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美育，

将美学展现在孩子们

的 眼 前 。 在 大 南 坡 村 改 造

伊始，设计师左靖就决定把美学

教育作为大南坡改造的重点。2020 年，

左靖联合广州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刘

庆元工作室和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共同发起

了儿童艺术公益项目，从大南坡开始，为乡村

带来系统化的美学教育。

常年开设的“四季美术课”，让孩子们以

美的眼光重新发现“大南坡的日常”；不间断

的绘本、草木染、电影、音乐、街舞等不同类型

的 兴 趣 课 ，让 孩 子 们 在 童 年 便 开 启 寻 美 之

路。大南坡乡村小学开设了诗歌课，学生们

写下近千首诗，出版了两本诗歌集和 7 本绘

本。美育培养了山里娃发现美的能力，让美

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朝夕相守，老幼同乐。在大南坡村，乡村

振兴的创新之路得以初步实现，未来乡村的

清晰模样正在鲜活呈现。

（王言、宁江东参与采访）

用设计点亮乡村

2018 年，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下发了《关于开展引导和支持设计下

乡工作的通知》，引导和支持规划、建筑、景

观、市政、艺术设计、文化策划等领域设计人

员下乡服务，大力提升乡村规划建设水平。

近几年来，各地积极组织开展设计下乡服务，

形成了一批好的经验与做法。

上海市青浦区徐练村

乡村建筑师“陪伴式”驻村服务

徐练村地处上海市与浙江省嘉善县交界

处，属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有着高质高产的沃土良田及枕水而居的村落

风貌，是上海市第三批乡村振兴示范村。

2020 年 6 月开始，乡村建筑师团队在徐

练村开展了近 15 个月的“陪伴式”驻村服务，

包括总体策划、村庄设计、实施方案、施工图

编制以及现场施工指导等，成功地将徐练村

打造成一个清风徐来、让人恋恋不舍的乡

村。在村庄风貌设计中，设计师深入现场调

研，充分挖掘徐练村特色，通过乡村元素组合

构建乡村整体风貌，营造风格明显的乡村特

色。例如，徐练村农居点内竹林郁郁葱葱，设

计师挖掘竹元素，利用竹筐、竹帽、竹风铃等

营造“竹里篁居”意韵，同时也将村民的闲置

房屋改造为竹编馆，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湖北省宣恩县彭家寨

塑造一个“活态博物馆”

彭家寨有着“湖北土家第一寨”的美誉，

这里的古吊脚楼群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多年来，设计团队通过建筑设计将传

统村落保护利用与建筑设计嫁接，设

计修建中国土家泛博物馆，以宣

恩彭家寨古吊脚楼群为中

心，以建筑艺术和土

家 文 化 为 灵

魂，以传

统 村 落 和

旅游为载体，

建成了一个活

化的、动态的、再

生 的“ 活 态 博 物

馆”，再现和展示了土

家人真实的生产生活

场 景 ，集 公 共 性 、开 放

性、文化性和娱乐性为一

体。 2021 年 8 月 7 日，中国

土家泛博物馆（彭家寨旅游景

区）正式开园，新建的游客集散

中心、墨客廊桥、摩霄楼、耍耍街

面 世 ，极 具 土 家 族 建 筑 文 化 特

色。 2022 年，景区的国际建筑研

学营建成投入使用，为国际建筑文

化交流提供了场所。

（资料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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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③③：：大南坡村中改造的民居建筑大南坡村中改造的民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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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④④：：大南坡村村民身着戏服表演大南坡村村民身着戏服表演

怀梆戏怀梆戏。。

图图⑤⑤：：大南坡村方所书店一角大南坡村方所书店一角。。

图图⑥⑥：：大南坡村中设计独特的乡村大南坡村中设计独特的乡村

餐厅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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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游乐设施上玩耍儿童游乐设施上玩耍。。

