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

调：“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漫步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特写——美

丽中国的一百个艺术实践”展厅，兼具形式

美和功能美的豆腐工坊，由废弃老屋改造的

供村民休憩聚会的竹篷乡堂……100 个扎根

中华大地的设计创新案例，成为美丽中国的

生动注脚。其中，丰富多彩的乡村建设案例

尤为引人瞩目。

新时代以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

施，广大美术工作者、设计师、建筑师共赴田

野，以艺术助力乡村振兴，探索出许多富有

创新性、艺术性、可持续性的发展路径。乡

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正在广袤的田野大地上

徐徐展开。

改造美丽宜居空间

植根于乡土传统、交融于乡村生活，近

年来，艺术设计助力乡村振兴的理念不断成

熟，实践更加丰富，推动乡村成为文明和谐、

物心俱丰、美丽宜居的空间。

系统化的设计改造，让传统村落“活”了

起来、“火”了起来。经过系统性梳理、修复、

改建或新建，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册亨县板万村，如今成为全省乡村旅游重

点村。错落有致的吊脚楼，与青山相融，如

诗如画；凉亭、小广场等新公共空间，增进着

村民之间的交流；布依戏文化传承基地、戏

台、土陶窑等，传承乡土文脉，丰富乡村文化

生活……设计师的改造，激发了古村落的活

力。这样的精彩，在越来越多的古村落上

演。像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的“拯救老屋行

动”、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杨家槽传统村落

保护发展项目等，使古村落一跃成为宜居宜

游的新农村，村民的生活质量大为提升。

可持续设计充分发挥文化传承功能，激

活乡土文化和公共生活，为乡村振兴提供新

经验。曾经以煤炭开采为主的河南省焦作

市修武县大南坡村，一度面临资源枯竭和环

境恶化的发展瓶颈。为帮助乡村成功转型，

设计团队遵循“不修饰、不掩盖，新与旧对

比，让时间在空间里沉淀”的乡村美学理念，

挖掘当地风物资源和乡土特色文化，改善村

落景观，还通过书店、展馆、游乐园等公共空

间营造，提升当地居民的文化素养，以“长效

设计”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乡村“美学经济”。

在其他许多地方，经过设计改造的村民活动

室、村民议事中心等公共空间，成为促进社

会和谐的文化纽带。

更多设计师通过“针灸式”改造，培育文

明乡风，赋彩乡村生活。作为“花火计划”公

益建造项目的新一站，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

治州普格县，设计师把 12 辆废弃共享单车变

成了梦幻的“旋转木马”，孩子们通过参与搭

建体验到创造的美好。同样变废为宝的故

事还发生在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大别山区，

设计师用建房剩下的水管拼接成的装置作

品“白日梦蓝”等“大玩具”，也备受儿童喜

爱。与乡村生态相和谐的精细化设计，让乡

村生活更具美感、更有温度。

这些实践表明，设计师、建筑师正以不

同于城市设计的方式进行乡村改造，在感知

乡村生活、体认乡土文化、考虑村民诉求的

多重思维下，整体地、协调地推进乡村建设、

提升乡村功能。

激发乡土文化活力

艺术助力乡村振兴的方式，正从“输血

式”向“造血式”转变，优质文化资源不断转

化为乡村永续发展的动能。

振兴传统工艺步伐加快，“乡土制造”创

新风尚形成。随着“生产性保护”理念不断

深化，上百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

性保护示范基地”应运而生，10 余个传统工

艺工作站陆续设立，乡村技艺得到更好的保

护和传承。同时，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发

挥领军作用，不仅推动传统工艺实现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还积极助力乡村建设。

还有一些地区制定有关政策、采取积极措

施，推动非遗对接现代生活，彰显非遗新魅

力。在贵州，有的企业采取“公司+农户”运

作模式，以农民为创作主体，让苗绣、蜡染等

传统手工艺成为生活时尚，部分产品还登上

时装舞台，带动了当地就业。在 2022 北京

国际设计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主题设计

展”、“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主

题非遗宣传展示等活动中，处处展现着

