场。

　　在艺术乡村建设中，艺术与当地“传统”产生了无法割裂的关联。无论是当代艺术

家，还是政府、企业，都以尊重当地文化传统、挖掘当地传统文化艺术资源为前提，或以

艺术激活乡村的传统产业，尤其是传统手工艺，使其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或以

艺术激活乡村的传统民俗文化，使其成为乡村社会新的文化符号。当地传统文化不断以乡

村艺术及其艺术产品的形式融入当代社会生活。

　　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之一。艺术乡村建设需要引导中国乡村社会步入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化道路。艺术乡建语境下的“生态”，是在被艺术激活的传统产业和传

统文化基础上，滋生出的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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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胡子轩）

　　智能，是艺术乡建在当代的新诉求。所谓智能，是互联网、物联网、智能化生产等在

乡村建设中的应用，这是实现艺术乡建和生态乡建的基础。只有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我

们才能将乡村的传统文化、传统产业，通过艺术的手段转化为具有新的人文价值的时尚生

活生产方式。

　　将艺术、生态、智能的理念引入艺术乡建，让其成为传统与现代沟通的桥梁，实现传

统与现代的联动，是艺术乡建今后发展的新趋势。

　　融合：“艺术乡建+文旅”

　　乡村振兴重在创造乡村再生机制，提升乡村社会自我更新与发展的能力。艺术乡建通

过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解读和对历史遗存的修复，使当地人对本土文化有了新的认知，并

重拾对故乡的情感记忆，增强了当地人的文化自信和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可

见，艺术乡建在地方文化重建和文化生态修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真正让乡村社

会具备生存活力，是要让乡村实现自力更生和可持续发展。艺术乡建不可忽视乡村社会的

民生问题。

　　发展文旅产业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当前乡村建设中最受青睐的产业

发展模式。艺术乡建极大地挖掘出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艺术资源。渠岩在青田村不仅修

复老宅等村落环境，还通过举办民俗活动、文化论坛、艺术展、演出等方式吸引各界人士

进入村落；左靖通过对徐岙底村的实地考察和历史文献梳理，挖掘出了“乌衣红粬制作技

艺”，帮助当地推广红粬相关的特色产业；靳勒将艺术引入西北贫瘠的石节子村，通过乡

村美术馆举办电影节、艺术节等活动，吸引外界的关注。艺术乡建在旅游产业和特色产业

发展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当下的艺术乡村建设，亟须探寻与文旅产业融合的路径，方能促进乡村社会在现代文

明中的蓬勃发展，生生不息。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

作者简介

姓名：汪欣 工作单位：

相关文章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