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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沉浮捐中国画作品

位于云南滇池边的安宁
市太平新城光崀村，是一个
集传统文化传承、创意产业
研发、医养、特色物产、旅游
体验为一体的实验性文创村
落，同时也是云南财经大学
文 创 双 创 孵 化 基 地 。 在 这
里，大学教授、艺术家、大学
生等各类人士云集，只要有
手艺，皆可免费入驻。

光 崀 村 原 有 102 户 人
家，搬迁后，留下了几十处房
屋。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专业
教授郭伟来到这里时，村里
一副荒芜的迹象，破旧的家
具放置于铁门之外，玉米地
里杂草长成人高。镇上以项
目的形式引进了郭伟他们的
乡土建筑，希望以此带动光
崀村的发展。

记者采访时，郭伟正带
着学生和工人改造房子，他
们将村里的一个牛棚改造成
了厨房，另一个则计划改造
成办公室。围墙和果园也要
拆掉，安放一套从大理运来
的古民居。

村 子 里 还 有 很 多 手 艺
人。王立志的“回归艺尚”工
作室，是剪纸艺术创作与教
学体验空间。工作室每周都
会推出不同主题的艺术分享
课 程 ，并 针 对 研 究 生 、青 少
年、留学生等不同人群进行
分门别类的设计，主旨回归

自然与真实，体现艺术的温
馨和典雅。

王东明则打造了一家陶
艺工作室。2011 年至今，他
几 乎 跑 遍 了 云 南 所 有 的 窑
口，捡拾那些被时间裹埋在
深 处 的 工 艺 。 痴 迷 陶 艺 10
多年来，他与妻子每天制陶、
寻泥、户外、理柴、开课、刻
章、摆摊、烧窑、照相，奔走于
制陶之路，在柴烧的世界里

“越烧越爱、越陷越深”。
在云南，“武斌铁艺”是

一块响当当的招牌，创始人、
云南财经大学设计学院副教
授武斌也来到了这里。他开
了一座铁艺坊，指导帮助学
员改造废弃的旧金属、物品，
制作成理想的艺术品，实现
废物利用。

在武斌的工作坊里，学
员 还 可 以 体 验 超 轻 黏 土 。
揉、搓、捏、贴、插、撕、扭、拧、
接、刻、压、粘合等黏土塑形
和造型的基本方法，每个学
员都需要反复练习上千遍甚
至上万遍。而在这重复的过
程中，学员潜移默化地提升
着对黏土色彩、造型的感知
能力和审美素养，体会工匠
精神的精髓所在。

在光崀文创村，这样的
高手不胜枚举。他们将艺术
与生活完美融合，入心化行，
并与大众分享，既传递了艺
术的气息，也为喧嚣世界提
供了一个心灵休憩的去处。

◆本报记者邓佳 文并摄

坐在村口的那个人仿佛入定了一般，静静地
坐在清凉的石板上，眼神微眯，审视着面前的风景。

猛然间，这个人突然动了起来，胸有成竹地
挥动手臂，飞起的线条簌簌地落在速写本上，少
顷，一幅构图稳重、线条流畅的乡村一角便活灵
活现地跃然纸上。

他是欧阳国辉，湖南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
术学院副教授，一个喜欢画画的建筑师和高校
设计学教师。

过去二十几年，他一直从事古村落建筑研
究与教学，用钢笔速写的方式记录着全国各地
尤其是湖南的古村落，作品逾千幅，引发了社会
各界对古村落历史与文化的关注。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农村，手绘古村落，
出于对古村落的热爱和保护。”欧阳国辉说。

每一次落笔，都是深情

手绘于欧阳国辉而言，是工作方式，也是生
活方式。无论是出差在外，还是在工作之余，他
都将速写本带在身边，记录下古村落中每一处
打动他的所在，记录下老民居最淳朴的风貌。

从猛洞河边的芙蓉镇到凤凰古街，从湘西
苗寨到芷江万和鼓楼，从洪江古商城到永州龙
家大院，从窨子屋到张谷英村油豆腐作坊，从通
道芋头侗寨到新田三堂九井二十四巷，从风火
墙到古亭构件和砖木窗饰，走过路过的地方，都
成了欧阳国辉手绘创作的灵感来源。