传统技艺、传统图案融入生活的精彩。

巧用乡土资源，增强文化认同，为

乡村发展赋能。有的设计师以服务

型设计“扶志、扶智”。比如四川美

术学院教师或为村民开办扎染艺术

培 训 班 ，或 和 当 地 群 众 共 同 打 造

“艺术稻田”、漆艺工坊等。有的设

计师以赋能型设计，激发村民创新

创造活力。比如在湖北省孝感市

孝昌县王店镇樊家湾，设计团队

因地制宜地设计开发新石艺，带

动村民参与创作，传承该地的传

统技艺。

还有一些设计师着力探索

“ 空 间 + 产 业 + 社 群 ”多 层 面 设

计，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在广西

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县，设计

师 将 老 糖 厂 改 造 为 集 自 然 、工

业、建筑、历史之美于一体的艺

术主题酒店。此后，当地在此开

展艺术家驻地计划，同时举办古

法制糖、扇子彩绘、画展、摄影展

等 活 动 ，让 当 地 人 气 越 来 越 旺 。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长

埭村，通过村企结对、校地共建等

途径，探索出“茶+艺术+数字”融合

发展的新路子。艺术人才的引进以

及美育惠民培训等活动的开展，实现

了“艺术融入乡村，让乡村生活更艺

术”的目标。

在社会实践中，设计师对艺术与生

活关系的理解愈加深入。乡土文化滋养

着艺术创作，艺术又丰富了乡土文化内

涵，艺术与乡村形成良性互动。

共绘乡村振兴画卷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为繁荣艺术创

作，2013 年国家艺术基金成立，其中艺术人

才培养资助项目就包含了乡村振兴相关的

人才培养。2015 年，文化部启动“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以振兴传统工艺为切入点，吸引百余所高校

参与，培训传承人群超 10 万人次。该计划在

提升手艺人文化修养和创新能力、培育地方

特色品牌、激发传统工艺活力等方面，发挥

着积极作用。

艺术院校积极落实“扎根中国大地办教

育”的重要使命，大力培养非遗保护高端人

才，建立校地合作，组织策划技能实训、创意

设计、交流对话、艺术节等活动，为乡村振兴

提供教育支持和人才支撑。中央美术学院

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以“艺术教育赋能乡村振兴”为抓手，重

点为乡村青少年美育提供方向指引和专业

指导，以提升广大青少年美学素养。中国美

术学院实施“千村千生”基层服务计划，提出

“以乡土为学院”的艺术创作和教学主张，形

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社会网络，实现艺

术教育与乡土社会双向塑造、互相成就。

广大美术工作者也积极响应时代号召，

不仅把创作留在田野大地，送到村民手中，

还绘就了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

精良的乡村振兴题材美术作品。油画《智能

农业园》、版画《秀美家园、悠悠乡思》等作

品，精彩呈现乡村新画卷、奋斗新舞台。

从艺术设计到美术创作，绘就乡村振兴

壮美画卷的一代新人正茁壮成长，“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美好图景正变为现实。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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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雕塑特别是纪念性雕塑，以其形象化特征成为红色场

馆中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

近年来，我陆续参与了多个大型主题雕塑创作项目。为红

旗渠纪念馆新馆设计雕塑群，为抗美援朝纪念馆新馆创作主题

浮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创作《井冈山精神》《雷

锋精神》《大庆精神》《改革前夜》《抗疫精神》等雕塑……我和团

队以创作的方式穿越时空，在历史长河中感悟一代又一代中国

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用

鲜活的艺术创造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奋进力量，让艺术之美融

入“大思政课”。

红色场馆是开展“大思政课”的重要场域。当主题雕塑进

入革命博物馆、党史馆、纪念馆等特定场所，意味着它们在承载

艺术属性的同时，还承担着更为丰富而独特的社会功能。这对

创作者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主题雕塑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

