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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谢永增工作室又一次来到孙家

沟写生，谢老师感慨孙家沟带给他的创作灵

感：孙家沟是吕梁最有含金量的村庄，有景有

故事。那孙家沟的含金量有多大，是什么样的

景，什么样的故事，吸引画家们一来再来呢？

孙家沟的景

孙家沟，地理位置晋西，行政隶属吕梁市

临县三交镇。谢永增工作室由李家山转战孙

家沟，从三交镇沿一条正在修建的公路进入村

西口，村口就是一个停车场，或者是唯一一个

有点规模的停车场。

安放好物品，走出窑洞，站在院墙边一望，

一条小溪穿沟而过，“哗啦哗啦”的声音也随之

传入耳中。

我当时何止眼前一亮，简直就是不可思

议。在这极度缺水的吕梁山上竟然有一条长

年流水的小溪。溪水流到这里还打了一个弯，

绕过一爿突起的红褐色石块缓缓地流过。我

一下子想到了花溪，就是那个贵阳的花溪，也

让我想起了家乡一条穿行在石板间的小河，以

及当年石板上搓洗衣服的情景，仿佛置身于世

外桃源，一身的疲惫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吕梁朋友说，八年前这块石头与下游的河

道还有 2米多高的落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

原小瀑布，远远望去就像一把竖琴竖在那里，

有种“远望瀑布生弦色，近傍竖琴闻水声”的感

受，带给你距离和空间上的多维体验。后来下

游修大桥截流河道，淤泥垫高河道，把“竖琴”