这些灵感来源，孕育于以农耕文化为特点的
中国农村。作为一个有机生长、自然形成的生命
体，农村里有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习惯与传统，有
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与家业，有血脉相连的祖辈
与家族，有千丝万缕的人情世故和熟悉环境。

欧阳国辉喜欢在这样土壤中自然形成的古
村落，尤其喜欢那些不曾开发的古村古镇。商
业氛围太浓，村民静不下来，他也静不下来，也
就没有了创作激情。

外人看欧 阳 国 辉 的 创 作 ，很 难 看 出 其 中 的 深
意。看似简简单单的一幅画作，里面可能蕴含着村
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传统的宗法制度等。

永州新田龙家大院的手绘创作，欧阳国辉画
的 是 背 靠 九 龙 山 的 龙 家 大 院 在 风 水方面的考量；
太行山石板岩村的手绘创作，欧阳国辉画的是石板
岩村当地建筑的就地取材以及与太行山依山就势的
关系。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我关注和描绘的重点。古
村落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沉淀，呈现出来
的一定是最和谐的人与自然空间方式。”欧阳国辉
说。此外，民间的智慧、技艺等也是他创作中捕捉的
重点。

欧阳国辉介绍，传统 村 落 大 抵 有 两 个 方 面 的
遗 产 ，一 个 是 物 质 层 面 的 ，一 个 是 非 物 质 层 面
的。前者是用视觉能够直接捕捉到的，比如村落
的布局、房屋的建材；后者则是视觉不能呈现的，
比 如 宗 法 制 度 ，需 要 用 祠 堂 、天 井 这 样 一 些 有 形
的载体体现出来。

所以，他常常在手绘作品中综合运用中国绘
画中的“散点透视”等技巧，在一幅作品中体现多
视角的丰富内容。“古村落是村民的生活形态，里
面 有 精 华 ，也 有 糟 粕 。 手 绘 的 过 程 ，就 是 捕 捉 古
村 落 文 化 价 值 的 过 程 ，通 过 手 绘 ，不 断 整 理 、提
炼 、升 华 ，努 力 把 古 村 落 最 美 的 元 素 和 内 容 展 现
出来。”

关注村民需求，传承民间智慧

其实，欧阳国辉的主业是一名建筑设计师。过
去十几年，除了坚持以手绘的方式记载古村落历史
和文化，欧阳国辉还有个让人佩服的所在，那就是免
费为农民设计房子。至今，经他设计建成的民居已
经有 20多处。

对于建筑设计，欧阳国辉有着非常深入的思
考。在他看来，当前乡村设计中，那些来自城市的设
计师仅仅依据“城市人”对乡村的表层理解，将基于
现代文明形成的现代城市建造体系，运用于乡村旅
游、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等领域，关注乡村形象或政
绩远远大于关注村民的需求。

乡村为谁而美丽？自然应该是村民。“给村民做
设计，不能完全是设计师的思想，但也不能完全听从
村民的意见。”欧阳国辉说。在湘西南许多农村，村
民依然还有“楼建得越高越有面子”的落后观念，但
实际上，房子不是建得越高越好。欧阳国辉与同事
做过调查研究，发现很多四五层高的民居，二楼以上
的使用率非常低。

在设计时，欧阳国辉会引导、说服村民同意自己
的设计思路。而免费，则是欧阳国辉能够坚持自己

想法，不为村民观念所左右的重要原因。
2012 年，欧阳国辉在湖南宁乡花明

楼地区的一处民宅做改造设计。主人的
愿望是拆掉原有房屋，建一座四五层高
的楼房，而欧阳国辉充分了解了民宅主
人的家庭人员构成和新房的使用需求，
发现他们家里既有老人，又有年轻人，一
年中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城里打工，还有
三分之一的时间从事农耕。像这样的家
庭所需要的住宅，必须满足其现代生活
的需求，客厅、厨房、卫生间一个都不能
少，但是一些传统的习惯也要保留，比如
堂屋，这是湘中地区安放祖宗牌位、从事
祭祀礼仪的重要场所，在新居中也必须
有所体现。

