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公共艺术实践

承载着中国几千年灿烂文

明的乡村中， 尤其是那些历史

较长、 留存大量有价值的建筑

遗存的村落， 正面临着某种危

机， 即 “单个的标志性明清古

建筑被当作旅游招牌孤立保

护 ”。 这种无生命的 “躯壳式

保护” 对乡村文化的传承力量

微薄， 如断线的风筝。 乡村文

明和文化传统被人为截断， 因

为乡村文明赖以生存的原生态

载体被破坏。

原本薪火相传的乡村文

明 ， 在传承者———村民的生

产 、 生活环境发生变化之后 ，

民间手艺和文化遗产有失传的

危机， 乡村文明在失去传承人

的情况下日渐衰败。 其危险程

度如冯骥才先生所言： “民间

文化就像雨一样 ， 一丝一丝

的， 如果每根线都断了， 文化

也就越来越稀薄了 。 ” 因此 ，

拯救乡村文明是迫在眉睫的重

要使命。

如今 ， 仅靠植树 、 修路 、

修葺或拆除违章民宅已无法恢

复这种断裂， 需要用一系列有

效的方式加以重新链接并予以

保护。 乡村公共艺术实践创新

型方法中， 艺术家早期介入美

丽乡村规划、 保护设计， 是理

想的介入方式之一。

目前， 我国与乡村公共艺

术实践相关的学术研究尚处于

起步阶段 。 然而 ， 对地域文

化、 文化生态的保护是当今世

界关注的重点。 20 世纪 60 年

代的意大利新理性主义运动到

后期的新地域主义都体现了

一种对地方文脉和都市生活

现状的关注与研究。 自上世纪

90 年代 ， 关于公共艺术理论

与实践的批评与研究日益增

多， 乡村公共艺术实践与美丽

乡村建设最终面临着如何传承

文化传统的问题。

当前的美丽乡村建设与艺

术结合只有政策， 没有固定的

艺术实践运行机制。 艺术实践

政策的易变性会带来创作资金

和创作水准的相对不确定性和

随意性。 如果乡村艺术实践政

策不被纳入整体的规划， 乡村

公共空间便会陷入无节制的开

发和商业化造成的混乱之中 。

相反， 如果能将艺术实践作品

与商业化合理 、 有机地结合 ，

会带来乡村文化与乡村产业

的良性循环 。 从整体上看 ，

乡村公共艺术实践的发展还

存在着艺术制度的健全问题 ，

随着乡村公共艺术创作环境的

逐步优化， 艺术作品的质量逐

步提高， 制度化也会得到有效

改善。

壁画艺术是一种综合性的

艺术形式 ， 它以规划为先导 ，

与雕塑 、 景观 、 园林 、 建筑 、

规划设计等多种艺术形式相关

联。 乡村公共艺术实践要在文

化创意、 艺术表现形式、 材料

工艺制作等方面与乡村本土资

源进行合理的艺术性结合， 需

要学术的支撑和引领。 实践与

理论的结合迫切需要有针对性

地进行公共艺术设计。

乡村公共艺术所带来的

文化影响如细雨滋润 ， 是无

形的 “产业 ”。 政府官员的价

值观会影响乡村文化的保护

和传承 ， 进而影响乡村的社

会价值观 。 如果政府的管理

者不只是追求政绩 ， 艺术家

不把追逐利益作为创作的目

标 ， 村民不只关心个人利益

的得失 ， 那么 ， 乡村文化就

会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作者为上海海事大学徐

悲鸿艺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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