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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环抱，绿水荡漾，桂花飘香。走进江西萍

乡市湘东区江口村，彩色墙绘、艺术装置、艺术橱窗

遍布道路两侧，设计感十足的小染坊、小酒馆、小书

屋与农房比邻而居……自然与人文、传统与现代，

交织融合。

何洪亮一家从邻近的湖南省自驾来此，“看山、

玩水，画画、研学，对大人孩子都有吸引力。”

沉浸其中的游客很难相信，如今的“网红村”曾

是典型的“空壳村”。江口村党总支书记杨文群说，

村民一度缺乏信心，基本都选择外出务工。

改变发生在 2020 年，一个由 24 栋“白房子”构

成的乡村艺术殿堂“零 799 艺术区”正式启用。来

自中央美院及当地的 33 位艺术家在此设立工作

室，成为新“村民”。

艺术家们不仅搞创作、开展览，在村里打造艺

术景观、开发研学课程，更以志愿者身份开设公益

农民画培训班、公益少儿美术培训课堂等，与村民

积极互动。

村里一幅名为“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墙绘，由艺

术家和村民一起创作，讲述了村里江口小学学生

陈佳慧学习绘画并获奖的故事。

2021 年 开 始 ，艺 术 家 开 办 公 益 培 训 四 点 半

课堂，村里的孩子纷纷过来“看热闹”，陈佳慧也

在其中。“艺术家的引导打开了他们的眼界。”让

湘 东 区 美 术 馆 馆 长 钟 磊 意 想 不 到 的 是 ，不 少 孩

子积极参与到乡村美化和景观改造中来。一学

期 后 ，陈 佳 慧 竟 然 在 全 省 绘 画 比 赛 上 拿 到 了 特

等奖。

江口村马上为村民办起画展。“在更多村民心

里种下艺术种子，鼓励他们用手中的笔，画出美好

的世界。”杨文群感慨地说，“不少游客都赞叹江口

村的孩子们很幸福，走在村子的小道上就能遇到艺

术家，互相像家人、朋友一样交流。孩子们的未来

会因此发生改变。”

因为艺术的介入，更多改变还在发生。油画家

张佰桥曾租住在村民陈云发家，时常在客厅绘画，

61 岁的陈云发总在一旁盯着看。得知老陈想学油

画的心思后，艺术家们提供画材、上门教学。“61 岁

之前，我不知道油画是啥。3 年过去，我临摹过莫

奈、梵高……每天做完农活后，忍不住画两笔。”如

今陈云发家的客厅挂满油画，吸引不少村民和游客

前来。

“艺术的距离并不遥远，就在茶余饭后的生活

中。艺术的魅力，更是润物无声的。”在张佰桥等艺

术家的带动下，更多村民开始参与做扎染、画农民

画、做文创、搞农创，日子充实饱满、丰富多彩，荷包

也越来越鼓。

稻田侧、玉米地旁，插着一幅幅生动有趣的农

民画，很是别致。路过的人如果喜欢，扫描二维码

就能购买原作。

“在艺术的浸润下，村民更‘爱美’了。”钟磊高

兴地看到，“以前，一些村民的庭院比较杂乱，现在，

村民们喜欢用花草、竹编将房前屋后点缀得漂漂亮

亮，村容也焕然一新。”

充满艺术气息的江口村，口碑不胫而走，人气

越来越旺。“我们顺势发展起乡村美育、研学培训、

非遗文创、露营公园等一系列业态，以文化产业赋

能乡村振兴，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持续增强。”

杨文群自豪地说，“在外的村民纷纷回乡了。”

入夜，蛙声阵阵，萍水河边的帐篷下坐满了人，

大家吹江风、吃烧烤、听音乐、看电影，怡然自得。

村民谢洪波是这个露营基地的负责人，他说，“这里

高峰期每天收入 2 万元左右，10 多个村民在这里工

作，我看好江口村的未来。”

凌守富是江口村党总支副书记，晚上他来到江

边散步，拍摄夜景。在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上，“带

你游江口”已经更新 18 集，总浏览量突破 42 万。“我

希望通过幽默的风格、质朴的表达，让网友们看到

家乡真实的自然与精彩的人文。”凌守富说。

凌庄明此前在外打工，村子的发展状况让他决

定回乡开酒坊，“58 岁开启创业之路”。在艺术家

的建议下，他自己种高粱、古法酿酒、拍短视频，日

子过得有声有色。

今年以来，江口村累计接待游客 10 万余人次，

收入 200 多万元，带动 400 余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创

业、增收。湘东区委书记何超表示：“我们将继续深

入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鼓励和支持更多优

质的文旅资源向以江口村为代表的乡村扎根。”