设计时，欧阳国辉把原有的猪圈、牛
栏屋改造，放农具的杂物后移，土灶厨房
保留，并与新建的厨房连通，形式上沿袭
当地坡屋顶的风格，同时，加入现代的茶
色铝合金窗，增加卫生设施和 35 平方米
大小的客厅，以及一个兼有堂屋功能的
车库。这样新旧兼顾的设计得到了民宅

主人的认可。
欧阳国辉希望，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建筑设计

更多关注村民的需求，传袭民间的智慧。一个建筑
设计师，只有针对乡村不同的环境特征，从村民的实
际需求和农村的实际状况出发，满足村民现代生产
生活的需求，充分考虑当地的民风、民俗特征，引导
村民改善居住条件，才能做出接地气、尊重文化、尊
重人性的好作品。

用“艺术介入乡村”，激活内生动力

2018 年 3 月，由欧阳国辉主持的“新田县传统
聚落与历史建筑研究”课题结题。他们完成了新
田 县 传 统 聚 落 与 历 史 建 筑 的 田 野 调 查 ，从 宏 观 、
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系统地总结分析了当地传
统村落的地理环境智慧、古民居的营造机理和工
匠技艺，并结合三个典型性的传统村落做出了文
化基因图谱和空间智慧图式，提出了具体的保护
方案。

这是一个系统的“研究+保护+开发”项目。欧
阳国辉利用专业特点，设计了基于古村落文化价值
的现代转化设计方案，将其体现在日常用品、文创、
文旅等产品中，希望用“艺术介入乡村”的方式，激活
传统村落的内生活力，推动当地传统村落的保护与
发展。

“用艺术的手段，把乡村文化价值植入、转化到
现代日常用品中，使其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现代需
求相结合，是手段和方法。村民获得了市场的经济
回报，自然就会保护和传承优秀的文化内容，达到文
化传承的目的。”欧阳国辉说。

关键还在于要有人。作为高校教师，欧阳国辉
每年都会带三四个研究生，这些年下来，培养的研究
生不下几十个。但是，这些学生无一例外，没有一个
选择走向乡村。

“乡村保护的人才实在太缺了。”欧阳国辉感
慨 。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特 别 是 近 十 年 来 ，从“ 小 城
镇”“新农村”到“美丽乡村”，再到“特色小镇”和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国一直在
探 索 乡 村 的 现 代 化 建 设 和 乡 村 文 化 的 传 承 与 发
展。如果说，过去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到了
落地阶段，但是人才体系的建设还远远没有走
向这个阶段。

“古村落保护不应停留在专家、学者的论文
上，应落实在乡村保护与发展的实际中。从事保
护的人要讲一些村民和百姓听得懂、用得着的保
护方法。”欧阳国辉呼吁，高度重视乡村
振兴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引导更多人
愿意学习、投入乡村振兴的事业中来。

◆本报记者王琳琳

手
绘
乡
村
二
十
年

—
—
一
位
大
学
教
师
的
古
村
落
情
怀

闲庭传手艺 四季秀山村

采风

永州新田龙家大院

广西侯家寨过街楼广西侯家寨过街楼

文化动态

本报讯 著 名 画 家 沉 浮
的 中 国 画 作 品《春 至 明 城
墙》——明城墙遗址公园全
景图捐赠仪式近日在北京明
城墙遗址公园举行。

据悉，《春至明城墙》高
38 厘米、宽 488 厘米，画作内
容东起城东南角楼，西至劳
模广场，由沉浮历时一个月
创作完成。

《春 至 明 城 墙》画 风 简
洁，中西融合，色墨并举，既
有 古 墙 风 骨 ，又 有 现 代 风

尚。作品突出展现了城墙的
残 缺 之 美 与 角 楼 的 沧 桑 凝
重。冰清玉洁的梅花和古老
沧桑的城墙相互融合，诠释
了“老树明墙”“残垣漫步”

“古楼新韵”等历史景观深厚
的文化内涵。

通过将《春至明城墙》全
景图赠予明城墙遗址公园，
沉浮希望让更多人欣赏到这
些文化古迹，让传统文化得
到更好的传承、让历史古迹
得到更好的保护。 赵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