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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化艺术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举办艺术展览、引进
艺术家工作室到创新发展业态、创立文艺品牌，村庄与艺术正在发生奇妙反应——

沱川乡，位于婺源县最北边陲，与安徽接

壤 ，乡 域 面 积 85.56 平 方 公 里 ，森 林 覆 盖 率

91.8%，下辖河东、河西、理坑、小沱 4 个行政

村和溪源社区，是个名副其实的“小乡”。然

而，就是这个山间小乡，与全国 700 多所美术

院校（画室）合作，发展规模以上写生基地 3
家，写生驿站床位 3000 多个，年接待写生游

客 5 万多人，被许多人亲切地称为“中国写生

之乡”。

“青山不墨千秋画、流水无弦万古琴。”又

是采风、写生好时节，走进婺源沱川乡，群山

叠嶂、溪流潺潺、层林尽染，一行行背着画架

的年轻人，穿梭于街巷阡陌……

20 多年前，以跑客运谋生的理坑村民余

一甲，在婺源县城载到一批去乡下写生的湖

北美院师生，他把客人带到了家乡。作为中

国历史文化名村，理坑村有 242 栋至今保存

完 好 的 古 建 筑 ，5 处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独树一帜的徽州文化、绵延千年的青山

绿水、古色古香的水乡小镇、韵味独特的民俗

风情……这里的一山一水、一砖一瓦皆可取

景入画。客人当即被深深吸引，一住就是十

多天。当时，湖北美院教授、水彩画家刘寿祥

向余一甲建议：“你在这里建个写生基地，我

们每年都会带学生来。”2001 年，余一甲创办

的“余地主写生基地”正式挂牌。如今，包括

全 国 八 大 美 院 在 内 的 近 200 所 美 术 学 院 在

“余地主写生基地”挂牌，把沱川乡作为常年

写生基地。烟台大学教授王永国说，他连续

十几年带学生写生，走遍了全国，像余一甲创

办的规模这么大、影响这么广的写生基地，还

没有第二家。

“忽如一夜春风来”，画板上的水墨开始

从理坑慢慢外溢。

受“余地主写生基地”启发，河西村争取

上级资金，改造村集体老电影院，建设写生驿

站等，打造“茶叶生产+学生实习+茶叶研究”

产学研基地，开辟了集写生创作、展示拍卖、乡村文艺和农俗表演于一

体的新型活动场所。河西村委会篁村有栋 500 余年的古宅，被客商余

红雨打造成了一栋高端民宿。“走过太多的地方，还是‘梦里老家’好。”

余红雨感慨。

河东村引进投资，建设了“正蹊堂”“麻椒”线下体验店，发展“手绘

鞋”产业，成了写生游客的休闲娱乐好去处。从头到尾步行 10 分钟的

鄣村街聚合了“吃住行游购娱”各要素，丰富的业态满足了年轻群体多

元化的消费需求，使得小乡村成了“大学城”，一派青春气息。如今，河

东村写生产业入选首批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建立写生基地，疏浚了写生产业的“条与链”，也激活了乡村振兴

的源与流。

创新开展“大学生写生艺术节”，让“写生之乡·画里沱川”旅游品牌

飞入更多寻常人家；摸排乡域闲置资源，对接客商发展特色民宿，涌现

了半乡居、雨林山居、晚闻堂等 22栋古宅民宿、精品民宿；争取古村落保

护资金，对古建进行维修改造，修旧如旧，保留村落原始面貌和历史文

化韵味；因地制宜发展香榧种植，冷水塘鱼养殖产业……

受益于写生产业发展，2022 年，沱川乡实现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近

200万元，各行政村均超 20万元，其中理坑村突破 100万元。

家乡景美了，人气旺了，大批青年开始返乡创业。如今，沱川乡有

大小宾馆、农家乐 70 多家；街头巷尾美术用品、特产、酒吧、烧烤、奶

茶、网咖等商铺 100多家。

下一步，沱川乡在打造老街写生“核心 IP”的同时，打算做优以飞凤

峡为中心的野趣山水写生板块，以金岗岭、篁村、理坑为中心的古村民

居写生板块和以查平坦为中心的乡野田园写生板块，促进艺术街区和

写生板块“比翼齐飞”，以一幅幅写生画卷为乡村振兴留下美丽注脚。

青绿山水间，稻田渐黄时。立冬后的浮梁

县臧湾乡寒溪村史子园，俨然一座没有屋顶的

美术馆，从田野到茶园，从旧屋到场院，一件件

当 代 艺 术 作 品 将 大 地 装 点 得 如 诗 如 画。2021
年，“艺术在浮梁”在寒溪村成功举办，展出了 26
位国内外艺术家的 22 件作品：坐落于茶田环绕

