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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山里娃的科技梦
李 非 张 虎

（
一
）
位
于
赣
南
革
命
老
区
的
寻
乌
中
学
，
近
年

接
连
有
物
理
﹃
尖
子
生
﹄
考
取
名
校
。
好
成
绩
背
后
，

也
有
物
理
老
师
黄
才
发
的
一
份
付
出
。
二
〇
〇
二
年
，

二
十
五
岁
的
黄
才
发
来
到
寻
乌
中
学
任
教
。
他
发

现
一
些
来
自
山
区
的
孩
子
科
学
基
础
弱
，
学
校
科
普

资
源
也
有
限
。
如
何
让
孩
子
们
理
解
并
爱
上
科
学
？

（
二
）
黄
才
发
从
自
己
执
教
的
物
理
课
入
手
。

学
校
缺
乏
教
学
实
验
仪
器
，
他
便
尝
试
动
手
制
作
。

无
数
个
夜
晚
，
他
与
台
灯
为
伴
，
用
一
双
巧
手
将
铅

笔
、
细
绳
、
钥
匙
等
常
见
生
活
物
品
组
合
起
来
，
变
成

展
示
科
学
原
理
的
道
具
。
一
堂
堂
充
满
趣
味
的
实

验
课
，
激
发
了
学
生
探
索
科
学
的
兴
趣
。

（
四
）
寻
乌
中
学
科
技
馆
活
动
室
、
寻
乌
中
学
科

技
小
组
也
陆
续
成
立
，
各
班
还
设
有
科
技
兴
趣
小

组
，
学
校
的
科
普
氛
围
越
来
越
浓
。
二
〇
二
二
年

初
，
学
校
鼓
励
各
科
老
师
为
高
一
新
生
开
设
﹃
第
二

课
堂
﹄
。
黄
才
发
的
﹃
科
学
课
堂
﹄
引
来
全
年
级
超
半

数
学
生
报
名
。

（
五
）
虽
然
有
了
科
技
馆
，
但
从
最
远
的
村
庄
到

县
城
仍
需
约
两
小
时
。
黄
才
发
选
择
把
科
学
的
种

子
撒
向
田
间
地
头
。
一
个
人
、
一
辆
摩
托
车
、
一
筐

教
具
，
他
在
山
路
上
颠
簸
，
内
心
却
充
满
喜
悦
。
科

普
下
乡
成
果
显
著
，
山
村
小
学
生
不
仅
了
解
了
基
础

科
学
知
识
，
有
的
还
会
玩
无
人
机
、
机
器
人
。

（
六
）
如
今
，
寻
乌
县
已
有
六
所
农
村
中
学
科
技

馆
，
这
些
馆
里
的
科
技
辅
导
员
和
部
分
学
生
一
起
组

成
志
愿
服
务
队
，
让
﹃
送
科
技
进
校
园
﹄
活
动
覆
盖
面

更
广
。
未
来
，
黄
才
发
希
望
科
普
资
源
继
续
向
农
村

倾
斜
，
为
提
高
农
村
地
区
特
别
是
革
命
老
区
青
少
年

科
学
素
质
发
挥
更
实
在
的
作
用
。

（
三
）
二
〇
一
五
年
，
一
座
农
村
中
学
科
技
馆
在

寻
乌
中
学
落
成
，
黄
才
发
任
负
责
人
。
虽
然
这
份
额

外
的
工
作
没
有
任
何
报
酬
，
他
却
满
怀
热
情
。
光
是

带
领
学
生
体
验
展
品
还
不
够
，
科
普
类
黑
板
报
评

比
、
机
器
人
组
装
比
赛
、
无
人
机
试
飞
等
活
动
精
彩

纷
呈
，
使
孩
子
们
在
实
践
中
开
阔
眼
界
、
提
升
素
养
。

赏田园风光、寻古韵古味、品民俗文化、体验人与自

然和谐之美……新时代的和美乡村，既成为人们向往的

“桃花源”，也是很多人逐梦、筑梦的奋斗之地。如何发

挥艺术之力，更好助推乡村高质量发展？近期，“大地之

歌——2023 美丽中国纪事”展、“为乡村而设计——首

届重庆市设计艺术大展”等接连启幕，“艺术乡建助推共

同富裕”等相关议题研讨会相继举办，从案例展示到理

论研讨，美术界着力用艺术赋能乡村振兴。

设计改造添活力

如何重塑乡村风貌和人文景观，是一个时代课题。

综观近期举办的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展，不少艺术添彩生

活的生动实践，以艺术化的创造、创新性的探索，对这一

课题作出回应。

美化乡村环境、修缮废弃老屋、引入公共艺术……

丰富多彩的艺术实践在广袤田野上火热展开，使不少村

落美了起来、火了起来。虽然形式各有不同，但立足地

域特色、延续当地文脉成为艺术家的共识。行走在浙江

大地，充满人文气息、艺术魅力的乡村景观不时跃入眼

帘——走进湖州市长兴县石泉村，历史建筑与现代民居

相映生辉，江南古韵浸润于青山绿水间；漫步杭州市富

阳区东梓关村，恍若置身吴冠中笔下的江南水乡，艺术

化改造后的杭派民居白墙黛瓦，错落分布于田野和群山

间，构成水墨江南的写意之境，既美化了村民生活，也带

火了当地旅游。

和美乡村，不仅要美在外形，还要兼顾生活品质的

提升。不少设计师大胆创新，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在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上围村，面对很多闲置和废

