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归去来兮"
——艺术推动村落复兴与“许村计划”
Backto the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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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乡遇故乡

2006年，我第二次来到和顺，惊喜地发现了许村，以及许村周

围散落着像桃花源一般美丽的村落。

和许村相遇。我仿佛找到了自己久已失落的家园和故乡。虽然

是以“他者”的身份进入许村，但它弥补了我精神还乡梦破灭的遗

憾和失落。成为了我对故乡怀念的一种象征，成为自己不幸乡愁的

慰藉之所；也使得潜藏心中多年的梦想变得清晰，让我重新回到了

自己文化的源头，获得了自救的途径。

许村在太行山东部的最深处，经历了上千年的沧桑变迁，风景

秀美．民风淳朴，历史遗存丰富而鲜活，建筑民居、民俗生态及乡

土文化保留了从明清时期到现代完整的历史线索。村里至今还保留

着古老的庙宇，戏台和牌坊。一年四季，农民们都有自己的节庆与

民俗庆典。这是和自然相通的旋律。传统文化活动如耍狮子、舞龙灯．

踩高跷、钉缸、二鬼摔跤、晋戏、秧歌等，还有剪纸、泥塑、木雕、

木刻版画等民间艺术。他们不但一年到头辛勤耕耘。也沉浸在由祖

先传承下来的丰富文化中。

在许村的老院子里，每家每户都有祭拜土地的神龛和牌位。土

地神如此普及，其他神灵都望尘莫及，地位之高，甚至远超关圣帝

君与观世音。文革中其他的庙宇毁坏严重，但唯独土地庙没有遭到

破坏，就是红卫兵也没有敢动土地庙。过年时，人们早上四五点就

争相起床，敬神祭祖，看望老人，越早的人便越会得到好运。如今，

许村的新房子都普遍设有土地龛，人们从丢弃的老宅中唯一请回新

房的。是土地爷的神龛。将其安放在进门的影壁上，继续供奉。

2走失的神性

尽管在许村新村的民居里，村民还保留着土地神的神龛，但影

壁上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进门影壁的显要位置，大多是福禄寿和

迎客松的图案。当土地已渐渐失去对农民的吸引力，对土地的崇拜

就逐渐淡漠了。人们与神圣．与祖先失去了联系。与土地也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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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也便失去了所有的敬畏，失去了生命的根系。

如果我们思考用寻找人生价值“元点”的方式，来分析中国最

根本的社会形态——乡村社会，便会发现它具有极为独特的文化结

构。中国传统文明的价值体系，是以传宗接代使血脉不断延续的敬

祖崇拜。血脉是核心——它是支撑生命。抵挡死灭的“元点”，并

在此之上建构起个人价值的评价体系和社会价值体系。传宗接代的

“宗”．极为奇妙地将家庭生活、两性情爱、个人价值，以及社会价

值体系交汇合一。满足了传宗接代的价值使命后，才是之外的功名

利禄，而满足了功名利禄，却还是要回归到宗血这个价值之上——

光宗耀祖。他们还是要回到乡村，回到家园和家庭里，皈依到家谱，

宗祠、祖宗牌位等神圣化的家族空间里。个人意义才最终显现。

西方对人的道德与行为规范是“宗教约束”。东方对人的道德与

行为规范为“家族约束”。西方人为了追求灵魂不朽．现实中必须“忏

悔”并“赎罪”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中国人则是用家族的尊严来

要求自己。如果没有了祖宗。那他就没有根源和出处，就没有生活

下去的意义。

而今天的中国，乡村解体，人从家族中拆解驱散出来。生命不

息的家族祖宗体系逐渐沦丧．人们无法再在家族中找到自己的生命

价值。把家族氛围秩序中的人拆散成孤独的个体散落在社会中，他

的行为就再也不必为家族的荣誉负责了。虽然法律的惩治作用不可

否认，但道德约束和预防还是为先。

今天的中国的乡村，不仅是村民的走失，更是神性的走失。我们

必须将信念诉诸于精神，将信仰诉诸于心灵，用我们的文化信仰来

填补空白和盲点．重建精神家园。并以自己文化母体来滋养和建设

中国式的现代乡村与生活。

3艺术的乡村实践

艺术如何介入乡村?艺术家以何种方式介入乡村?我们来到了

许村，但又能在许村做什么?我们做的这些能得到村民认可吗?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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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村规划总图(张丹手绘

术家是理想主义者，往往充满了对乡村的想

象和浪漫，但现实和想象之间到底有多大的

距离和鸿沟?