的山坡最高处的装置艺术《大地之灯》，被茶树

簇拥、色彩缤纷的装置艺术《对饮》……今年，在

保留部分既有人气作品的基础上，“艺术在浮梁

2023”以“重返青和绿”为主题，进一步拓展全域

性布局，开辟浯溪口水坝公园新展区，通过作品

的实施点位、观览路线的规划，将村中的各种景

致、场所、资源连接起来，让艺术观览与乡村风

情融合一体。

“家里的空置老房，我们平时没有精力维

护。后来，艺术家 Tango 听说我是浙江移民后

代，而且会酿浙江传统黄酒，就提出将空置老房

打造成具有移民文化气息的酒馆。”11 月 6 日上

午，记者来到泉有米酒酒馆，看到村民王泉有正

在邀请游客品尝他自酿的黄酒。而室内墙体上

一幅幅与酒有关且蕴含生活哲理的漫画，吸引

着不少游客驻足观看。王泉有介绍，一些游客

来酒馆后，会拍照上传网络，现在的泉有米酒酒

馆成了网红酒馆，黄酒的销量也提高了。

“我们举办‘艺术在浮梁 2023’活动，就是要

以‘山青水绿、瓷青茶绿’为主题，打造浮梁文化

旅游生态艺术名片，讲好‘瓷茶里 时光外’的浮

梁故事，让与乡土文化紧密结合的艺术作品成

为属于本地的、长久的文化新财富。”浮梁县政

府有关负责人介绍，“艺术在浮梁 2023”共吸引

了来自中国、芬兰、意大利、美国、奥地利等 10 个

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利用寒溪村的闲置民房、

废弃仓库、荒废空地、茶山和浯溪口水坝公园的

自然条件，创作了 60多件室内外艺术作品。

“前几天，我 接 待 了 一 个 来 自 河 北 的 瓷 茶

制 作 体 验 团 ，一 天 赚 了 四 五 千 元 。 现 在 自 家

产 的 茶 叶 ，在 家 门 口 卖 ，跳 开 中 间 商 ，明 前 茶

的价格比原来翻了一倍……”41 岁的徐荣斌，

原 先 在 景 德 镇 开 了 一 家 陶

艺 工 作 室 。 后 来 ，他 发 现

“ 艺 术 在 浮 梁 ”给 家 乡 带 来

的人气越来越旺，便回村将

自家老屋改造成民宿，同时

依 托 父 母 的 茶 山 和 自 己 的

制瓷手艺，开发采制茶和手

工制瓷体验项目，在家门口

自 产 自 销 茶 叶 和 陶 瓷 茶 具

等产品。

像徐荣斌这样回乡创业

的，还有许多。11 月 6 日中

午，村民孙大爷的儿子、媳妇

和孙子，在自家房前屋后的

干货店、餐饮店和茶舍忙碌着。孙大爷的孙子

孙启鹏一边为游客泡茶，一边为游客讲解浮梁

的茶文化。“在家门口创业，没有房租，茶叶是自

家的，营业收入也比较可观。”目前，孙启鹏一边

“充电”学习浮梁和景德镇的人文旅游知识，一

边筹划开办“艺术在浮梁”咖啡馆和茶园主题餐

厅。

“‘艺术在浮梁’活动，改善了村容村貌，还

激发了村民们的爱乡之情，坚定了大家对乡土

文化的自信。”健谈的王泉有告诉记者，在寒溪

村，长期活跃着一支由 20 多名村民组成的农民

艺术解说员队伍。他们依托这些艺术作品，向

国内外的游客讲述农民自己的故事，推介美丽

的家乡。

“这件作品利用本地木材和混凝土两种材

料，搭桥为梯，连梯为台，与茶园、蓝天融为一

体，可以带给您贴近自然的亲密感。大家可以

爬上平台好好体验。”记者见到徐盛水时，他正

在为游客介绍沈烈毅的作品《离地三尺》，并不

时应邀为游客拍照。徐盛水的热情服务，收获

了不少掌声。来自上海的游客刘佳说：“在这

里，我见到了充满人文气息的土壤,见到了心目

中美丽家园的模样，而且首次见到了朴实可爱

的农民艺术解说员，浮梁之旅收获满满。”

