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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离艺术有多远？

“艺术在展览馆里、在电视上、在书中。”

以前，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蔡家坡村村民会

这样说。

2017 年，西安美术学院的师生来到蔡家

坡 村 ，将 艺 术 带 进 了 这 个 秦 岭 脚 下 的 小 村

落。如今，风格各异的艺术装置、题材多样的

墙体彩绘装点着村庄。这个曾经不起眼的村

子还拥有了村史馆、美术馆和公共剧场。不

仅如此，这里还成为 4 届“关中忙罢艺术节”的

主会场，麦田为台、青山作幕，村民在家门口

就能观看话剧、音乐会、戏曲等艺术表演。村

民是艺术的享用者，更是参与者。现在，蔡家

坡村村民会说：“割麦，就是艺术。”

麦田上搭舞台，山村迎
来艺术节

蔡家坡村是个典型的陕西关中村落，每

年盛夏时节，金黄的麦浪随风翻涌。“那种蓬

勃的生命力让人震撼。”2018 年夏天，西安美

院教授武小川带着学生来到村里考察，一下

子就被迷住了。

家里的旧陶罐、老凳子走进展览柜，收获

后 的 麦 秆 被 做 成 艺 术 装 置 ，农 具 变 身 雕 塑

……师生们进行了天马行空的实验艺术创

作。“这也是艺术？”村民感觉很新奇。

“艺术要走出自己的小天地，去接触乡土，

去体察时代下的山乡巨变，搭建艺术与社会现

场、与时代境遇之间的有机关系。”武小川说。

然而，艺术与乡村的最初结合并不容易，“我们

和村民都能感受到彼此的陌生感。”

一 筹 莫 展 之 际 ，武 小 川 想 起 了“ 忙 罢

会”。这本是陕西关中一项古老的习俗，夏收

后的农民会走亲访友，凑钱请戏班唱大戏。

“ 不 如 以 此 为 名 办 一 场 跟 村 民 交 流 的 艺 术

节。”武小川的想法得到了师生们的认可。

舞台就搭在麦田上，秦岭就是最好的背

景，第一届“关中忙罢艺术节”就这样开场。

健美操、小品、秦腔、民谣弹唱一一上演，500
多名村民搬着板凳蜂拥而至。

不仅群众喜爱，艺术节还获得了当地政

府支持，武小川的团队决定在这里扎下来。

为了进一步探索艺术与乡村的共存共生，他

们为“关中忙罢艺术节”确定了终南戏剧节、

终南生态艺术项目、乡村社区艺术项目三大

板块，如今共举办了 4 届，平均每年开展艺术

活动近 30 场。

如今，越来越多的艺术院校师生和文艺

工作者走进蔡家坡村，越来越多的在地艺术

创作由创作者与村民共同完成。看着艺术节

丰富的演出，村民杨双霞也跃跃欲试，“我会

唱秦腔，我也想唱！”就这样，小品、秦腔、广场

舞，村民的绝活儿也走上了大舞台。

热 闹 的 蔡 家 坡 村 ，迎 来 一 场 又 一 场 盛

会。“让艺术关注乡村，关注农民，这是创作与

乡村的双赢。目前，蔡家坡村已经形成了很

好的文化艺术氛围。”武小川说。

活动贯穿全年，村庄面
貌一新

“为村子打造带不走的艺术风景，我们的

艺术乡村实践还要更深些。”西安美院实验艺

术系教师崔凯敏说。2019 年，“美好乡村计

划”“乡村艺术工作营”“画美乡村”等系统性

艺术乡建活动在蔡家坡村开展，“关中忙罢艺

术节”不只持续几个月，现在，各项艺术乡建

活动都贯穿全年。

顺着平整的进村路，走几步便能望见巨幅

墙绘：一名老农手里提着一串葡萄，咧着嘴笑，

这是以村里老支书王岩的故事创作的。多年

前，他带着村民种葡萄，现在葡萄产业已经成

了蔡家坡村主要的致富产业之一。不只是他，

许多对村里有贡献的人都被画在了墙上。

村居的墙壁就是画纸，秦岭的青山绿水、

关中民俗风貌、当地历史文化等都是墙绘创

作的灵感源泉。“创作前，我们都会跟村民充

分沟通，我们的创作主题也越来越宽。2022
年，中央美院和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合作，将月壤样本的矿物分布图也画成了