埋住了，多么期待它早点出世。

孙家沟的这条小溪是湫水河的一条小支流。

视线跨过湫水河，沿山坡小路蜿蜒上行，

进入一爿窑洞建筑群，层层叠叠，梯度上悬。

在我的常识里，一般平原建造房子一张图纸可

建一个村子，甚至可以让一个区域一个模子。

而窑洞看起来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就山势、就

地形建造，大多分散在山野崖壁、群山沟壑之

中，形成建筑群比平原建房子要难得多，应该

是一洞一设计，一院一规划。可以想像，一个

建筑群当年费了多少心血。

后来才知道，我当时看到的就是孙家沟龙

头之院——一号院，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今

天再看，依然拥有原本的华丽，人工雕琢的痕

迹被岁月磨砺得如同自然生长的一样，与高原

融为一体。但又让你觉得它是随孙家沟人一

代一代繁衍生息到你这个时代，那种华丽的沧

桑感震撼着你的心灵，让你恨不得快点扒开表

皮，把“内心”看个够。

孙家沟的故事

据传很早以前，孙、王二人四处谋生，先后

来到了碛口北偏西 26 公里的山沟，发现这里

有山有水，故此开辟居住地。立村之祖先为孙

氏，取名为孙家沟村。但让这个村庄真正发达

的不是孙氏后人，而是王氏家族。

在吕梁，但凡有流传百年以上豪宅的村

庄，大都是出了富可敌国的商贾。孙家沟也不

例外，也是因晋商形成的以碛口为中心的明清

乡土建筑群落。

所以，说孙家沟必说三交镇，说三交镇必

说碛口。他们之间因贸易而关联，又因贸易而

兴衰荣辱。

碛口及三交镇商人在其前后 300 多年的

发展史上，逐步形成一套地域特色明显的商业

规则，如碛口本镇只做商业市场及水陆转运码

头，而 300余个住商的家属只可居留于镇郊乡

村。由此形成以古镇为中心的明清乡土建筑

群落。而三交镇从结果上看，也是离中心索居

而向孙家沟，但细究原为又有别于碛口。

三交镇既然是贸易必经、兵家必争之地，

其本身就具有聚财和失财的双面性，一旦兵荒

马乱财产极易受到损失，财产保全也就成了商

人之忧。孙家沟虽然距离三交镇仅 2.5 公里，

但四面环山，不易被人关注，出来进去又相对

方便，成为三交镇财主分散钱财的优选之地。

据相关资料介绍，孙家沟王姓第五代王秉

文晚年和第六代王自福在三交镇是做烧饼发

家的，而后旋归故里修建基业，最先建筑了一

号院和王恩润院。

据 50 多岁村民王清平介绍，一号院和王

恩润院都是其先祖所建，占据村里南、北两坡

最好位置。

从家谱上看，王秉文是他的曾祖父，排行

老大为长兄，身后还有四个兄弟。王秉文先建

造了南坡一号院，后建造了北坡王恩润院。

我只有一个早晨的机会在南坡看过，因为

大门锁着没能进院考察，只好绕到窑洞顶上。

仅从窑顶 15个烟囱就可判断出它的气派与奢

华，上上下下辅助院落数也数不清，相机随手

拍摄即可得到仆人住的偏房，看门人的门房，

安置牲口的马厩、马槽，堆放物品的储物间，加

工粮食的碾子、磨盘……总的感觉：关上大门

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我有半天多的时间一直在北坡转悠，王清

平先生现在住的窑洞正好在王恩润院的斜上

方，站在他家的大门外用手一指就能点到东半

部建筑，他说那是“长工们住的”。

这个院子建成于 1916 年，是当年老二至

老五兄弟四人共同宅院，坐北朝南，并列院子

就有 3 个。从东南角朝东偏南的一个大门进

入一个前院，再跨一个正南方向的大门进入正

中间的院子，7 孔窑洞一字排开进入视线，再

看东西两侧各 3孔厢房窑。回头再看进门处，

辅助建筑一拉溜儿地在排开，大小有十来间。

其他两个院子就不用在此赘述，仅这个院

子就足以震撼，在这爬坡翻领的黄土高原上，

一个院子里不算辅助建筑，光正式窑洞就有

13孔，而且是跨过一个前院的院中院。

至于相关的配套建筑，像匾额、前廊、牲口

房、草房等，没有都不对了。

最让我新奇的是小姐们住的三座“绣楼”，

分别位于西侧院子二楼两排厢房的南端，高高

在上，格外入眼。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要把

姑娘们放到那么显眼的地方呢？有人解释：13
岁进绣楼，16 岁出嫁，姑娘进去媳妇出来，三

年的时间相当于禁闭，如果视野再不开阔些，

那就是正常人进去抑郁症患者出来。

仔细观看，孙家沟的建筑风格，不同于一般

“晋商宅院”的平地造势，注重依山襟水，建筑分

列在湫水河南北两岸，依山势而建，结构参差错

落，变化有致，富有古风古韵。清一色是明柱、

厦檐、厢廊式砖石窑院，厅台、廊房、阁楼以及别

具匠心的大门、照壁、垂花门比比皆是，可谓传

统窑院建筑之精华，在晋西北乃至全国也是罕

见的。保存较为完整的特色院落主要有王恩润

院、十连窑院、厅院、花园院、王长生院、芝麻坪

院 20多处，有较高的欣赏价值和实用价值。

让孙家沟人最为荣耀的是祖上出了位高

官。王琼仕宦数十年，主持治理漕河，平定朱

宸濠叛乱，又加强西北边防。后世将他与于

谦、张居正并称为“明代三重臣”。

用现在的理念评价，王琼是既有过人权、

财权、事权，又有过国家机器话语权的人，可谓

一言九鼎，绝对位高权重。这样一位 500年前

的重量级人物就是孙家沟人的祖先，对后人的

影响有多大，既没有看到文字记载，也不可能

有在世人讲述，只能凭想像了。据说，孙家沟

近代出了很多教师和公务人员，比例远远高于

周边村庄，由此推断其影响深远。

要讲孙家沟的故事，最值得讲的就是 1947
年 3月至 1948年 3月中央军委三局和中央机要

处驻扎在这里了。虽然才短短的一年时间，但

那是新中国前夜，是解放战争最“叫劲”的阶

段。当时，国民党胡宗南部 34个旅 25万人向延

安推进，中央决定分成三路抗敌，中央前敌委员

会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中央工作委

员会转移到河北平山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中

央后方委员会则转移到临县统筹后方工作，其

中中央军委三局本部及军委通讯总台就设在孙

家沟，分别驻扎在南坡一号院和北坡王恩润院。

孙家沟又是因为其隐秘性，而成为电台活

动、情报侦讯的主战场。中央后委把 90%以上的

大功率电台秘密集中到孙家沟，党中央、毛主席

及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绝大部分由后委转达

全国，各战略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许多电

报，也是由后委转报中央和军委。这一年，孙家

沟成为党中央名副其实的“脑库”，打的是看不见

的战争，是没有硝烟的战场。1947年 7月 31日，

周恩来将此概括为“中央委员＋电台＝党中央。”

