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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斌：吕梁日报社社长，高级记者。
谢永增：谢永增，1961 年生，河北深州人。

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燕
山大学客座教授，书画频道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
研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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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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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赋能乡村振兴，是新时代赋予文化艺术的

重任与使命。艺术以多样化手法多角度参与乡村振

兴，不仅可以满足农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更为重要

的是在重塑乡村形态业态、激发群众内生动力中潜

移默化地发挥着实际意义的实践效能。

这一点，北京画院专业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谢永增认识得清楚，表达也极

为直观、坦率。从 2019年，他依托临县在三交镇孙

家沟村打造的谢永增孙家沟艺术馆，立足乡村文化

原生“底色”，先后策划组织举办具有独特文化特色

的画展 40多场次，并与省内外多家高等院校的美术

学院合作，先后吸引上万名艺术院校师生到孙家沟

写生，不断探索艺术赋能乡村的方式方法，走出了一

条可持续发展的艺术助力乡村振兴之路。

在谢永增孙家沟艺术馆开馆五周年之际，吕梁

日报社社长彭斌专程来到孙家沟，走进谢永增孙家

沟艺术馆，零距离对话谢永增，就艺术介入乡村振兴

的一些实践进行交流探讨，以期表达艺术在助力乡

村振兴中的积极促动作用。

◎◎◎◎◎编者按

艺术带给艺术家们最大的触动还应归咎于
“原乡”情怀，这永远是他们对自然的第一声作
答。莫言将大多数溢满深情的文字植根于高密
东北乡，贾平凹对商洛区域的特殊情感、余华与
海盐的不了之情就能解释这一情理。北京画院
一级美术师谢永增的多数作品是以吕梁山区黄
土高原为背景的。无疑，吕梁以及孙家沟算得上
是谢永增的一个艺术创作原乡

彭斌：书画艺术中有一个专业说词叫“书画同源”，我

觉得艺术绘画和新闻舆论宣传也算得上是同源同本，也就

是说在表达作者对作品的观点和审美时，它都有一个创作

“原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您就选择来吕梁写

生，可以说与吕梁山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壑、一村一寨、一

砖一瓦结下了深厚感情。你是怎么看待和理解这种情感

和渊源的？或者说，三十多年的坚守和执着，您与吕梁在

艺术方面达成了怎么样的一种情感交流和情感共鸣。

谢永增：吕梁是我的艺术原乡。30多年来我大部分

的创作灵感得益于吕梁古老的乡村，质朴厚重的古村落

是创作灵感的源泉，吕梁在我心目中是事实上的第二故

乡，离不开，更舍不下！

我本是河北深县小榆林村人，那里是一望无际的华

北大平原腹地。小的时候，小榆林虽没有崇山峻岭，但也

是高低起伏、流水不断。那时候，为响应“农业学大寨”的

号召，从 1965年开始小榆林进行农田改造，完成了令人生

畏的，旷古的动土工程，抹平了数百年的沙丘坑塘，改造

成几千亩平坦良田，也改变了小榆林的地形地貌。

艺术创作本身离不开童年记忆。我的童年是在家乡

新旧更替中形成的，从旧到新，中间地带被切断了，艺术

创作源泉也到此而止了。

彭斌：童年记忆其实不只对艺术创作有影响，对人一

生的习性、喜好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也有了解过

您，虽然由于历史的发展，您的创作灵感在童年记忆中就

此断片。但最起码我觉得你的童年是幸福的。在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那个属于你的青少年时期，你算得上是一个

幸运儿。因为在那个大多数人把画画看成是不务正业的

年代，你可以拿起画笔、背上画架去画自己喜欢的场景，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谢永增：我确实是幸运的。因为我的父亲本身就是一

