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竹小岱村，藏在遂昌的群山深处。村里的每一处景色，都像是专为画家准备的画布。
因地处三县交界，风光旖旎，这里曾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寻幽探景。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热闹消退，曾

经门庭若市的民宿关了门，小山村陷入沉寂。
三年前，当地决定作出转变。山水之间，融入了色彩与笔触，一幅幅画作在村中流转，给沉寂的村庄

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这条路走得并不平坦。很多人质疑，山这么高，路这么远，写生经济如何行得通？在讨论与探索

中，人们开始意识到，艺术并不只是画框里的作品，它是生活的一部分，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
于是，村民开始主动参与。画家带着画板走进田间，学生们走出课堂，在山巅与溪水旁汲取灵感。
昔日被忽略的风景，逐渐被唤醒。艺术，成为这片土地的新语言。

20252025年年66月月2626日日 星期星期四四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李 烜烜

深读深读··

44

“画家村”的艺术策马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付名煜付名煜 朱敏朱敏 通讯员通讯员 黄绮贤黄绮贤

记者手记

深
读
深
读
深
读丽

水
丽
水
丽
水

■■
本
期
策
划
主
题

本
期
策
划
主
题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云
端
经
济
带

制图制图//设计设计 蒋巧巧蒋巧巧

在大竹小岱村云雾缭绕的山腰间，错落
有致的农舍前，常能看到支起的画架和专注
创作的身影。这种艺术与乡土交融的景象
促使我思考：一支画笔，究竟能为乡村发展
绘出怎样的可能？

在“小岱艺舍”民宿的会议室里，胡芳向
我讲述了村庄的变迁。从最初种植高山蔬
菜，到开办农家乐的热潮，再到如今写生基
地的风生水起，从胡芳的语气里，我能感受
到她对家乡未来的无限期待。最令她难忘
的，是第一次看着画家把村子画进作品，“原
来我们天天见的事物，在别人眼里这么美。”
这种被“发现”的惊喜，也是艺术焕新乡村的
开始。

在这里，艺术不是阳春白雪，它与民俗
文化、地理风貌和日常生活深度融合。我注
意到一些细节：村里原先堆放谷物的谷仓，
成了艺术生最青睐的素材之一；一个个陆续
新建的写生平台，根据周边的景致，被命名
为“苍松翠柏”“停云落月”“望云观山”……
艺术赋予了平凡事物不平凡的生命力，也让
村民重新发现了家园的魅力。

在采访濂竹乡干部时，我了解到大竹小
岱村的转型并非一帆风顺。最初提出发展

“写生经济”时，村民也曾心存疑虑：这么偏
远的村子会有人来吗？当地政府没有急于
求成，而是邀请专家实地考察，组织艺术家
来村里进行创作。这种尊重规律、循序渐进
的务实态度，正是项目能够落地的关键。

晨雾中，村庄在鸡鸣犬吠中苏醒；骄阳
下，蝉鸣声在热浪中愈发清亮；暮色里，农人
扛着锄头走过田埂，写生的学生收拾画架，
整个村庄笼罩在温暖的余晖中……时序流
转，大竹小岱村的实践，本质是在用艺术重
新连接人与土地的关系。当村民通过画家
的眼睛重新认识自己的家园，当城市来客
通过写生体验乡村生活，一种新的城乡对
话就自然而然地建立了。

一支画笔
如何重绘乡村

本报记者 付名煜

初探乡村旅游

一场大雨过后，我们沿着遂昌县城向
东蜿蜒的山路，逐渐深入牛头山的怀抱。
云雾缭绕中，山峦若隐若现，村庄散布在半
山腰。山脉深处的濂竹乡，便是此行的目
的地。

山风穿过牛头山的崖壁，拂过大竹小
岱村的竹林，发出沙沙声。这个坐落在山
腰的村庄，曾经默默无闻，村民的日常是种
植四季豆、黄瓜等高山蔬菜，然而再好的蔬
菜也难敌“卖不出去”的困境。生活始终不
见起色，年轻人纷纷背井离乡投身城市，村
子渐渐失去活力。

转机出现在 2009年。这一年，牛头山
因一条登山线路而在户外运动圈中小有名
气。不少徒步爱好者专程来登顶，而大竹
小岱因位于主峰山腰，成为冲顶前理想的
歇脚点。背包客或在溪水边洗把脸，或在
小卖部里买瓶水、泡面吃。看似微不足道
的停留，在村民眼里却是重要的信号——
外面的世界开始注意到这里。

濂竹乡抓住了这个机会，引导村民发展
乡村旅游。乡政府还邀请了几位星级酒店
的厨师，上山为村民开展为期一周的烹饪培
训。从刀工、火候、调味到食材搭配、成本控
制，每个环节都深入细致，既提升了村民的
厨艺，也让他们对“做生意”有了新的认识。

胡芳是村里较早开办农家乐的村民之
一。她改造了自家厨房，摆上几张桌子和
凳子，为客人提供餐饮服务。她清楚地记
得，农家乐开门纳客的第一天，屋里热气腾
腾、人流如织的场景，“那天生意特别火，一
整天忙得不可开交，甚至没时间吃饭。”村
庄环境优美，加上村民的热情服务，游客口
碑逐渐扩散，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村民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变
化。过去大家觉得在山上“干啥都没前
途”，现在他们学会了提升服务质量，琢磨
顾客需求。村民之间形成了良性竞争——
谁家做的土鸡肉更香、哪家房子打扫得更
干净，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这样的势头没有持续很久。随着社
交媒体的普及，新打卡地层出不穷，游客的
脚步逐渐转向了更远、更热门的目的地。
加上登山热潮逐步消退，大竹小岱村再次
回归了寂静，发展进入了瓶颈期。