弃的老屋不易推倒重建这一现状，建筑师通过插入模块

化预制面板结构的方式，稳固原有墙体，重建现代生活

空间，为老屋扩容。还有一些设计师通过营造诗意公共

空间，增进村民情感交流。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尚村的

“竹篷乡堂”，便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间找到了

平衡点。建筑师运用本土材料，与村民合作，将废弃院

落打造成兼具文艺美感和多种功能的公共客厅。而像

致力于解决乡村水安全问题的吾水信息平台、重庆市酉

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中心村“厕所革命”项目等，

皆注重发挥设计的服务功能，提升乡村生活品质。

让艺术创意融入乡村日常生活，让美在乡间流淌，

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实践愈发丰富。像各类乡村艺术

节，以共享模式开展美育；系列儿童艺术工坊，则让孩子

们在动手动脑的过程中提升审美素养。这些美育活动

让艺术助力乡村建设的触角不断延伸，进一步润泽美好

心灵、涵养文明乡风。

文化先行增动力

让乡村更具活力，是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重点，也

是艺术界关注的焦点。

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用艺术振

兴乡村文化，不能囿于局部的传统资源活化。在四川美

术学院研究员张颖看来，振兴乡村文化需要从整体定位

出发，即围绕天人合一、城乡一体、美用共生等理念，用

本地特有的美感形式，承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

意味着艺术参与乡村建设，不能只是营造简单的视觉景

观，也不能是一种孤立的艺术行为，而要让艺术在与地

域文化的链接中生发出本土居民乐于接受的价值意义，

促进物质富裕、精神富足。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青田村

的设计改造，可谓是一次有益探索。设计师依据当地的

历史、环境、农作、民艺等，用情感融入和多主体互动的

方式，在系统性艺术营建中引导村民重新认识乡村价

值，增强村民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让乡村更宜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激活乡土

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

促，多地积极开展相关实践。在贵州省榕江县，艺术家、

建筑师、设计师、当地非遗传承人等共赴乡村，使古老的

蓝靛靛染工艺实现创新活化。同时，越来越多的设计师

尝试通过因地制宜的项目规划，释放乡村发展新动能。

在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北部的九女峰，设计师利

用当地自然资源，设计了九女峰书房和泡池两个亮眼

的公共空间，并在尊重原有乡村肌理和山野环境的基

础上，改造村民的房屋和闲置院落，不仅拉动了当地旅

游业，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打造地域 IP、营建创客

空间、引入新兴业态、创建民宿聚落……各具特色的艺

术实践，不断拓展乡村振兴新路径。

各地乡村自然和文化资源各具特色，发展之路亦各

有千秋。不论以何种艺术形式参与乡村建设，在中国国

家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履生看来，都必须尊重乡村的历史

和文化传统、尊重乡村的自然和生态资源、尊重村民的

生活和风俗传承。只有从“共生”的角度出发，提供更加

富有文化内涵和文化品质的设计服务，才能激发乡村的

内生动力。

校地共建聚合力

艺术参与乡村建设，涉及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

建筑学、设计学、艺术学等学科，这不仅需要以跨学科思

维进行设计规划，更需要多主体参与实施共建。

院校是培养人才的重地，也是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

主力。近期举办的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展充分说明了这

一点。为实现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不少艺术

院校与地方展开校地共建，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机制。比

如中国美术学院坚持“以乡土为学院”，在城、镇、乡、村

设立百余个“乡土学院”工作站，形成扎根中国大地的实

践网络。每年约有万名师生奔赴各地，发挥专业优长，

推动乡村振兴。四川美术学院也一直致力于把艺术赋

能乡村振兴工作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相结合，院长庞茂

琨表示，四川美院坚持文旅融合与设计扶贫同向、美育

浸润与社会教育并行，着力贡献艺术服务社会的川美经

验。从长远来看，不论是为了加强艺术人才队伍建设，

还是完善跨学科人才培养机制，在美术院校开设与乡村

建设相关的专业方向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艺术赋能乡村振兴，需要汇聚多方力量。正如中国

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许江所说，搭建起成熟、能

落地的艺术乡建机制是关键。像浙江出台相关文件，实

施“文艺村长”、文艺专班等举措，探索艺术村落综合体、

“艺术乡村联盟”等模式，旨在形成艺术共建的合力。

建设能够贡献经验、探索问题、协调协作的有效平

台等，可以为艺术赋能乡村提供助力。2021 年，中国美

术学院成立美丽中国研究院，旨在发挥各艺术领域专家

力量，打造艺术智库、公共美学、社会创新“三位一体”的

研创平台，推动城市更新，助力乡村振兴，赋能社会美

育。从去年“特写——美丽中国的一百个艺术实践”展

览，到今年“大地之歌——2023 美丽中国纪事”展览，

“美丽中国”文献库不断丰富，既架起沟通桥梁，也打开

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的一扇窗。

艺术参与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系统

规划，更应立足长远。让艺术植根于乡土传统、深融

于乡村生活，才能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幸福

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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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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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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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艳
丽

▲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尚村的“竹篷乡堂”。 夏 至摄

▼重庆市北碚区柳荫镇东升村稻田里的观景台“聚院台”。

四川美术学院供图

▼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大东坝镇蔡宅村的豆腐工坊。

王子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