墙绘，对村民进行科普。”武小川说。

鄠邑区政府也投入资金，改善村里的基

础设施。现在，蔡家坡村还建起了村史馆、美

术馆，包括蔡家坡村在内的邻近 5 个村子有

了 90 多幅精美的墙绘。

每到周末，都有很多游客来到蔡家坡村，

不仅能感受艺术之美，还能欣赏秦岭的自然

风光。王岩开心地说：“村子越来越漂亮，村

民的精神气都不一样了。”

挑选“艺术村长”，打造
艺术空间

艺术赋能下的蔡家坡村，让鄠邑区政府

看到了机遇。为了发挥艺术乡建的规模效

应，2021 年 12 月，鄠邑区为蔡家坡村、栗元坡

村、栗峪口村等 5 个村子在全国挑选了 5 名

“艺术村长”。他们分别来自中央美院、清华

美院等艺术院校。

资深策展人宋群便是蔡家坡村的“艺术

村长”。村民自己办民宿，品质达不到要求，

怎么进一步把外来游客留住，是蔡家坡文旅

发展中的一个迫切问题。

2022 年 3 月，宋群有了打造“艺术村长之

家”的计划：将民房旧居进行微改造，既能做

公共活动空间，还能做民宿。

最合适的是村民方彩霞的家，5 间房、两

层楼，还带个小院子，没想到团队一上门却被

泼了冷水。“我这房刚刚装修好，就叫我搬？”

村民王百利也反对，“花钱搞这个，浪费呀。”

宋群及团队成员一遍遍上门做工作，不仅答

应给房子做装修，还连续租10年，一年租金有数万

元。最后在外工作的儿子说服了母亲：“咱村要

发展，得信任人家！”方彩霞终于同意了。

“艺术村长之家”建成后，一楼有书吧、咖

啡台，村民的手工制品也可以摆来卖，二楼是

几间精致的民宿。看着自家的房子焕然一

新，方彩霞打心里高兴。不少村民也主动找

到村委会，也想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我们

发掘乡村的日常美学，将这些元素融入设计

中。它可以作为蔡家坡的对外窗口，更是乡

村振兴参与者的驻村工作场所。”宋群说。

在外打工的人也陆续回了村。在外打拼

了十几年的村民王涛在家里开起了农家乐，

“旅游旺季一个月纯收入有两万多元，老人孩

子也能顾得上，这日子不美？”目前，蔡家坡村

旅游从业人员达到 200 余人，年旅游综合收

入 1400 余万元，2022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80
万元以上。

“下一步，我们将吸引更多的‘乡创客’，

打造更多‘乡创艺术空间’助力乡村振兴，将

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转化为乡村

的发展动力。鄠邑区政府制定了《文化艺术

村建设实施方案》，对 8 号艺术公路沿线村庄

进行全方位改造提升，点燃乡村文旅的致富

引擎。”鄠邑区委书记李化说。

举办艺术节、建设文化空间，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蔡家坡村——

艺术风景留在家门口
本报记者 原韬雄

核心阅读

集合多种艺术门类的“关中
忙罢艺术节”、风格各异的艺术
装置、题材多样的墙体彩绘……
2017年，西安美术学院的师生
来到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蔡家
坡村，将艺术带到了这里。如
今，这个曾经不起眼的村子面貌
一新，村民是艺术的享用者，更
是艺术的参与者。

■艺术改变乡村R

鼓点清脆，嗓音雄浑，一出出经典秦

腔唱段，赢得院坝里的乡亲们满堂喝彩

……党的二十大代表、宁夏演艺集团秦

腔剧院党支部书记、院长侯艳绕到戏台

后面，一边对镜描眉上妆，一边为即将登

台的演员加油鼓劲：“上了舞台，可得拿

出真本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坚持送戏下乡，就

是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

户。”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侯艳一回到宁

夏，就着手和剧院同事编排新一期送戏

下乡节目。“既有经典曲目，还有话剧和

朗诵，让不同喜好的观众都能过瘾。”侯

艳介绍，为实现“送戏下乡，送出精品”，

100 多名演职人员加班加点反复排练，力

争将每个动作、每句唱腔都做到完美。

银 川 市 永 宁 县 闽 宁 镇 福 宁 村 是 本

次送戏下乡的首站。“听了一辈子秦腔，

就爱这个调调。”从隔壁镇赶来听戏的

刘莲芬是老戏迷，“现在生活富裕了，越

来越喜欢传统戏。就连我们镇上好多

学生娃，都能随口唱上几段。”

近年来，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每

年送戏下乡达 300 余场。送戏下乡把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送至基层，同时也带火