我想，艺术介入乡村．重要意义并不是

艺术本身，而是艺术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开始

建立。艺术不再是艺术家自我的创造，仅仅

局限于艺术审美的情趣之中，而成为一种艺

术实践行为，乃至一种社会运动。当代艺术

区别于传统艺术与主流的意识形态艺术之

处。即在于其具有文化启蒙、公民教育乃至

社会干预的意义。当代艺术家的社会的介入

不再只停留在提出问题，而应积极参与和寻

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文化与文明的架构其实

就散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希望建构

一种文化形态，将人们从高度工具化的社会

中解放出来。

在许村，我们尝试用“艺术推动村落复

兴与艺术修复乡村”的理论，来实施一系列

的修复和再生计划。抢救历史遗存，进行和

风细雨的长期修复，并希望在古村创造一种

文化形态(图1)。

首先，我们需要经过不懈的沟通．来说

服乡镇村干部和村民，停止对老建筑及老宅

的破坏，并制定出保护许村明清老街和古建

筑的修复方案和措施。

其次，我们选取了许村被废弃的旧影视

基地作为具体的修复实验。五年前《大山的

儿子》电视剧组在此拍摄，许村也想借此发

展旅游经济。但最终电视剧没有播出，村民

们的期待也落了空。如果继续闲置．这两排

被废弃的房子也可能会慢慢的倒塌。通过两

年的改造和不断完善，许村国际艺术公社在

原影视基地落成，并正式更名为许村国际艺

术公社，围绕艺术家广场建造了艺术公社办

公和接待中心，艺术家创作中心．艺术家公

寓、艺术图书馆和资料室、新媒体与会议中

心、艺术公社食堂与乡村酒吧等。我们要让

村民看到。在不破坏老建筑和老宅的前提下，

只修复内部空间和加固结构，同样也能过上

现代化的新生活。

第三，“创造新文化．救活古村落”，梁

漱溟当年的思想也成为我们今天“许村计

划”的脉络。我们发起并成立“许村国际

艺术公社”，将国际艺术村的概念引入许村。

2011，首届许村乡村艺术节暨艺术家驻村

计划启动，让国际艺术家定期来许村创作和

生活，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也将永久留在许村，

以此带动社会关注与游人介入．使乡村逐渐

复活，给村民增加收入。

最后，通过制定“许村村民文明手册”。

和“艺术家带头在许村捡垃圾，从而村民响

应一起捡垃圾”这个活动．唤醒村民对身处

环境的关注，对家乡的热爱与文明生活习惯

的意识。让人们重新对周身的空间，历史以

及人群发生好奇心与觉察心，并保存多元．

包容与互助的核心价值观。

4新乡村修复计划：从建筑到村落

许村的建筑从春秋时开始，或依山就

势，或因地取材，具有因地制宜，因材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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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整治后形成的。‘许村国际艺术公社