王震评价：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

指挥若定，中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

时间已经跨越 60 个年头，但中央后委通

讯基地驻扎在孙家沟的经历却永远驻留在孙

家沟人的心中，成为孙家沟永不消失的电波。

孙家沟的文化自信

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基，孙家沟

传统文化就来自于祖上的包容和开放，这是孙

家沟人文明演化汇集而成的具有区别于其他

村庄的文化特质所在。

孙家沟人的包容和开放最具表现的就是村

子的发展过程，它奠定了孙家沟最具高原特色的

建筑文化。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到，一是建筑风格

聚高原之精华，主体建筑以晚清时期为主，几乎集

中了黄土高原人家所有的窑洞建筑形态，可谓窑

洞建筑之博物馆。特点是窑洞高两层，前面看一

个洞门，但是里面是两层的，质量高，分布集中，且

损坏程度尚不严重，原真性保存较为完整。完整

地记录了晚清至民国初期中国北方黄土丘陵地区

一个农村的真实面貌。二是居住方式聚高原之精

英，王氏家族发家构建南坡 1号院和北坡王恩润

院后，诱人的孙家沟风水，吸引了众多大小财主大

兴土木，先后建成十连窑院、亭院、花园院、王长生

院、芝麻坪院等，现存的有近9000平方米。

孙家沟人的包容和开放表现在仁爱淳朴，

它奠定了孙家人品德至上的文化氛围。清光绪

年间，黄河对岸的陕西闹饥荒，大批灾民跨越黄

河来到孙家沟，最多时沟里人山人海，搭建窝棚

等待施舍。南坡一号院主人每天馒头、大锅菜

招待，一直到主人离世灾民才出沟。由此我们

看到，王氏先人不但富有财富，更是富有仁爱之

心，为后人树立了品德至上的良好风尚。

1947 年中央军委三局和机要局驻扎孙家

沟时，后勤保障极度匮乏，孙家沟人不仅腾出了

办公用房，还拿出日常所需保证机关人员的日

常生活，当时干部群众以保护党中央的安全，保

护电台正常运转为已任，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孙家沟人这种淳朴热情传承至今，在你进