了秦腔。“只要档期能排得来，我们每天

都愿意演。”侯艳说。

“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剧院听戏。”

侯艳介绍，本地大学几乎都组建了戏剧

社推广秦腔，还经常有年轻人来剧院咨

询、拜师，“我们尝试在戏曲伴奏中加入

钢琴、吉他等乐器，让表演增色不少。”

主持人报完谢幕词，观众们便涌向

后台合影，侯艳招呼同事拿出一些文创

产品送给大家。“打造文创产品，能让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有生命力。”侯艳表

示，“我们打算将一处闲置的老剧院改造

成秦腔博物馆，并设计更多文创产品。”

“过阵子，我们会去小学里讲解和表演秦腔。”侯艳的行程早已

排得满满当当：送戏进校园、工厂、社区……“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优秀作

品，更好满足老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

演出结束，大家收拾舞台准备返程，演出场地的负责人赵鸿笑

着说：“我们镇上的秦腔艺术团也想唱两嗓子！”

目 前 ，宁 夏 各 地 群 众 自 发 组 建 的 秦 腔 表 演 团 体 已 超 过 200
个。为提高民间团体的表演水准，侯艳制订了一份帮扶计划表，挑

选出几家专业性较强的团体开展定期联络指导，赵鸿所在的闽宁

镇富民秦腔艺术团便是其中之一。

“这个要求必须答应，毕竟借用了人家的场地。”侯艳一句玩笑

话逗乐了大伙儿，“提高民间团体的表演水准，鼓励群众深度参与，

秦腔文化才能更好地开枝散叶。”

入夜，伴着琵琶与二胡声，雄浑的唱腔在农家院再次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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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9 年开始，我参与到以蔡家坡

村为重点场所的“关中忙罢艺术节”中。

几年来，我亲身感受到秦岭脚下的乡村变

化，环境更美了，乡村生活更多彩了，丰富

的艺术活动与展览，让来到村里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村民们积极参与，带动乡村的

各项收入也增加了。今天的蔡家坡村，已

成为不断进行内容生产的磁场，吸引着越

来越多关心和热爱乡村的人。

担任“艺术村长”以来，我一直在推动

“蔡家坡美好乡村计划”的落地执行工

作。这个计划是通过一系列乡村文化新

场所营建和围绕在地文化的驻村研究、展

览、出版、公共教育、主题活动，与村民共

同构建蔡家坡“新乡村美学”的系统工作。

乡村本来就很美，只是需要我们重新发现

与梳理。为此，我在“蔡家坡村史馆”特别

策划了“极俭之美”主题展，把蔡家坡村和

村民家里的角落、物品，用摄影和实物的方

式搬进了展馆，让村民们在展厅里看到了

自己村、自己家的那些日常生活细节，看似

平淡、却蕴含着乡村的“日常之美”。同时，

这个展览还倡导绿色环保的生活观念，倡

导村民动手参与改变村容村貌。

“蔡家坡美好乡村计划”还规划了 5
项内容：一间乡村书店、一所民艺工坊、

一个设计民宿、一场面食大会、一个生活

市集。这些都围绕村民日常生活与生产

展开。与此同时，我和团队还设计了“蔡

家坡艺术村之家”，它由村民闲置的房屋

改造而成，改造原则是尽可能做到形式

简单和节约成本，目的是示范引领和以

点带面。“蔡家坡艺术村之家”是驻村工

作场所，也是乡村美学示范窗口，还是城

乡资源导入的接口。自从开放以来，这

里人气很旺，已经成了村民的公共文化

空间。

新的“蔡家坡美好生活中心”也正在

改造之中，将与旁边已经改造完成的蔡

家坡村史馆一起，形成为村民服务、让访

客体验的多功能集合空间。这些新的乡

村文化场所，都是以“微改造”为原则，在

旧建筑或闲置建筑基础上进行设计建

设，实现艺术赋能和设计赋能。同时，在

植根乡村日常生活与生产的前提下，鼓

励村民参与，共建共享，以乡村美学促进

乡村发展，实现共同美好。

（本报记者原韬雄采访整理）

蔡家坡村“艺术村长”宋群：

以乡村美学促乡村发展

1 月 3 日，众多电影工作者相聚于丝绸之路起点城市陕西西

安，共同参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政府、福建省政府主办

的第九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颁奖盛典。“金丝路奖”隆重揭晓，见

证丝路精神薪火相传，电影力量生生不息。

本届电影节共吸引来自 9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98 部影片报名

参与竞赛单元，通过国际评委会的评审，竞赛单元“金丝路奖”获奖

名单在颁奖盛典上揭晓。

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作为我国唯一以丝路命名的国际电影

节，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成为国家“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