“‘青和绿’里,写着浮梁的历史与未来。用

艺术的讲述、行旅的接触、文化的交融，为人们

重新审视浮梁,创造一个行为闭环,也带来新的

可能。”如“艺术在浮梁”总策划人、大地艺术节

中国项目发起人孙倩所言，大地一如既往给予

馈赠和滋养，让乡村不再只是艺术书写或表现

的对象，而更多成为承载艺术自然生长的场域

和目的本身，艺术和人们“重返青和绿”，会给乡

村带来更持久的生命力和机遇。

重返大地的怀抱重返大地的怀抱重返大地的怀抱
□ 本报全媒体记者 王景萍

浮梁县臧湾乡寒溪村里的艺术作品《大地之灯》田方方摄

铺开画卷、架好手机、调整镜头、提笔泼墨，

万安县高陂镇田北农民画村的罗晓青开始了自

己的创作。51 岁的他可以熟练地运用剪辑软

件，数日工夫，一幅山水画跃然纸上，作画过程

也在自己的抖音账号上同步呈现。

十几年前，创业失败的罗晓青回到家乡田

北村，拜万安县的国画家梁西江为师，开始了自

己的绘画之旅。随着学习的深入，他发现万安

民间绘画历史悠久、蔚然成风，当地有许多像他

一样的绘画爱好者，大家来自各行各业，以画交

友。

“如果能有座‘画家村’，让大家聚在一块儿

创作、交流，该多好！”2013 年，罗晓青的梦想变

成了现实。万安县立足于县内农民画基础深

厚、人才辈出的优势，选择高陂镇高陂村田北自

然村打造集农民画创作、展示、培训、写生、销

售、休闲旅游“六位一体”的农民画产业基地。

“听说县里要在我们村里打造绘画基地，大

家都非常高兴、热烈响应，无偿提供土地建设了

9 栋小屋作为画家工作室，邀请十几位农民画家

来村里创作。”高陂村支部书记郭辉回忆，仅仅

用了一年时间，画村景区的一期工程就全部完

工，开门迎客。

对于画家们而言，风光旖旎的田北村既是艺

术栖息的港湾，又能激发起无限的创作灵感。在

景区打造过程中，他们纷纷挥动手中的画笔，为村

中的墙壁、亭阁、园林绘上色彩丰富、特色鲜明的

画作，让生动活泼的意趣浸入画村的每一个角落。

“层层的油菜花田环抱着五彩斑斓的村庄，

让人流连忘返。”田北画村景区管委会负责人吴

阿金介绍，这些年来，景区的游客量逐年递增，

最高时超过 26 万人。而他们也结合各类重大节

日，举办了农民丰收节、我和我的祖国红歌会、

动漫表演、抖音大赛等活动。2014 年至 2019 年

间，田北村先后四次举办全国农民画创作展，吸

引全国各地喜爱农民画的游客纷至沓来。

田北村出名了，中国传媒大学、南昌大学等

25 所高等院校把这里作为写生基地，学生们吃

住在群众家里，一来就是半个月。景区管委会

与江西教育传媒集团签约，组织中小学生开展

户外活动、劳动实践、绘画体验等研学活动，让

群 众 充 分 参 与 到 研 学 课 程 体 系 中 来 ，共 同 受

益。

“我们几家人一起开农家乐，做研学接待，

一天能赚四五百元！”村民刘建英给我们算起了

账，研学接待、向游客出售土特产、担任景区保

洁员、土地流转……现在，她的年收入超过 6 万

元，条件改善了，家里建起了两层小楼。据景区

统计，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景区营收 56 万

余元。

“富了口袋，更富了脑袋，这是我们画村的

特色。”罗晓青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一些村民

手里没了活，就想打牌。这些年在画家们的带

领下，许多人开始拿起画笔，学习绘画。“我教他

们在石头上作画，一些作品被来访的游客买走

了，价格不低呢。”景区管委会还派专人去四川

学习竹编技艺，回来后组织村中妇女融入本土

元素进行创作。一件件“画村出品”的竹灯笼、

旗袍、油纸伞，给来到田北农民画村的人们留下

一份独特的记忆。

如今的田北农民画村，艺术已经融入当地

群众的日常生活，也悄然改变着这座小巧而精

美的村庄。村庄先后被评为“中国农民画之乡”

“ 全 国 生 态 文 化 村 ”“ 江 西 省 生 态 文 明 示 范 基

地”，而更多更新的体验式旅游业态，也正在紧

锣密鼓地打造中。

“画意满盈映山色，云水间显灵犀真”，在被

艺术点亮的这条乡村振兴之路上，田北农民画

村的收获富足而丰饶。

画意满盈映山色画意满盈映山色画意满盈映山色
□□ 本报全媒体记者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李 歆歆

万安县高陂镇田北农民画村 邱 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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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艺术滋养的村庄被艺术滋养的村庄
特 别策划别策划

婺源县沱川乡理坑村 洪元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