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学碰撞

四周山间遍植竹木，村中四季流水潺潺，一座半圆形的
石拱桥横跨溪上，桥的一侧是黄墙黑瓦的老屋，就地取材的
创意作品点缀其间，桥的另一侧则星罗棋布着古民居，剧场、
展厅等公共文化空间。

面对这样的景致，很难想象就在 7年前，这里还是个鲜
为人知的偏远山村。当时村里不少老屋闲置，几乎没有任何
配套设施，当地人大多选择外出打工，村子正在不可避免地
走向凋敝。

转机出现在 2017年。“桃野”高端民宿的入驻，让这个隐
于大山深处的小村庄与外界有了更多联系。

孙迎盈是“桃野”创始人，来到松庄后，她发起了“全球艺
术家驻地”项目，探索“艺术乡建”的可能性。在孙迎盈的牵
线搭桥下，2020无恙城市巡回艺术展在松庄展出，这也是松
庄与艺术结缘的开端。

74岁的村民宋水秀感受尤为深切。那一年，离家不到百
米的 61号民居被改造成了“桃空间”美术馆，这个“既熟悉又
陌生”的文化空间让她充满了好奇：它比原先更干净、敞亮，
墙上挂满了以前从未见过的有意思的画，但除此之外，似乎
和原始民居没有太多外观上的差别。原本居住在此的村民
都已迁至县城工作、生活，他们使用过的土灶、老木门等，如
今成了“桃空间”的组成部分。

虽然被称为美术馆，但“桃空间”并不收费，村民、游客要
是有兴趣，可以随时走进来逛一逛、看一看。

除了村里建起美术馆令人好奇，更让村民不解的是这里
的展品。“怎么每张画都看不出画的是啥？颜色很鲜艳，但都
是线条、方块、圆圈之类的，门口还挂着一颗红色的毛线球。”
这场让村民看不懂的展览，却吸引了远道而来的游客。对他
们来说，除了感受溪流石桥、老屋巷弄，又多了一个可安静自
处、近距离赏画的去处。

为期一个月的展览，为当地带来了极高的关注度和流
量。而在线上，松庄频频亮相，村里的人气也更旺了。最热
闹的时候，“桃空间”每天都要迎来送往一百多人次。

变化最大的，还是村民自身。“这场展览激发了村民的好
奇心，他们每次来观展都会发问，也很自豪于老房子能变得
这么好看。”孙迎盈告诉记者，村民对艺术之美的表达也很朴
实，“好看，真好看”。

走进松庄，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场自带生活美学的乡
村文化变革正在发生。这种变革，既有传统又有新意——
传统的是，乡村的精神内核并未丢失，而是随着老屋保护
而得以传承；新意是指，有了名家大师、公共文化空间的
加持，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得以与艺术结缘、与艺术共
舞。

艺术内生

在松庄村，艺术不仅是视觉体验，更成为激发乡村活
力的内生动力。

今年 11月 16日，一场山里的“戏剧盛宴”在松庄拉开
帷幕。广袤山野里，锣鼓声声，男女老少围聚在由闲置老
屋改建的“山民剧场”里，欣赏一场新中式美学戏剧；舞台
上，一块幕布、几盏舞台灯就勾勒出了艺术布景，6位演员
演绎了一场“善与恶”的众生相。

在这场名为《善念》的舞台剧中，村民和游客享受着
“入戏”“出戏”的新奇体验，每到动情处，他们会不约而同
地大笑或愁眉深锁。

除了舞台剧演出，当天还有很多相关活动。短短 2天
时间，村民和游客可以参观“戏剧海报展”、参与“昆曲工作
坊”、朗读“曹禺的经典剧本《雷雨》”、聆听乡村音乐会。

在很多人看来，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办戏剧演出多少有
点天方夜谭，“有没有人来看，村民能不能接受是一个问题。”
不过这一次，“桃野”与上海聆舞剧团逆流而行，他们坚信小
山村也能开出戏剧之花，让“艺术的乌托邦”变成现实。

这样的自信源于，松庄多年来与艺术共舞的乡村美
育。2017 年以来，“桃野”陆续推出了全球艺术家驻留计
划、“村口的涂鸦”村民绘画艺术展等活动，吸引了插画、摄
影、雕塑等领域的 10多位艺术家驻留。在与他们的朝夕相
处间，村民们渐渐发现，艺术不再是高不可攀的阳春白雪，
而是有了更多松弛的可能性。

如今，一颗戏剧的小石子投入水中，泛起层层涟漪。1
个、10个、20个……最终，有 60名村民和游客报名观看这
场演出，最年长者已逾七旬，最年轻的不过二十出头，还有
从江苏、上海等地慕名而来的人们。