要品牌。

本届电影节为期 5 天，以“丝路通世界·光影耀长安”为主题，

通过线上线下电影展映、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给市民带来了一场

光影盛宴，同时也为电影行业的发展提供新动能。活动期间，陕西

省 41 家影院集中展映 149 部中外电影 382 场，线上免费展映影片

85 部，举办“塬上”电影视觉艺术展、“西部电影的海报艺术与跨时

代新生”展等活动，坚持文化惠民。多部新片在本届电影节上举办

首映式，西部电影研究中心揭牌成立，《中国电影史》英文版首次发

布，电影与城市——中国电影外景地经济系列活动举办，为电影发

展探索新路径，推动中国电影高质量、可持续繁荣发展。陕西省更

是以举办此次电影节为契机，大力支持“西部影视”品牌做大做强，

积极服务对外文化交流，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作出应有贡献。

千百年前，先辈们从西安出发，踏上筚路蓝缕的驼铃之路；从

福州启航，奔赴惊涛骇浪的扬帆征程。颁奖盛典上，陕闽交旗仪式

见证西安与福州山海相携连丝路，和衷共济架心桥。

第九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落幕——

光影荟萃，讲好丝路故事
本报记者 龚仕建

本报北京 1 月 3 日电 （记者刘阳）3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春节联欢晚会》顺利完成第二次彩排。各类节目经进一

步打磨逐渐成熟，衔接更加流畅。整台节目坚持“欢乐吉祥、喜气

洋洋”的总基调，突显开心信心、奋进拼搏的主旨，力求在生机勃

勃、温暖关爱、充满希望的氛围中，表达对新一年祖国繁荣昌盛、国

泰民安的美好祝愿。

2023 年春晚舞美设计体现“满庭芳”的理念，以“花”作为贯穿

整台晚会的舞美主题符号，表达中国年里的欣欣向荣、吉祥喜庆，

以及中华大地无处不在的生机活力和坚毅顽强。

2023 年春晚的整体设计力求依托内容创意追求技术创新，实

现简约清新、底蕴丰厚的艺术效果。在接下来的彩排中，春晚剧组

将不断优化方案，确保呈现效果精彩纷呈，全力以赴推出引人入胜

的精品力作，为除夕夜献上充分展现“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国，日

新月异的更美好生活”的文化大餐打下坚实基础。

2023年春晚完成第二次彩排

本版责编：杨 暄 陈圆圆 曹雪盟

图片从上至下依次为：

村民在乡村会客厅工作。

本报记者 原韬雄摄

村内经过手绘美化后的水塔。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村民在“艺术村长之家”阅读。

本报记者 原韬雄摄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本 报 北 京 1 月 3 日 电

（记者刘阳、任姗姗）记者从国

家 电 影 局 获 悉 ：2022 年 度 全

国 电 影 总 票 房 为 300.67 亿

元 ，其 中 ，国 产 电 影 票 房 为

255.11亿元，在总票房中占比为

84.85%。全年城市院线观影人

次为 7.12亿。

2022 年，春节档、暑期档、

国 庆 档 等 重 要 档 期 陆 续 推 出

《长津湖之水门桥》《奇迹·笨

小 孩》《狙 击 手》《万 里 归 途》

《平凡英雄》等多部新主流电

影，获得票房口碑双丰收。现

实 题 材 影 片《人 生 大 事》《妈

妈！》《海的尽头是草原》等也

受到广泛关注。科幻、喜剧、

动 画 等 类 型 片 也 有 不 少 新 作

佳作。

2022 年，在严格落实防疫

措施的前提下，多个重要档期

取 得 佳 绩 。 在 春 节 档 影 片 的

拉动下，2022 年 2 月 10 日年度票房突破 100
亿元大关，刷新中国电影市场年度票房最快

破百亿纪录。中国电影满意度调查显示，春

节档观众满意度达 895.3 分，创下历史新高。

暑期档票房达 91.35 亿元，同比增长 23.76%。

去
年
全
国
电
影
总
票
房
超
三
百
亿
元

新 年 伊 始 ，位

于安徽寿县的安徽

楚文化博物馆吸引

了许多市民和游客

前来参观。

图为 1 月 2 日，

一名小朋友在展柜

前参观。

胡 锋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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