且让山水入画

村民们陷入了困惑：是继续守着这片
山林，还是外出另谋出路？2022年，濂竹乡

决心突破困境，邀请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建
筑与设计学院院长龚林鸿来走访调研，倾
听村民呼声，也为乡村发展“把脉开方”。

第一次来到大竹小岱村，龚林鸿就被
这里的山水吸引。他站在村头俯瞰，“云雾
缭绕，山川景色美如画，完全可以吸引摄影
师或画家来创作。”但他随即指出，“摄影只
是短暂的吸引，写生才能真正让人留住。”
这句话触动了乡干部们的思考——如果大
竹小岱村的自然景色如此适合画作，为什
么不借助写生产业，为乡村振兴开辟新路？

2022 年 8 月，村里迎来了第一次写生
活动，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建筑与设计学院
和濂竹乡共同举办了为期一周的“生态濂
竹，和美共富”写生采风。来自长三角的 30
多位画家用画笔记录晨雾中的山林、田野
旁的村舍，不仅留下珍贵的作品，也为村庄
带来了久违的热闹和生机。村民们第一次
看到自己的家园“落入”画框，既惊喜又自
豪，也开始相信，艺术的力量，或许真的能
为村子带来新的机会。

此外，一场聚焦未来发展的“濂竹乡写
生创作基地建设发展研讨会”也在同期召
开，专家学者和乡、村干部齐聚一堂，讨论
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写生创作基地，推动乡
村发展。

研讨会上，专家们以松阳县枫坪乡沿
坑岭头村为例，提出“大竹小岱村的资源独
特，拥有古村落、古树、古道和古谷仓等文
化遗产，再加上高海拔、多云雾、植被茂密
的自然优势，完全有潜力成为一个受欢迎
的写生地”。另一些专家则通过数据分析，
认为写生行业的前景广阔：国内艺术生的
数量庞大，其中美术生占 60%以上，仅浙江
省内，每年就有超过 2万名美术生需要开展
写生实践。

村干部则入户调研，了解了村民的态
度。大多数人支持建立写生创作基地，有
10 户农户甚至表示愿意将闲置的房屋改
造为客房，参与接待与住宿服务。更有一
些在外创业的村民，主动为家乡的写生基
地建设捐款或提供资金支持。“从各方的
反馈来看，建立写生基地是可行的，也是
可持续的。”村党支部副书记周林洪如是
说。

赋能乡村振兴

经过画笔描绘的山乡，迈出了转型的
第一步。在“能不能”的问题被解决后，当
地又面临着更深远的课题：如何建设写生
创作基地？如何通过这个基地带动村民增

收，推动乡村经济发展？
濂竹乡并未盲目追求规模，而是精心选

择了 2个村落——治岭头村和大竹小岱村，
作为重点打造对象。乡党委副书记郑斌华
坦言，山区的资源有限，过于分散的投入往
往影响效果，“我们决定专注‘小而精’，将有
限的资金和精力集中投到最具潜力的区
域。”

艺术的植入，首先催生了基础设施的
升级。为了避免艺术家和写生团队频繁往
返县城和村庄，大竹小岱村将闲置的村民
大会堂改建成“小岱艺舍”民宿。这里有 17
间双层复式标间，休息区和工作区分离，配
备中央空调、干湿分离卫生间，能同时容纳
50 人住宿。除了民宿，村里还建起了 7 个
写生平台，分布在不同区域，为来访的艺术
家提供创作空间。而新建的艺术餐厅能同
时容纳 200人用餐，即将投入使用。

如今，漫步村里，随处可见以大竹小岱
村为创作灵感的艺术作品。艺术乡建，让
山村焕发新生，也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收益。见证了村庄发展的“三乡人”胡
芳，如今是“小岱艺舍”民宿的管家。每当
有写生团队到来，她总会早早地提着吸尘
器仔细打扫每个角落，擦净桌椅，整理床
铺。她深知，这份细心和热情背后，藏着村
庄转型的希望。

而这场艺术变革，给整个村庄带来的，
不只是工作的机会，更多的是一种参与感
和归属感。村民们纷纷转型，有的成了民
宿的保洁员或厨房帮工，有的开起了小卖
部，参与到“写生经济”中，收入显著增长。
部分年轻人甚至自学厨师或电工技能、考
取资格证书，主动加入志愿服务行列，成为
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力量。

为了有效引流，濂竹乡主动出击。依
托省市美协资源，接待写生考察团队，其中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每年都会组织多个写生
团队赴濂竹开展写生活动。如今，濂竹乡
成功与 28家院校、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并建
立党建联建关系，成为浙江省唯一一个与
省美术家协会挂牌签约的乡镇级写生基
地，吸引了超过 2万多人次的师生、艺术家
前来采风创作。

如今的大竹小岱村，虽仍偏居一隅，但
已不再沉寂。新的空间、新的角色和一幅
幅新的绘画作品，正在书写新的叙事。艺
术，在山水中扎根，让“远山”变得亲近，让
绿水更显温柔。而这一切，还只是画纸上
轻描淡写的一抹水彩，随着时间的推移，它
将逐渐扩展成整座村庄的未来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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