江西萍乡市湘东区江口村

艺术乡村 欣欣向荣
本报记者 郑海鸥

凌晨凌晨 44 点点，，天还没亮天还没亮，，袅袅炊烟袅袅炊烟，，从安徽宣城绩从安徽宣城绩

溪县瀛洲镇仁里村一幢古民居升腾起来溪县瀛洲镇仁里村一幢古民居升腾起来。。程红霞程红霞

守在守在灶边灶边，，一边倒水一边倒水，，一边和面一边和面，，待得软硬适中待得软硬适中，，随随

即用力搓揉面团即用力搓揉面团。。炉火上炉火上，，阵阵酒酿香味袭来阵阵酒酿香味袭来，，掀开掀开

蒸笼一瞧蒸笼一瞧，，酒酿元包露了出来酒酿元包露了出来，，玉雪可爱玉雪可爱。。

青砖黛瓦马头墙青砖黛瓦马头墙，，天井浮雕冬瓜梁天井浮雕冬瓜梁。。土灶土灶、、铁铁

锅锅，，木凳木凳、、圆桌圆桌，，两层小楼朴素雅致两层小楼朴素雅致，，中间庭院草木繁中间庭院草木繁

茂茂。。古民居里开上农家乐古民居里开上农家乐，，村民程红霞是头一个村民程红霞是头一个。。

5656 岁的她岁的她，，在这幢有着在这幢有着 300300 多年历史的徽派建筑里多年历史的徽派建筑里

住了大半辈子住了大半辈子，，农家乐也开了农家乐也开了 1010多个年头多个年头。。

““厅堂能摆厅堂能摆 33 桌桌，，还有还有 33 个包间个包间，，菜是地里摘的菜是地里摘的，，

鸡是自家养的鸡是自家养的，，新鲜得紧新鲜得紧。。借着乡村振兴的东风借着乡村振兴的东风，，

生意好的时候生意好的时候，，我家一天能接待我家一天能接待 100100 多人多人。”。”元包蒸元包蒸

熟后熟后，，闲不下来的程红霞抓起一把稻谷闲不下来的程红霞抓起一把稻谷，，顺手撒向顺手撒向

鸡窝鸡窝，，脸上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笑容是抑制不住的笑容。。

仁里是个传统村落仁里是个传统村落。。山环水抱山环水抱，，登源河绕村而登源河绕村而

过过，，翘角飞檐翘角飞檐，，古建筑错落有致古建筑错落有致。。自西门入自西门入，，踏上青踏上青

石板路石板路，，三街四门十八巷巧妙排布三街四门十八巷巧妙排布。。穿行其间穿行其间，，古古

门楼门楼、、古牌坊古牌坊、、古祠堂古祠堂，，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

传统古建传统古建，，时间一长时间一长，，风雨侵蚀风雨侵蚀，，难免老化难免老化。“。“老老

房子房子，，木结构木结构，，屋顶漏雨屋顶漏雨、、白蚁啃噬白蚁啃噬，，几乎每年都得维几乎每年都得维

修修。”。”仁里村党总支书记程子维说仁里村党总支书记程子维说，，从古民居到古水从古民居到古水

口口，，从古井到古树从古井到古树，，针对全村针对全村 6868处古建处古建，，依托政府资依托政府资

金金，，分类开展了抢救性修缮分类开展了抢救性修缮、、保护性修缮和开发利用保护性修缮和开发利用

性修缮工作性修缮工作。。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修复古路修复古路 14001400
米米、、马头墙马头墙 23002300平方米平方米，，修缮古民居修缮古民居 1212幢幢。。

