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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屏南是 2016 年春节，从上海
驱车 9 个多小时才抵达。屏南县隶属福建
省宁德市，当时还是贫困县，人口外流是
常态。整个县城窝在层层山峦怀抱中，恍
若隔世。

走进前洋村，像是走进了时光画廊。宋
代、明代、清代、民国，不同历史时间段的
古建筑在小村庄中奇妙地保存了下来。老物
件在静默中诉说着过往，完整的古村落结构
镌刻着曾经的沧桑和温存，野草与残墙，鸟
鸣与寒泉，侘寂光景大美而无言。

同中国千万的内陆小村一样，前洋村的
大部分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留在村庄里的
多是老人。逢年过节，年轻人像候鸟一样飞
回家乡，燃几挂热闹的鞭炮。然而，在漫长
一年中的大多数时候，前洋都懒洋洋地沐浴
在似乎静止的时光里。如何激活这样一个古
村落？这几年，我们以文化艺术和教育为手
段，做了一些实践。

在保护中传承

农村问题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共同聚焦的
难题。目前，一些村落保护与建设存在审美
和功能“一刀切”等诸多不足之处：把古树
用水泥栏杆圈起来，建筑墙壁一律抹成白
色，修水泥路盖住石板路……简单粗暴、千
篇一律的翻新迅速而高效，却破坏了一些乡
村本有的文化传承和美的积淀。

真正的古村，不该是“打造”出来的现
代化产品，而应该像修文物一样，拂去经年
的尘埃，让它焕发出自身的光彩。

在前洋，“焕新”的第一步是修复张氏
宗祠。前洋是一个单姓聚居村，几乎世世代
代住着张家人，张氏祠堂是这里最重要、也
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文革”期间，为了
避免历代留存下来的牌匾被破坏，村民们把
它们摘下来藏到了屋子的间隙里，此后一直
没有人发现牌匾究竟藏在哪里。随着修复工

作接近尾声，施工队在墙壁和房顶的狭小间
隙中发现了它们。这些牌匾多是清代和民国
时期的遗存。挂上牌匾，放上木桌竹椅，敞
亮的祠堂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屏南县有不少古代廊桥，木拱廊桥营造
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在前洋村，一座宋代的廊桥静静立在荒野的
小溪上，破败得不成样子。记得当初探查
时，只见桥上的木质结构被腐蚀殆尽，桥面
的石板缝隙中荒草丛生。于是和村里协商，
组织工人巩固桥面，重搭屋檐，使古桥重新
焕发出旧时风采。

古村落保护和重建工作就是在和时间赛
跑。正如那座宋代廊桥一样，前洋很多古建
筑已经破败不堪，面临着随时倒塌的风险。
更别提一些老建筑内住有居民，他们的日常
生活很多时候和建筑保护不兼容。但保护古
村落、振兴古村落又不仅仅是修复建筑空
间，最终所有的营造都需为人服务，正是这
些人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习惯、理念等，构
成了文化的长河川流不息。如何把人文艺术
理念引进这座小山村，成为我们保护和传承
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元素。

在衔接中融合

前洋离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不
远。在古建筑重修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古
代瓷器碎片，朴拙的青花小罐和小盘被随
意地遗弃在坍塌的土墙边，满是尘埃。古
官道穿过村庄的中心，延伸向那个古老贸
易港口的方向……在和文物专家及当地领
导反复讨论商榷后，我们萌生了开设一个
陶瓷博物馆的想法，并联系上了中国古陶
瓷专家程庸先生。在程先生的帮助下，前
洋村在废弃的老宅中，建起了一座拥有完
整出口瓷器脉络的中外古陶瓷博物馆。在
深山古村中，古老文明与古老建筑相遇相
行，见证着历史与荣耀。

除了埋藏起来的陶瓷，前洋还有世代流
传的竹编手艺。前洋盛产竹子，上个世纪为
周边好几个市县提供竹编制品。前洋竹编有
着严格的师徒制传承和训练，不仅选材和工
序复杂，而且样式、颜色都有特定规矩，透
着匠人的热诚与尊严。当时我们团队里有一
位来自意大利的摄影师，正好从事编辑日本
竹编艺术品图鉴的工作，看到前洋村留存下
来的竹编工艺生活用具时，甚为欣喜并赞叹
不已。不过那时，前洋的竹编技艺传承早已
面临窘境，随着时代的变迁，愿意学竹编的
人越来越少，村里只有两位老人能编出可称
得上“工艺品”的竹编。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意识到前洋的竹
编制品暂时不能再像以往一样盛产了，但是
其蕴藏的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理
念却仍旧可以生根发芽。前洋的竹资源仍然
十分丰富，于是我们先尝试利用竹材料和前
洋村的土技艺创作作品，表达艺术家的思
考，引起关注。2017年，我们邀请印尼巴厘
岛和美国的8位生态艺术家来到前洋，用一
个月的时间探索竹艺术。传统和当代、乡土
和国际，就这样奇妙地衔接了起来，共同构
建了一个古老而新鲜的前洋。