雕塑的创作，一方面要通过具体的人物塑造和历史场景再现，

镌刻历史记忆，彰显革命理想；另一方面，要凸显人物的崇高精

神和伟大品格，使作品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落实到创作上，

就是要体现出丰碑式的美感。这要求创作者将崇高的使命感

贯穿始终，深入领会创作意图，并从题材、造型、空间、材料等层

面进行深入探索，从而实现形式和内容高度统一的丰碑式艺术

表达。例如在创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我和创作团队运

用写实手法，有层次地塑造出激烈的战场、英勇的战士，彰显必

胜的信念，力求实现气势恢弘的艺术效果，让抗美援朝精神闪

耀其间。

革命历史题材主题雕塑创作的难点在于，如何实现历史真

实与艺术真实高度统一，让人们脑海中的既有形象与历史镜

像、艺术形式相契合。为破解这一难题，我与创作团队坚持立

足史实、深入生活，反复比较现有资料，从中提炼主旨、凝练形

象。在为红旗渠纪念馆新馆设计《红旗渠精神》《愚公移山》等

雕塑时，我认真研阅史料，并多次实地访渠、现场调研，一一考

证劳动工具、人物形象、建设场景等，最终以艺术化的塑造真实

反映当年修建红旗渠的火热场景，生动传递出“自力更生、艰苦

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在为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馆创作系列雕塑时，从创作方案到雕塑小稿，反复考

证、数十次修改。系列作品最大程度还原了井冈山会师、小岗

村改革等历史瞬间，也让历史瞬间因恰当的艺术表达绽放新的

光彩。

在一次次革命历史题材主题雕塑创作中，团队创作者获益

良多，既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了精神力量，也提高了阅读生

活的能力。今年 8 月，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庆祝建军 95

周年，“领航强军向复兴——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在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我带领北京工业大学雕塑创

作团队承担了其中重点展项的创作任务，历时半年完成主题雕

塑《重整行装再出发》。我们翻阅了大量党史文献和图片资料，

最终确定以 1929 年古田会议和 2014 年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

工作会议两次会议精神为背景，运用象征性手法，雕刻了一位

老红军为新时代青年军人扣好军旅生涯“第一粒扣子”的情景，

展现了红色精神代代传的深刻内涵。

雕塑，是立体的艺术语言，通过形体变化表达情感、通过细

节处理构建情境，才能让作品兼具艺术美与思想美，引起观者

共鸣。创作者必须不断地发现和总结，深刻理解历史、理解时

代精神、理解特定人物的精神品格。在创作《重整行装再出发》

时，团队既通过两位军人所着军装体现不同的时代感和精神面

貌，也以生动的人物表情和动作姿态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老

红军饱经风霜的双手和充满殷切关爱之情的眼神，青年军人健

挺的身姿以及郑重有力的军礼，无不展现出军人不变的军魂。

两个人物之间形成了自然呼应的动作，使作品浑然一体，让“重

整行装再出发”的主题产生了振奋人心的回响。

在一次次参与主题雕塑创作的过程中，我更加坚定了中国

雕塑要走自己的路的信心。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艺术创作

才能充分发挥“以文弘业、以文培元”的作用；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中华美学精神彰显正大

气象，艺术创作才能“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所以，在雕塑创作

中，我虚心向传统学习、向经典学习、向老一辈雕塑家学习，把

握民族雕塑语言，汲取写实主义营养，赋予作品庄重之美与灵

动之美，让雕塑充满家国情怀和文化底蕴。

（作者为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院长）

以雕塑创作，展现家国

情怀和文化底蕴
邹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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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艺术设计助
力乡村振兴的理念不断成
熟，实践更加丰富，推动乡
村成为文明和谐、物心俱
丰、美丽宜居的空间。

艺术助力乡村振兴的
方式，正从“输血式”向“造
血式”转变，优质文化资源
不断转化为乡村永续发展
的动能。

从艺术设计到美术创
作，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的一代新人正茁壮成长，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美好图景正变为现实。

▼红旗渠纪念馆新馆雕塑《愚公移山》，主创邹锋。

作者供图

▲重庆市黔江区濯水古镇风雨廊桥夜景，黄耘主持设

计。 林润钢摄（影像中国）

▲《非旅人——彝绣创新设计》，黄能设计。

中国美术学院供图

▼建设中的安徽省宣城市泾县中国宣纸小镇国纸客厅及国纸水街，袁柳军、金捷团

队设计。 吴章谦供图

▲《包织时尚——竹编女包》，王立端、吴菡晗、张曼笛、赵宇设计。

四川美术学院供图

▲南通板鹞风筝《蓝龙》，作者郭承毅，选自“江南客厅

——长三角传统工艺生活美学设计展”。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