图图①①、、图图②②、、图图⑦⑦为为修武县委宣传修武县委宣传

部部供图供图

图图③③、、图图④④为为 朱朱 锐锐 摄摄（（人 民人 民

视觉视觉））

图图⑤⑤、、图图⑥⑥为为任广宇任广宇摄摄（（影像影像

中国中国））

特别报道特别报道2023年 2月 25日 星期六 77

大南坡

村，是河南省

焦作市修武县的

一个小山村，依山而

建 ，错 落 有 致 。 该 村 曾

因煤矿产业而兴，后来因资

源枯竭，日渐成为“空心村”。

2019 年 底 ，修 武 县 以“ 美 学

经济”为抓手，邀请来自各地的

乡建、设计、美学专家为大南

坡的重建出谋划策，村中的

山村风貌、民俗人情、历史

文化等资源日渐延伸发展

为乡村民宿、乡野美食、文

化 创 意 等 振 兴 支 点 。 几 年

间，村中老屋通过修旧如旧

变为展览馆、书店，老房子

里开起民宿、茶吧，空地上

建起娱乐设施。如今，在

大 南 坡 村 ，怀 梆 戏 和 摇

滚 乐 同 台 献 唱 ，设 计 新

颖 的“ 老 村 小 馆 ”和 村 民

市 集 热 闹 非 凡 ，知 名 画 家

和诗人常年在村中开设“美

育课”……大南坡村的新生，

离不开“美”的滋养。

清晨，一缕暖阳照进云台山脚，袅袅炊烟

升起，大南坡村开始苏醒，呈现出它的生机与

活力。村中游乐广场上，渐渐多了孩童们的

欢笑；方所书店灯光温暖，三三两两的村民低

头阅读；社区营造中心里，村民汇聚在一起，

学拍摄、练直播。

走上“气质美”的致富路

撬动大南坡蝶变的，正是美学经济。79
岁的牛秉富老人在村里办起了民宿，取名“牛

爷爷院子”，当年颓败的土房被整修为精品民

宿，进门有花木，抬头见青山。牛秉富咋下的

决心？“吃水、用电、垃圾处理问题都得到解

决，还通了天然气，生活的条件不断变好。”村

居环境持续向好，牛秉富也有了尝试新鲜事

情的打算。“游客多了，咱搞民宿有奔头。”

坚持眼见为实的他，专门让孙子带他去成

都考察学习，回来后便利用自己家的老

房子风风火火开起了民宿。他跑了 30
年货运的儿子牛保红也回到了大南

坡帮助经营民宿，民宿开业后，前 3
个多月的营业额就超过 30 万元。

村庄变美，村民致富，从观

望到融入，大南坡的乡亲们走

上 了“ 气 质 美 ”的 致 富 路 。

近年来，一批批乡村设计

者慕名前来，与当地村

民 一 起 ，从 建 筑 活

化、文化研究等

不 同 维 度

出发，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通过保

留乡村原生态让乡村“活”起来。伴随着风

貌整治、建筑改造、风物发掘和文化传播等

措施的落地，一批批美学项目陆续建成，大

南坡陆续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中心、乡村

文化书店等公共文化生活场所，也拥有了自

己的艺术展览和音乐文化活动。“建筑外观

保留传统风貌，内部设计突出现代化舒适

度，让民宿和整个村子浑然一体，保持了原

生 态 的 美 。”参 与 民 宿 设 计 的 设 计 师 王 求

安说。

融入“文艺范”的新日常

大 南 坡 村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发 展 煤 矿 产

业，村集体收入丰厚，村委会带领村民们建

起了大队部、大礼堂，还组建了远近闻名的

怀梆剧团。后来随着煤窑关停，大南坡村

一度成为省级贫困村，怀梆戏也随之销声

匿迹。

在 乡 建 团 队 的 帮 助 下 ，大 南 坡 怀 梆 剧

团 恢 复 演 出 被 提 上 日 程 。 64 岁 的 剧 团 团

长 赵 小 景 ，年 轻 时 就 是 村 里 的 文 艺 骨 干 ，

在 艺 术 团 反 串 小 生 。 听 说 村 里 要 恢 复 怀

梆 戏 的 演 出 ，她 翻 箱 倒 柜 找 出 戏 服 ，跑 前

跑后，召集起村里已年过半百的队员日夜

排 练 。 2020 年 5 月 23 日 ，“ 重 启 大 南 坡

芳 华 再 现 ”首 场 演 出 成 功 举 办 ，赵 小 景 重

新 登 上 舞 台 ，停 了 近 40 年 的 怀 梆 戏 ，又 唱

响了！

梆 子 、板 胡 、锣 鼓 此 起 彼 伏 ，身 着 彩 色

戏服的演员步伐铿锵，神采飞扬，豪迈婉转

的 怀 梆 戏 ，响 彻 小 山 村 。 如 今 ，在 大 南 坡

“共振村声”的舞台上，各类音乐活动频频

登场。大南坡怀梆戏出了唱片，和摇滚乐

队 同 台 演 出 …… 每 当 有 演 出 时 ，村 民 赵 世

莹总会到场，在台下伴随着韵律摆动手臂，

“活跃的‘文艺范’已经融入了大南坡村民

的日常。”

注入“创新力”的美育课

大南坡村另一头的方所书店，10 岁的张

皓 峰 在 小 黑 板 上 写 下 稚 嫩 的 诗 行 ——“西

瓜／是夏天的冰柜／吃完了它／还可以当蚂

蚁的滑雪场。”书店由大南坡老戏台改造而

成，建筑面积约 190平方米，以展示乡村文化、

弘扬当代阅读价值为核心，将创造性的人文

生活美学空间带给了大南坡。书店内有专为

儿童开设的绘本区，书店借阅部为本地学校

的师生提供图书、音像、有声读物的阅览和外

借服务，也为村里的孩子垒起接触美学的

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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