“能在古村落里看到现代艺术，让人眼前一亮。”来自
苏州的游客金颖杰说，虽然舞台条件有限，但主创团队通
过对服装、妆造、道具和剧情等细节的打磨，呈现了一场精
彩的演出。

“一场大型文艺演出，就像打开了一扇窗，让更多人感
受到乡村别样的文化魅力。”三都乡党委委员吴怡认为，艺
术唤醒了乡村的发展潜力，也孕育了特色鲜明、风格浓郁
的乡村文化。未来，三都乡将结合“同心共富”行动，借助

“三乡人”资源，把更多文艺资源引入乡村。
如果说，因地制宜建设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融入村民

的生活，增添了村民的生活乐趣；那么，丰富多样的文艺资
源，则让乡村发展有了更多可能性。显而易见，形式接地
气的艺术介入，可以激发乡村的发展潜力，这样的介入脱
离了孤芳自赏的桎梏，以彰显乡村价值为己任，渗透反哺
到乡土的点点滴滴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共创共享

乡村是培育艺术的沃土，并非艺术家自我抒发的试验
场。

在松庄，这样的共识早已在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中
形成，人们思考的不是“艺术如何改造乡村”，而是“艺术能
为乡村带来什么”，换句话说，是“如何让艺术走进村民的
生活，擦亮他们发现美的眼睛”。

换作从前，宋水秀绝不会把自己与艺术创作联系到一
起。对这位在上海做了 20多年木材生意后回村养老的生
意人来说，她从不会把时间花在“搞不懂的艺术”上。

改变源于何时？宋水秀想了又想：“似乎是村里开出
民宿，一群年轻人来到这里的时候。”

过去的松庄，常住人口不足 80 人，九成以上是老人。
除了干些农活，老人们平时都闲着。2021年国庆前，在孙
迎盈的策划下，一群年轻人为村里的爷爷奶奶举办了“村
口的涂鸦”画展。用他们的话说，是“为村民单一的山村生
活增添一点小小的乐趣”。

所有作品，都是由村里的老人和年轻人共同创作的——
孙迎盈和员工手把手教老人拓印，将双手、茶叶、菜心等蘸
上颜料，印在纸和画布上，然后再创作出属于他们的乡村
记忆和乡野风韵。

宋水秀的作品是一幅水彩画，也是她“归园田居”的写
照。她的家临溪而建，天气晴好时总能看见鱼儿在清澈的
溪水里欢快游弋，成群的小鸟在空中飞来飞去，这些日常
景象，都被她画进了自己的作品。

在松庄村 61号老屋里，陈列着老人们的 25件水彩、油
画和书法作品。画展的序，出自宋水秀的丈夫李文生之
手。李文生的毛笔字写得行云流水，孙迎盈邀他代写序
文，他欣然应允。

此后，松庄每年都会举办“村口的涂鸦”艺术创作活
动，李文生写的序文被印在了松阳特产“端午茶”的包装
上，宋水秀的画作则被电视节目《还有诗与远方》收录。

“每卖出一份伴手礼或农产品，我们都会支付给村民
一份专属于他们作品的分红。”在去年 1月“村口的涂鸦”村
民艺术共创成果分享会上，“桃野”民宿兑现了这份承诺，
结合松阳法院“共享法庭”、知识产权保护等普法宣传活
动，民宿负责人与村民签订了作品使用的相关协议，正式
缔结了合作关系。

“爷爷奶奶们没有什么美术功底，但他们是生活中的
艺术家。”孙迎盈告诉记者，老人们从最初的疑惑、羞涩，到
后来兴致勃勃主动参与，整个过程让彼此都感到非常快
乐，“让村民成为真正的主角，共享彼此的情感，给予村民
更多的温度，是我们这样的‘新乡人’最想实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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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阳县三都乡松庄村，“艺术”是个高频词。
在这里，老屋变成了艺术空间，“村口的涂鸦”画展上展陈着斑斓活泼的水彩、油画作品，村里司空见惯的溪流、鱼

群、瓜果，就是艺术家创作灵感的来源。在“山民剧场”看文艺演出时，不少村民其实说不出个所以然，但都不约而同
地将之视为生活的重要乐趣。

当艺术走进乡村，改变的不仅是环境和景观，更有人们的内心。
这种变化悄然影响着当地的生活状态，消弭了传统与现代的隔阂。在这里，人人参与艺术、人人讨论艺术，而艺

术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松庄延续传统，修复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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