古民居开办农家乐古民居开办农家乐，，就是当地保护性利用古建就是当地保护性利用古建

筑的一种形式筑的一种形式。。在程红霞看来在程红霞看来，，在保留原有建筑风在保留原有建筑风

格的基础上改造成农家乐格的基础上改造成农家乐，，既能增收既能增收，，还能让古民还能让古民

居焕发新生居焕发新生。。于是于是，，陡直的木梯变得平缓宽阔陡直的木梯变得平缓宽阔、、白白

蚁啃过的木板翻新打磨……游客在此品尝徽菜的蚁啃过的木板翻新打磨……游客在此品尝徽菜的

同时同时，，也能品味乡愁也能品味乡愁。。

走出农家小院走出农家小院，，沿小巷漫步沿小巷漫步，，不一会儿不一会儿，，又一处又一处

民居映入眼帘民居映入眼帘。。拾级而上拾级而上，，假山翠竹假山翠竹，，木雕花窗木雕花窗。。

仔细一瞧仔细一瞧，，竟是一家民宿竟是一家民宿。“。“今年今年 44 月开业月开业，，暑期生暑期生

意不错意不错，，客人大多来自长三角客人大多来自长三角。”。”负责人姚海丽说负责人姚海丽说，，

我看中当地环境和古建特色我看中当地环境和古建特色，，找村里帮忙协调找村里帮忙协调，，把把

古民居改造成了民宿古民居改造成了民宿。。

民宿设计民宿设计，，也有特色也有特色。。总体保留徽风皖韵总体保留徽风皖韵，，房房

间却是轻快明亮间却是轻快明亮，，文化特色与现代美学在这里实现文化特色与现代美学在这里实现

结合结合。。姚海丽坦言姚海丽坦言，，一开始一开始，，看到斑驳墙面看到斑驳墙面，，也曾考也曾考

虑刷上一层新漆虑刷上一层新漆，，转念一想转念一想，“，“古建筑的每处痕迹都古建筑的每处痕迹都

有故事有故事，，想必有的住客也会愿意探寻历史想必有的住客也会愿意探寻历史。”。”

为了唤醒沉睡资源为了唤醒沉睡资源，，近年来近年来，，仁里村以古民居仁里村以古民居

入股入股，，盘活村内闲置资产盘活村内闲置资产，，着力打造民宿着力打造民宿。“。“游客来游客来

了了，，既有地方吃饭既有地方吃饭，，还能在古民居里住还能在古民居里住，，村集体收入村集体收入

也增加了也增加了 3030 万元万元。”。”程子维笑着说程子维笑着说。。

说 话 间说 话 间 ，，远 处 传 来 阵 阵 歌 声远 处 传 来 阵 阵 歌 声 ，，循 着 歌 声 往 里循 着 歌 声 往 里

走走，，来到村中下祠堂来到村中下祠堂。。一群老人身穿绿衣裳一群老人身穿绿衣裳，，脚脚

踩绣花鞋踩绣花鞋，，载歌载舞载歌载舞，，唱响仁里民歌唱响仁里民歌。。程吉女是程吉女是

仁里老年演出队的一员仁里老年演出队的一员，，8383 岁的她岁的她，，常和村民来常和村民来

祠堂排练祠堂排练、、演出演出。。而仁里民歌作为徽州民谣的一而仁里民歌作为徽州民谣的一

种种，，被列入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列入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依托古村落保护项目依托古村落保护项目，，20172017 年年，，仁里下祠堂得仁里下祠堂得

以修缮以修缮。。漏雨的屋顶漏雨的屋顶，，取下瓦片取下瓦片，，新做防水新做防水；；蛀坏的蛀坏的

梁木梁木，，一一复刻一一复刻，，全部换新全部换新。。历时历时 88 个多月个多月，，祠堂焕祠堂焕

然一新然一新，，程吉女有了排练歌谣的好去处程吉女有了排练歌谣的好去处，，游客们也游客们也

可以在这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可以在这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如今如今，，除表演外除表演外，，祠堂里头祠堂里头，，师生还会来这研师生还会来这研

学学。“。“这儿有徽派建筑这儿有徽派建筑，，也有书院文化也有书院文化，，我们会请本我们会请本

地乡贤授课地乡贤授课，，学生们兴趣十足学生们兴趣十足。”。”程子维说程子维说。。

眼下眼下，，绩溪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二期绩溪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二期

建设项目即将启动建设项目即将启动，，涉及古建修缮涉及古建修缮、、三线下地和两三线下地和两

侧房屋徽派立面改造等侧房屋徽派立面改造等。。最近最近，，村里将打造非遗展村里将打造非遗展

示馆示馆，，建成后建成后，，供游客体验徽墨制作的徽墨坊也有供游客体验徽墨制作的徽墨坊也有

了新去处了新去处。。从村集体资产入股从村集体资产入股，，到流转土地建水乡到流转土地建水乡

体验园体验园，，在保护古建的基础上在保护古建的基础上，，通过大力发展乡村通过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旅游，，仁里村去年村集体收入达仁里村去年村集体收入达 120120 万元万元。。