现在的前洋，是一个“精神栖居”的家
园。许多朋友慕名而来，尽兴而归。古祠、
古屋、古桥，中外陶瓷博物馆、竹编展览馆
和露天的当代竹编艺术，一切都是那样和
谐，和前洋的山水一起散发着悠悠魅力。

在田野上实践

乡村建设牵涉到方方面面，实践中难
免会遇到一些阻碍。例如，想要拆换村民
家里一堵砌得难看的水泥墙，但村民可能
根本不觉得墙丑，甚至觉得拆掉之后风水
坏了。两个群体沟通十分困难，需要三遍
五遍、不厌其烦地向大家解释，才能把工
作向前推进一点。

令人欣喜的是，当地政府很支持乡村建
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村民们也渐渐发现，
改造后的村子变美了，有游客来了，收入也
增加了。这样一来，大家虽然不一定理解我
们的理念，却认同我们的工作，愿意和我们
交朋友，纷纷参与到家乡的改造中来。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前洋村仍有很
多岌岌可危的老建筑，教育资源、医疗资源
也不足。前洋之外的屏南县还有许多可爱却
正在消失的古老村庄。要快一点、再快一
点，和流动的时光赛跑。

乡村振兴、古村落保护需要更多年轻人
带着梦想、知识与奉献精神参与进来。“服
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精神，于是我们团
队尝试着在前洋村和大学之间牵线搭桥，让
更多的复旦人来到前洋。村旁的百亩稻田可
以当作生物学田野试验场，古祠、古屋、古
桥可以作为建筑学、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村
里流动的社会是绝佳的社会学乡村变迁研究
样本，还可以有中文系、艺术系的同学到这
里静心创作……

2018年暑假，前洋复旦大学本科生教育
实践基地改建完成，选上课程的同学在前洋
不仅学习到了理论知识，还在一线、在田野
上实践着自己的所学所思，有效实现知识学
习和社会实践有机结合。上课的书院被学生
们亲切地称作“山野学堂”，学堂的二楼教
室大约可容纳 100人，设计顺应当地自然环
境，借鉴了宋代古典建筑美学风格，富有文
化气息、立足传统定位、具有田园诗意。

从 2018 年校地合作协议签署至今，复
旦已经在前洋古村开设社会实践课程《古村
落的保护与开发》《油画写生》《植物标本采
集》《医疗救助和人文关怀》 等，为乡村振
兴提供智力支持。校地合作也进一步提升了
研学、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
和村民增收。古村和高校，在乡村建设与振
兴中擦出无限火花。

（作者为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
授、福建省屏南县前洋村建设艺术顾问）

▶民族文化在转化创新中要注
重其实用性和保持传统印记，要注
重传统印记与当代生活相结合，与
当代的审美相融合，让传统的成为
时尚的，时尚中又有传统的，可以
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提高民众对
其的亲近感和认同感。

——文化和旅游部原副部长项
兆伦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许多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和
民族，往往是传统文化艺术精粹的
珍藏之地，大量民族民间音乐、舞
蹈、戏曲和曲艺等文艺形式，在这
些地区有长期的流传和丰富的呈
现。今天，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思
想统领下，让优秀文化传统和艺术
精华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服务，为文艺舞台创作的繁荣发展
服务，也是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文
化艺术中心一级编剧赵大鸣谈新脱
贫地区和民族地域的舞台艺术创作

▶从见闻、体验的表现进入思
想、情感的表达，是交响乐本土化、民
族化的必经之路。目前，题材的拓
宽、内容的丰富仍是着力点，仍需不
断采撷民族民间素材，插上交响乐的
翅膀，走“交响乐中国化，中国交响乐
国际化”的道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交响
乐团原团长、作曲家关峡谈交响乐
的本土化和民族化

▶业内常说网络电影亟待“破
圈”，“破圈”的关键在于为目标观众
打造高质量的电影作品。当前国内
网络视频用户规模已经足够庞大，创
作者不应再执着于院线发行，或者一
味追求所谓的“网感”。

——北京电影学院讲师黄立玮
谈网络电影发展

（曹晓敏整理）

近年来，一批展现我国脱贫攻坚巨大
成就的电视剧陆续播出，包括 《山海情》

《花繁叶茂》《最美的乡村》 等 20 多部。
日 前 ， 湖 南 卫 视 播 出 的 《江 山 如 此 多
娇》，也是展现脱贫攻坚恢弘画卷的一部
优秀作品。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秘书长易
凯认为，这部剧是湖南卫视在农村剧方面
的一次成功探索，也是主旋律文艺创作青
春表达的创新。