的经验。在生产关系简陋和自然条件艰苦的

岁月呈，依然能呈现出简朴和自然的乡村建

筑民居风格。目前许村中仅存有一座明代的

院落，清代和民国的建筑较为普遍。具有优

美的建筑样式，呈现出强烈的中国传统风貌。

从1949年以后至文革前，这时期的民居建

筑也依稀还有传统的影子。在脉络传承上还

说得过去。再加上若干革命的元素和图案参

杂其中，能有高度的辨识度和时代认同。

但许村的发展并没有采取保护老村落形

态与建筑的方式，而是在原基础上。拆掉老

房建新房，新房则是以现在流行的红砖材料

盖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房子在老村子

里逐渐替代了老房子，新旧混杂的现象越来

越严重。大批的新房子也开始集中规模出现，

大批的麻地被批准为新的宅基地，村落开始

往村西扩张，打破了许村原有的凤凰形状。

一些优美的民居建筑年久失修，有些已经遭

到了破坏。如果不加以保护和修复，再过若

干年，许村也将逐渐变成中国千万个毫无个

性、毫无美感的村镇之一。

目前许村新的建筑，匆忙导入新房的生

活标准．既草率丑陋，也阻断了差异性、灵

活性和个体性，不再出现传统乡村多样性．

亲密性和丰富性的特点和品质。今天的“新

农村建设”，如果只是简单地借助现代建筑

的手段建设新农村。那也只能是把乡村建设

成城市的附庸和山寨，只能给予物质和身体

的满足。实现所谓的“丰衣足食”。但现实

中无数困难和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村民要过

上新生活。或离开老宅到新村盖新房，或把

老宅原地拆除直接盖新房，如不改变这种现

象。古老的许村就会荡然无存。

乡村修复是对建筑本身的挽留和复归．

也是对个体家园的肯定和自信。就像被毁坏

的物件经过能工巧匠的妙手回春，使其接上

历史的脉络并在乡村的发展中传承下去一

样。我们需要寻找一套可行的模式与方法，

作为村落修复的规范。在确保安全．采光和

舒适、卫生的条件下。将个体性．差异化和

传统的家族生活结合其中，为被毁坏的乡村

提供一个自行修复的有效办法，孕育出兼具

个人自由与多样性，复归家族与邻里生活的

舒适、健康的村落。

村落的成长是渐进而自然地，居民在漫

长的岁月中需求和习惯的改变，不断渗透和

塑造其生活的环境与建筑。村落和民居并不

是静止的，它们会随着主人的成长和发展．

一代代的营造和经营而变化。正是因为每家

和每个不同的人，世世代代的营造．才会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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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看似纷乱无章，却变化融洽的无限风情。

老的村落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我们要小心

地保护这种生长的规律。“新农村建设”中

整齐划一、兵营式的建筑之所以并不让村民

感到舒适，是在与其没有尊重人性的尺度与

人的空间活动。只有村民自己知道在院落和

房屋之间活动时，内外高度的低矮、狭窄与

舒缓的考虑己家庭成员的活动范围与习惯，

以及生产与生活的相互使用的空间关系。

“新乡村修复计划”，就是要修正现有的

“新农村建设”偏差和误区。我们应该放慢

脚步，采用小心翼翼的方式来疗愈乡村。用

艺术修复千疮百孔的乡村。在尊重传统营造

法式的前提下，用当代的技术手法修复传统

民居，在收集和整理传统手工艺的基础上。

找出与今天的生活有关联的部分加以发挥和

推广，复兴我们智慧的祖先创立的丰富多彩

的民族节日与仪式。融入今天的生活方式与

文明习惯．建立起来一个全新和完整的活动

空间系统与东方人的生活方式。恢复一个有

精神灵性．有基本的伦理规范、彼此关怀和

仁德本性的现代中国乡村。

而要做到这些。会有许多沉重的拦路石

挡在面前。艺术家可以在乡村中进行调查，

确认那些值得保护和修复．或可以改建和再

万方数据



生的物质文化。但我们还需要获得村民的认

同．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谁来负担

最开始所需的费用。只要回答这个问题。你

就会知道谁会是乡村的主人。村民们有权决

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未来，再好的建议也要

得到他们的认可与支持。当地政府的认可与

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通过许村的实

验。我们希望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和

模式，成为可供推广的经验。

“乡村修复计划”希望以一个村落为主。

建立一个修复委员会。遴选出“乡村修复”