安徽宣城市绩溪县仁里安徽宣城市绩溪县仁里村村

古韵犹存 唤醒乡愁
本报记者 游 仪

浙江安吉上舍村 73岁的杨海人双手厚实而

粗糙，他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灯舞（上舍化

龙灯）的省级传承人。化龙灯曾经失传 30余年，

也陷入过后继无人的困境，但磨难打不垮、自身

不放弃，顽强的传承人怀着热爱和责任坚持下

来。如今，他周围的村民几乎人人都会舞，化龙

灯从乡村小晒场走上大型广场，点亮乡村小道

与城市街道，自豪和自信洋溢在村民脸上。

行走广大乡村，传统音乐、舞蹈、戏剧、技艺

等灿若繁星。而静下来听传承人们讲故事、说

经历，跌宕起伏的际遇更让人感触良多。多彩

非遗的背后、一辈子笃定一件事的传承人身后，

都是一段段诠释韧性、耐心、定力的历史。物质

上的传承让我们可以看得见历史、唤得起记忆，

精神上的传承更是一笔笔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非遗为何能穿越千百年历史而依旧活在当

下？与传承人的韧性密不可分。百折不挠、坚

韧不拔，扎根生活、服务群众，与古为新、自我更

新，才不会被历史和人们忘记。而一代代人坚

守韧性、耐心、定力，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祛除

浮躁、苦心孤诣，才能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不负

祖辈与后人。

不仅是非遗传承，当下推动文化扎根乡村

的各项实践，更需要韧性、耐心、定力。

2016 年 ，一 位 大 学 退 休 钢 琴 教 师 来 到 乡

村，开音乐会、做艺术普及。几年来，他始终没

有懈怠，见证了村民对音乐认识的转变，“前几

年听的人很少，后来有一部分人能坐得住，再

后 来 有 些 村 民 主 动 过 来 ，听 完 后 还 能 互 相 交

流。”文化进乡村不是插花，而要悉心播种、默

默耕耘、慢慢生长。

在乡村从事文化工作，需要有韧性、耐心和

定力，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心浮气躁，不被流行时

尚裹挟，不被金钱牵着鼻子走，不会去做那些过

度商业化和娱乐化甚至低俗化的事，不去搞机

械式生产、快餐式消费的表面文章。急于求成、

急功近利是文化工作的大忌。

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挖掘并坚守韧性、耐心、

定力，是乡村塑形和铸魂的重要内容。浙江农

村文化礼堂建设耐下心、沉住气，致力于丰富精

神生活、赓续乡土文化、促进乡风文明，2 万多

个文化礼堂已成为“农民精神家园”；多地建设

文化生态保护区，既保护非遗，也保护孕育发展

非遗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推动见人见物见

生活。而这些工作都需要久久为功，需要在时

间的孕育中慢慢生长。

知 止 而 后 有 定 ，定 而 后 能 静 ，静 而 后 能

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各地在推进乡

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戒浮躁、少功利、养静

气，传承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保持韧性、耐心、定力，

就一定能让万千乡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

乡村文化建设要有韧性、耐心、定力
郑海鸥

“小山如螺，大山成塔”，走进广西桂林市龙

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大寨村，龙脊梯田被稻谷

点缀得颇有生趣。“每年农历八月是稻谷的孕穗

期，需要精心呵护。”大寨村党支部书记余琼通

说，看这长势，今年是个丰收年。蜿蜒的田坎似

自然的阶梯，将人和天的距离拉得极近。溪流

汩汩声应和着村落里悠扬的山歌，裹着湿凉的

雾气飘向四方。

龙胜各族自治县自古便有“九山半水半分田”

的说法。勤劳的瑶族群众把绵延起伏的坡地平整

为层层梯地，待田块逐渐定型后，再灌水犁田种植

水稻，形成从山脚盘绕到山顶的梯田景观。大寨

村村民世世代代在山坡上劳作，日积月累，建成了

层层叠叠犹如天梯的庞大梯田群。290 余户 1200
余人，瑶族占全村人口的 98%。

“这些年，我们依托梯田景观和红瑶独特的人

文风情，发展起红瑶梯田景观旅游产业，原本贫穷

的小瑶寨，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村。”余琼通

说。2022 年，大寨村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为

“最佳旅游乡村”。

走进大寨村，青石路两旁木楼里主家和游客

的笑声频频传出。抬眼一瞥，可看到各个角度的

梯田。田间、村道皆是闲庭漫步的好去处。

清早，红瑶人家的姑娘早早起来，轻启窗户，

翻抖红衣，花衣、饰衣、花裙拿出来晾晒，各家的晒

台和走廊上红红绿绿的衣裳鲜艳夺目。不多时，

家家户户的墙壁就呈现出一片红衣海洋。

“红瑶服饰既有热烈的红色，又有蓝、黑、青、

绿等与环境协调的色调，相互搭配，表达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2014 年，龙胜各族自治县瑶族服饰被