这部剧讲述庸城县坐龙滩镇副镇长濮
泉生 （罗晋饰） 与都市女记者沙鸥 （袁姗
姗饰） 到湘西碗米溪村扶贫，帮助这里成
功脱贫摘帽的故事。该剧编剧王成刚说，
湖南省有数万名扶贫干部，他在扶贫一线
采访时发现其中很多是“80 后”“90 后”，

所以就把这部剧的主人公确定为脱贫攻坚
战中的年轻人，格外关注年轻人的喜好和
状态。

成功塑造了既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又具有
理想主义情怀的青年扶贫干部濮泉生的形
象，是这部剧打动人心的主要原因之一。在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德祥看来，濮
泉生是以往扶贫剧里没有出现过的人物，甚
至可以说是个有些“出格”的年轻人：镇长
龙佑民冒雨保护村民财产不幸牺牲，濮泉生
一怒之下罢免了组织村民雨中斗牛的碗米溪
村书记、主任；龙佑民遗言把6万元个人积
蓄交党费用来扶贫，濮泉生却提议留下一部
分给遭遇猪瘟、同样是贫困户的龙佑民之子，
批评前来采访的沙鸥“抹着昂贵的口红，喊着

廉价的口号”。他还把户口迁来打算竞选村
主任，为超生的贫困户建档立卡……“濮泉
生不循规蹈矩，突破了条条框框，但又真正
做成了事情”，“让青春在脱贫攻坚中闪
光。”张德祥说。

“这部剧具有扑面而来的年轻态，语
态、风格、画面剪辑、音乐节奏等，整体
年轻而时尚。”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卢蓉认
为，更重要的是，这部剧让年轻观众意识
到，青年扶贫干部深入农村，率领村民风
风雨雨、一锤一背篓，如当代愚公一般辛
勤劳作，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唱响了真
正的田园牧歌、真正的青春之歌。

女主人公沙鸥有一句台词：“扶贫既
是我们改变世界，也是世界改变我们。”
扶贫工作队改变了贫困村的山川草木和人
的意识，工作队的年轻人也通过脱贫攻坚
锻炼成长，不断破除世人对这一代年轻人
的刻板印象，展现出强大的信念和正能
量。所以，专家们认为，《江山如此多
娇》 是一部农村剧、扶贫剧，也是一部青
春成长剧。

本报电 （记者张鹏禹） 3 月 19
日，“中国文化译研网 （CCTSS） 文
旅翻译工作坊”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典籍博物馆正式启动。20 余名国内
专家以及来自澳大利亚、英国、美
国、法国、白俄罗斯、埃及、日本
等国的翻译家和译者，以线上线下
结合的方式共聚一堂，就文化和旅
游领域的翻译内容、翻译风格、语
言处理等问题展开讨论。会议由北
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中国文化译研网国家工程负
责人徐宝锋教授主持。

成立“中国文化译研网文旅翻译
工作坊”的目的，是在中外文化交流
领域实现高效有力的信息传递，助力
中国文旅事业海外传播。工作坊将
建立中外译审合作模式，由外籍母
语译者从事翻译工作，确保翻译地
道，符合当地受众习惯；同时邀请
曾担任驻外使领馆文化参赞、具有
资深外宣与翻译经验的中方专业人
士审核把关，确保翻译内容准确无误。工作
坊目前已覆盖9大语种（英、法、德、俄、西、阿、
日、意、韩），集合了45名中外专家。

成立仪式上，“CCTSS 文旅翻译数据库”
同期发布。数据库包含了中国各省市的4万多
个景点词条数据，未来将建设成为规范化、
标准化、系统化的文旅数据库，以助力中国
文化和旅游事业的海外传播。

本报电（袁显峰） 日前，抖音在北京举
办了主题为“艺术·创造·生活”的艺术创作
者大会，展示了“DOU 艺计划”的阶段成绩
单。200多位抖音艺术创作者参加了会议。

“DOU 艺计划”旨在扶持艺术创作者，
2019 年 8 月由抖音、北京师范大学、启功书
院联合发起。一年多来，中国戏曲学会、中
央美术学院等数十家社会团体和艺术院校
院团，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等 24个艺术
场馆以及各地数千名艺术家陆续入驻抖
音。截至 2020 年 12 月，抖音艺术视频播放
量超过 2.1 万亿，粉丝数量过万的艺术创作
者超过20万名。未来一年内，抖音计划扶持
1000位粉丝超过100万的优质艺术内容创作
者，同时与专业艺术场馆开展长期合作，探
索展览数字化等多元艺术实践。

“DOU 艺计划”联合发起人、北京电
影学院副校长胡智锋说，“DOU 艺计划”
开启了抖音这个大众内容平台的审美升
级，有助于拉近艺术与大众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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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西龙胜龙脊镇的小学生在学
习红瑶刺绣技艺。黄勇丹摄（人民视觉）

①前洋村传统竹编艺术品展示空间
②前洋村藏在山峦怀抱中
③修复后的前洋村中外古陶瓷博物馆
④2016年前洋国际艺术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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