村的那一该就会有所感受。面对越来越多的

外地来客，他们始终安然接纳，不仅送上微笑，

还会送上红枣。我们去的当天应邀到谢永增

工作室去年的房东家走访，房东拿出好几种

枣，吃了还得带上。

孙家沟人的包容和开放源于两个方向：一

是来自于孙家沟本身。像孙家沟这种原生方式

存在至今的原始村庄表现了所有的高贵和永

恒，是先人留给现代生活的宝贵遗产，成为孙家

沟人的灵魂和血脉。二是来自祖上王琼位高权

重的地位。王琼就是读书接受教育，先登进士，

由工部主事升至户部、兵部和吏部尚书。也就

是有了文化知识，才有了后来的权倾朝野。这

样的一个过程，对后人的影响将是千秋万代的。

有很多年没在老家的土炕上睡

觉了，只有到了吕梁写生才有机会住

窑洞睡土炕。

在孙家沟写生的日子里，每天晚

上到村外散步，顺着山道走上几公

里，舒缓一下白天写生的劳累，山里

很静，一点燥声也没有，满天的星斗，

用重重的长音喊上一嗓子，混厚的回

声有天人合一的感觉，置身在这样的

环境里，喝上半斤汾酒也不会醉。

写生之余常常想，明清时代的工

匠有超强的能力吗?怎么会创造出不

朽的建筑呢，不是能力有多大而是他

们有良心。农村建设应该顺应古为

今用的思路，农村要有农村的味道，

目前农村建设感觉偏离了这个方向。

孙家沟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

快意，孙家沟的前辈们注重子孙后代

的培养，山西有很多商甲官吏是从孙

家沟走出来的，兴旺的源头是教育，

不重视子孙教育败落是迟早的事，孙

家沟民风纯正，是祖上积德的因果关

系。

从绘画的角度看孙家沟，是符合

绘画审美需求的，优于其它村庄，能

激发出创作的灵感。走在村里弯曲

的小路上，望着古老的院落，前思后

想，明清时代能做好的事，为什么今

天做不好？过去用简单的工具盖出

来的房子，经过几百年风雨也没有坍

塌。现代建筑为什么经不起考验，就

是不用心，急功近利。明清时代的工

匠确实历害，心态好，有功在千秋的

谋略，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山西

老醯儿的精神。

孙家沟的沟底有一条小溪，雨季

洪水奔流，冬季细水长流，是村子里

的命根子，是村上的灵魂，上游的不

良老板晚上还偷排废水，小溪成了黑

溪，可怜的老乡，还用来洗衣服洗菜，

孙家沟是个缺水的地方，是靠天吃饭

的村庄，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拄着拐

杖挑水，看着不像这个时代的情景，

这就是农村的现状，我不是做农村调

查的，仅仅从一个画家的视角观察农

村生活，在孙家沟的上游，还有几个

叫沟的村庄，虽没有大户人家建筑讲

究，但也是有景有情的。

孙家沟旁边的东王家沟有几处

让我喜欢的地方，怎么画也不满意，

想想是急于求成的原因。缺少了梳

理的过程，生动的场景随着阳光的移

动会慢慢的消失，很多景色在阳光的

照射下很精彩，阳光照射产生了很多

生动的场景，景色会随着阳光的移动

而变化，物体还在，风景可能没有了，

光线与景物成为了风景，不同角度的

光线，产生的美感是不一样的，同一

个景物在不同的光线下会产生不同

的视觉，视觉感受是写生动情的关

键，视觉的冲击是心灵与景观共鸣的

焦点，光是艺术的根源，光的作用是

给景观生命，没有光线就不会产生激

动人心的作品，光生成了笔墨的语

言，光是作品的灵魂，不深入观察，是

感受不到的。

在孙家沟看到了很多七八十岁

的老人，带着三四岁孩子玩，孩子的

父母在外打工，过年时才能团聚。山

里的孩子缺少物质生活，也很单调，

连父母都见不到，就是见到了也很陌

生，多么残酷的现实啊。本以为自己

是个理性之人，此时心里却很不好

受，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初冬的早晨孙家沟还很冷，苍凉

的味道很浓，没有风也没有雨，只有

初升的阳光照在树枝上仅有的几片

黄叶上，那么的耀眼，那么的光亮，我

不是诗人，只能用微小的画笔，画出

您随风飘落的苍凉。

代编者按：
在审美感知和艺术消费领域，乡村有着越

来越强的吸引力。艺术可以让人们记住乡村

生活之美，让人重拾不能割舍的乡愁。

在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开始之前，乡村的历

史更悠久，范围更广大。对从乡村走进城市的

人来说，乡村是故里、是家园；对出生在城市的

人来说，乡村是自然、是桃花源。尽管人口向

城市聚集是工业社会的主要趋势，但在审美感

知和艺术消费领域，乡村却有着越来越强的吸

引力。重塑乡村形象，发展乡村经济，改善乡

村生活，艺术大有可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这 20 个字无疑对乡村发展、乡

村文化传承提出更高要求。在乡村，家风、习

俗、礼仪、邻里、建筑诸此种种，是文化传承的

重要载体，是常见而容易被忽视的文化资源，

世间宏阔深邃的基因和密码，无声隐藏于土

地。可以说，乡村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村庄，

更是情感意义上的故乡，乡村振兴离不开这种

文化的支撑。

……

乡村振兴是一项前景光明的崇高事业，

需要凝聚各方力量同心同向发力。乡村振

兴，是走出乡村的人们回过头，对乡村价值

的重新认知，同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

以艺术为载体，拓展渠道，创新宣传，吸引社

会各界能人和各方力量投向乡村。农民既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主 体 ，也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受 益