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瑶

族服饰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潘继凤说，制作一套

日常所穿的完整红衣耗时就需 3 年，而节庆服饰

与平常服饰有所不同，在上衣下摆缝制银饰，用料

更为考究、做工更为精细。因此，勤劳的瑶族女性

在农闲时也在抓紧时间制衣。

走在村里，村民将自织自染的布晾晒在窗外，

织布、染布、刺绣皆在窗前。红瑶人家对红色情有

独钟，大部分都传承了自织自染自绣自制的传统

手艺，这一习俗延续至今。“染色使用的是秋季收

获的枫树汁，树汁煮过后成为蜡。用蜡先在白布

上绘图，然后将白布投入染缸上色，上色后的布料

经水洗再晾晒，如此反复染色、晾晒多次使布料固

色。”潘继凤说。

瑶族服饰的传统纹样有几何纹、动物纹、植物

纹和山河纹等。各式各样的图案纹样不仅具有观

赏价值，也是值得品味的文化符号。“昆虫、小花，

我们看见什么就绣什么，也是对生活的记录。”潘

继凤说，刺绣中的挑花也考验技艺，“平常刺绣从

布料正面走针，成品的反面丝线凌乱。瑶族妇女

不仅能正面挑花，还能从反面走针，即反绣，使正

反面图案同样细腻规整。”

随着少数民族文化魅力不断展现，古老的文

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瑶族服饰的技艺和色

彩魅力带火了大寨村的旅游业。“百名瑶嫂长发梳

妆”“红瑶传统婚礼”等民俗活动让来到大寨的游

客既看到了美不胜收的梯田景观，又体验到了独

特的少数民族民俗。红瑶阿嫂和姑娘们身着盛

装，唱着欢快的敬酒歌，向四方游客敬上香甜的龙

脊水酒。眼下，大寨村游客如织，欢声笑语像波浪

般传向山下。

当地还对民间流传的民歌、民谣和民俗习惯

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研、收集和整理。走进大寨

村，就如同走进一个鲜活的瑶族文化博物馆。除

了晒红衣，还有打糍粑、跳竹竿舞、梳长发等，远

离城市喧嚣的大寨村，将红瑶古老文化的体验感

“拉满”。

独特的农耕文化也很吸引游客。耦耕、耘田、

砍田基、扶田基等 12 道农活，构建起了梯田上美

丽的立体农耕图景，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观赏

体验的同时，也是村民对梯田最好的保护。“通过

‘砍田基’，手工清除梯田上长出的杂草，并将杂草

踩进梯田内，化作有机肥，起到滋养梯田土壤的作

用。此后，在‘扶田基’工序中，村民一边劳作，一

边将梯田有缺口、漏水的地方进行手工修补，长此

以往，能有效抵御干旱或者冰冻可能给梯田造成

的损毁，让梯田始终处在最好的状态。这 12 道农

活是当初建梯田的先民传下来的，缺一道步骤梯

田都可能会损坏，这就是我们传统的梯田文化。”

余琼通说，发展旅游业是繁荣大寨村瑶族文化的

重要方式。

经过长年累月的融合和创新，大寨的村民成

了扛着犁耙种田地，唱着山歌搞旅游的“两栖农

民”。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和餐

饮业发展得红红火火，目前已有 230 多户村民开

设了各具特色的民宿。村民在景区内经营农家旅

馆、出售手工艺品、表演民族歌舞，彻底告别了过

去非外出务工不能很好谋生的日子，更让大山里

面的文化走出去、走得远。

（刘健参与采写）

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大寨村

红火瑶寨 游 客 如 织
本报记者 李 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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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江口村开展手工活动江口村开展手工活动。。

钟钟 磊磊摄摄

图图②②：：仁里村外景仁里村外景。。

唐祖怀唐祖怀摄摄

图图③③：：大寨村大寨村村民展示瑶族村民展示瑶族

服饰制作服饰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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