团队的核心成员，通过这个委员会来招募设

计者与志愿者。成员要负责管理经费并执行

相关的工作．并聘请预算审查机构来监督经

费的合法使用，最后还要有专门的验收机构

来评估施工结果。计划资金来源的可能性包

括：政府投资拨款、社会团体资助、企业与

企业家认领、村里有志者的捐款以及村民的

筹款。而修复委员会的人员应该包括：富有

公益心的艺术家与建筑专业的专家(热爱乡

村、有视觉经验及空间建构能力、具有丰富

的艺术史及民俗研究的专家)、艺术学院和

建筑学院的学生志愿工作者，以及有志于乡

村保护的热心人士。

在许村的修复委员会中，包括了受到村

民尊敬的当地人士，现在的许村艺术公社社

长范乃文。其他成员包括建筑规划设计师、

施工的工程师、农业与社会学者、经济与商

业人士、以及团队运作的行政人员等。修复

小组在开展工作之前．要仔细地深入该地区

调查研究。并寻找出这个乡村的不同之处和

特点，发现该地区的民风民俗特点并尊重这

些传统，寻找出该地区有效和实用的材料与

技术，才能设计出一套真正适合本地区的修

复方案。除了进行正常的乡村与民居的修复

工作之外，也可以自由选择根据当地不同条

件。扩大和延伸基地的边界与范围。选择要

栽种的植物与花木，甚至包括各种水果、蔬

菜、谷物及各种有经济价值的农作物。

在乡村修复的过程中，可以将下一步要

3逐渐修复的老邮局外观
4逐渐修复的老邮局

休闲空间
5许村国际艺术公社

新媒体中心外观

增加的公共福利设施，纳入乡村修复小组的

工作统筹规划。比如乡村幼儿园和小学．医

院与老年公寓、餐馆与福利公共设施等。也

都可以公平的纳入建造属于自己社区的乡村

修复计划之内。这些配套建筑与乡村修复项

目相互配合，将历史与实际生活有效的结合

并发挥到极致，他们就会迅速成为乡村永续

生活的样板与示范。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

以及学术成果越来越成熟。“艺术推动乡村

复兴”及“乡村修复计划”被社会广泛认可

与聚焦，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艺术修复乡

村的实践(图2～8)。

此外。乡村修复计划委员会一定要有学

术定位和路线。一个乡村修复项目完成后。

要写出案例和艺术报告．在当地乡村跟踪培

植发展几年．“乡村修复委员会”即可变更

成一个更为实际的机构“新乡村家园发展中

心”。优美健康的乡村特征．应该是生机勃

勃和富有热情的。亲密与多样性的．他也会

将人性的空间尺度和社区型的群体。紧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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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一起，并同时提供个体自由与乡村凝聚

性的关键所在，我们会将这些特征和规律总

结出明确的理论和标准，同时又注意他们的

地域性和差异性。用来诠释和评估各地区不

同文化与地区背景下的中国乡村形态。我深

信，当我们已经考虑成熟并达到了一个临界

的状态，就真正能够将“乡村修复”的概念

凝聚成一个高效率的乡村复兴的综合体，来

说明我们如何在面对高速城市化造成的恶果

面前，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策略及方法来解

决我们积重难返的问题。

5更多的“许村”

许村的计划和实践．是在中国特殊的历

史进程中一个艰难的尝试，在严峻的“城市

化”和不可阻挡的“新农村建设”面前举步

维艰，但我们还是勇敢地走出了第一步。就

像澳大利亚人类学家W．R．葛迪斯在对江苏

开弦弓村再调查时说的：“社会变迁或有关

的任何变化都是有两个方面的过程——分裂

和统一，崩溃和重建，腐朽和新生。我们不

妨称之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这两个

方面可以同时发生，就像人的皮肤不断新陈

代谢，或像稳步发展的工业化．吸收着不断

增长的农村剩余人口一样。但届时这两个方

面可以分离开来，成为单独的方面。在这种

情况下。当积极的发展来临时，往往显示出

革命性。”

许村计划已经实施几年，并得到了社会

的广泛认可。2012年底和2013年初。((许

村计划一一渠岩的艺术实践》在上海大学美
术学院99创意中心和山西大学美术学院展

览馆开幕，这两次展览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

效果和广泛的传播。但是，目前的“艺术推

动乡村复兴”计划．立刻成为具有商业投资

回报的模式有一定困难。因为其包含乡村再

造的社会功能，与保护和抢救民族文化遗产

的历史责任．公益和社会效益应属首位。长

期的修复与经营的时间周期，是不能简单地

按短期商业投资回报模式来评估的，更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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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乡村文化的精神价值与神性回归了。但

“乡村修复计划”可以与当地文化及旅游的

潜在资源结合．整体规划出具有保护目的。

又有潜在市场回报的特殊案例来吸引社会资

金。这样既有效地保证了乡村修复的资金来

源，又能为投资者最大可能的带来投资回报，

推动社会的各种力量投入到“艺术推动村落

复兴”的运动中来。

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大家都有良知

和责任，只是现实太强大了。所以，大家满

腔热情．但在现实面前处处碰壁。无从下手。

我是用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找到许村这个

现实的切入点深入下去，以期唤起社会对乡

村的关注保护。许村修复不能一蹴而就，也

无法急于求成。因为破坏得太久和伤害得太

深。但希望能以此唤起更多的人加入到乡村

修复和村里复兴的行动中来，这才是我们所

希望看到的。卿

图片来源

除图1外均为王笑飞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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