者。重视乡村振兴中艺术对人心的浸润，提

升农民的思想境界，让每个人在凝视故乡时

发现蓬勃之美，能够切实发挥农民的主体作

用，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内

生动力。

如今的乡村是一个有着多元发展可能的

空间，用艺术激活资源的优势愈加明显。打造

因地制宜、独具特色的艺术乡村品牌，用艺术

结合本地的乡村文化资源，创造性发展乡村文

化旅游、乡村文创产品等，能够促进当地社会

经济发展，激活千百年绵延至今的优秀文化传

统，呈现中国农民广阔而生机勃发的乡村生活

新图景。

摘自《人民日报》作者：王勇

我一直喜欢到吕梁写生。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偏偏喜

欢去那么贫瘠的地方？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但心里知道，

有其原由。

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我的老家河北

小榆林的地形地貌很像黄土高原。村子周边全是大片的

沙土坡、沙土岗，像丘陵一样连绵起伏，不是现在这个平原

的样子。在村庄周边和田野中还有许多小河沟和水塘，河

沟里的小红鱼无拘无束地游动，水塘边的柳树身影婆娑，

随风轻舞......那种难以言表的美至今还萦绕在我的梦里。

后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平整土地运动，推平了原始的地貌，

填平了河沟和水塘，也把溢满我情感的美景夷为了平地，

再也找不到原来的状貌，不无遗憾。

1986 年，电影《黄土地》里展现了原味浓厚的黄土高

原，那个似曾相识的黄土沟壑，一下子激活了我正在淡去

的记忆，仿佛让我回到消失了多年的家乡，于是潜藏在内

心的“火”又呼地燃烧了起来，照亮了我追梦的方向。我很

快启程上了吕梁山，走进黄土高原，那种感觉就像回到家

乡一样。这一晃就走过三十多年，吕梁山也成为我名副其

实的艺术创作的大后方。

长期在吕梁写生，耳濡目染，自己的作品自然带有明

显的黄土味道，这既是我的长项也是短板。但我相信，艺

术本身没有对错，只有高低之别。只要真诚地表达内心世

界，与自己的情感相吻合，那就是对的。三十多年来，我不

断地往来于吕梁，不但没有厌烦，反而越来越喜欢这个地

方，不仅作品带有黄土味，人也变得很“土”。临县、柳林、

方山、兴县、石楼等山村的沟壑、山茆我都驻足过。我慢慢

地走，静静地看，细细地感受着。这样一个时常饱游沃览

的过程，丰富了我的阅历，积累了很多的绘画经验，找到了

自己想要的东西，坚定了在乡土中感受生活和生命价值的

方向。我从吕梁厚重浑然、粗犷无垠的感觉里找到了属于

自己的绘画语言，也表达了我对乡土故园的无尽眷恋。

画家都有自己的偏好，都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去

写生。而实际上，写生选择的范围很有限，也就那么几个

地方可以不断地去关注，不断地往返。我流连地往返于吕

梁，在这样即熟悉又向往的地方写生，就是要寻找异于常

人的感觉。用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路，不要跟着别人走。

我有早晚遛弯儿的习惯，在吕梁我每天都会选择不同的出

行路线，试图在放松的过程中遇到惊喜。

在某天的一个早晨，一个收葵花籽的老汉进入了我的

视线。他把倾斜的簸箕举过头顶，让葵花籽均匀地向下飘

落，借助风力吹走不饱满的颗粒。这样的情景我小时候常

见，现在却难得一遇，那次正好撞上，让我激动不已。积淀

许久的记忆闸门一下子打开。我围着老汉拍了十几分钟，

甚至趴在地上拍。老汉也很配合，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似

的，该怎么干活还怎么干活，让我尽情地把这活生生的素

材储存起来。

如果说，收葵花籽老汉这个劳作的场景是美术语言所

能表达的一个优美动作，那在另一次遛弯儿中我就收获了

表达吕梁厚土的一种笔墨语言，这就是土坡上斑驳的痕

迹。仔细看，是苔藓雨打风吹后留下的痕迹，有老辣的笔

墨味道，使我产生了既厚重又苦涩的感觉，瞬间就把我击

中了。我拍着脑门对身旁的学生说：我找了它好久，原来

藏这儿了！这一相遇，就像找到了开门的钥匙，当天我就

把这种感觉应用到写生中，画面果然不一样，可谓“不徐不

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

正是每次都有新的感受和发现，才吸引着我一次一次

来到吕梁，梳理近期的写生作品，感觉自己对吕梁的认知

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特别是在孙家沟一带，第一次

踏上这个村庄就觉得神奇，情感上的共鸣更为强烈，感觉

找到了一把开启吕梁艺术大门的钥匙。来了就不想走，画

也画不够，这里已成为我们工作室的写生基地，也成为了

我的艺术故乡。

用 艺 术 点 亮 乡 村用 艺 术 点 亮 乡 村

孙家沟拿什么吸引你
□ 王雪梅

孙家沟写生闲话
□ 谢永增

源于乡土
□ 谢永增

谢永增，1961 年生，河北深州人。北京画院专业

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多

次参加国内外美术展览，多次获得国家美术奖项。代

表作有《绿源》、《沃野》、《故乡》等，作品被多个政府机

构、美术馆、博物馆等处收藏，出版多部个人画集。

谢永增在孙家沟写生谢永增在孙家沟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