名老师。那个年代，懂得因材施教的父亲，没有扼杀我从

小就喜欢到处涂鸦的爱好，而是把我送进了深县文化馆拜

师学习。第一次进县城，第一次接触到素描、速写，我一下

子就被绘画的魅力迷住了。那个时候，看着画得好的一些

学长们的作品，说实话，内心充满了激动与渴望，心想着哪

一天能像学长们画得一样就好了。那个时候，画好画是我

的梦想，也成为了一种内在动力。文化馆的培训班尽管非

常短暂，但是为我打下了最初的绘画基础。

彭斌：如果说吕梁是你的艺术原乡，那么我认为孙家

沟就是你艺术心灵深处那个最安然的家。我觉得，这个

家是属于所有艺术人的心灵归宿，更应该是您一直追寻

的心灵栖息地。从河北到吕梁，从北京画院到孙家沟，您

是怎么一步步找到这种归宿，或者说内心深处经历了怎

样的一种漂浮和躁动？

谢永增：这还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讲起，1986年，我

看到了电影《黄土地》，通篇的画面都是黄土沟壑，古老的

村庄。恍惚间，影片里描写的就是童年印象里的家乡环

境，仿佛一下子找回了消失多年的家乡，潜藏在内心的

“火”又呼地燃烧起来，我迫不及待地启程西行，一下子跨

上了黄土高原，从此与吕梁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三十年间

我来来回回，上吕梁山多了，就自然没有了外乡人的感

觉，而是有了家的归宿。

吕梁就是我的大后方，心里觉得空了，就来住上一阵

子，自己也记不清来了多少次。

2017年，我第一次来到孙家沟。呈现在眼前的孙家

沟，大大小小有几十个晋西北韵味的古老院落，分布在一

条沟的两岸，只见潺潺溪水缓缓而下，哗啦啦的流水声让

我激动又惊喜，这就是我梦里寻找的地方。

如果说吕梁是我的第二故乡，那么孙家沟就是我的

精神家园。这个家是每位从事艺术人想有的家，更是我

一直以来在艺术道路上追寻的那份恬静。

孙家沟，这座承载着数千年农耕文明记忆和
悠久乡土历史文化的传统古村落，也正在国家、
省、市各级政府有关古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战略
的指引下，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艺术点亮乡
村，艺术赋能乡村，孙家沟因为谢永增活了，也因
为有一座窑洞式艺术馆——谢永增孙家沟艺术
馆而名声大噪

彭斌：其实，在吕梁，有好多类似孙家沟村的一些古

城、古镇、古村。比如我们的临县碛口，还有李家山，从名

气，建筑特色，以及文化底蕴等各方面大家都比较了解，

而且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也比较成熟，您怎么就对孙家沟

村情有独钟，而且坚持了五年。

谢永增：确实是这样，画画写生的人来吕梁大都是奔

李家山去的，去碛口写生的人也很少，为什么呢？碛口那

个地方地面太平，李家山地形特征好，变化多，而且对画

画的人来讲有情趣。但这些地方和孙家沟比起来，又略

有不逊。

孙家沟的山形地势决定了这个地方容易出画，画家

们来了就想呆上十天半个月。孙家沟更能激发起画家们

画画写生欲望。

孙家沟最好看的季节是春秋季。四月份、五月份以

前，十月份以后是最美的。树叶掉得差不多了，荒山上的

草都枯了，那种颜色，那种草色和古村落特别协调。

彭斌：从艺术角度这么一解释，很多东西也都明白

了。确实是这样，艺术讲究的是匹配，黄土高原老祖宗留

下的东西跟其他的景色要浑然一体。这也是孙家沟让您

情牵梦绕的地方。之所以这样，也就有了谢永增孙家沟艺

术馆。我们知道，五年的时间，在您的带动和影响下，艺术

馆也做了不少事情。作为北京画院的一名知名画家，在临

县，甚至是吕梁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您这样的尝试，可以说

是在大城市艺术积累多年后回馈社会的一种实践方式，也

是大城市文化资源下沉到吕梁的实践探索。

谢永增：这件事缘起 20多岁。那时我基本每年都去

吕梁写生，对那一带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2018年再次

来孙家沟的时候，对这里闲置的古老院落产生了能不能

利用一下的想法。

吕梁是我的艺术原乡，我的作品大多表现吕梁山茆

沟壑、古老村落，这些作品如果放在窑洞里展出来又将如

何呢？通过临县政府和三交镇的多方支持，最终以我的

名字冠名的艺术馆在孙家沟落地。

通过半年多的筹备，2019年 7月 7日，“谢永增孙家沟

艺术馆”正式开馆了。这个馆作为我工作室画家展示成

果的平台，也是面向社会开放的公益性艺术馆。艺术馆

馆址过去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庄园，面积非常大。当地政

府出面做工作，把这个院子的住户搬迁了出去，整体用作

艺术馆。开馆时去的人很多，现场气氛很是热烈，社会反

响也非常好，超出了我的想象。

建馆五年来，我联络协调各地画家到孙家沟写生办

展，在孙家沟村举办各地画家画展近 40场，围绕吕梁举行

了“情系乡土·赋彩吕梁”——沿黄美术作品展、“重温红

色记忆·倾情美丽乡村”——走进吕梁红色根据地等专题

画展，签约美院写生基地近 10家，成为助力乡村经济发展

的不竭动力。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乡村振兴离
不开文化振兴，也离不开艺术的点缀和渲染。临
县三交镇孙家沟村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
吕梁市重点打造的100个乡村旅游村之一。如何
借力艺术，通过谢永增和谢永增孙家沟艺术馆将
更多的艺术资源引进孙家沟，或者引入更多的

“艺术元素”，赋能吕梁更多像孙家沟村一样的古
村落，助力艺术在古村落落地开花，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活力

彭斌：今年吕梁市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集中力量

打造 1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这也是市委农村工作会议部

署的一项重点工作，是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幸福吕梁

的重要抓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以乡村旅游为牵引，建

设和美乡村、保护传统村落、传承历史文脉，让有特点、有

文化、有山水、有乡愁的村活起来、火起来，以点带面、示

范引领，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当然，这样的重点工作需

要社会各方面助力推进。目前，谢永增孙家沟艺术馆已

经在艺术介入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中走出了一条可

思考、可借鉴的路子，要持续有效地走下去，艺术馆还需

做些什么工作，或者说，艺术到底该如何介入，更好地发

挥作用？

谢永增：艺术助力乡村振兴，严格地讲是件很难的

事，通过孙家沟艺术馆在曲折中走过这五年，我有太多的

感悟与启示：

第一，艺术助力乡村振兴一定是从主导者个人擅长

的角度介入，我就是从老本行——绘画介入到孙家沟的。

第二，艺术助力乡村振兴要有一个平台，孙家沟艺术

馆就是我的平台。

第三，艺术助力乡村振兴一定是主导者本人熟悉有

兴趣的环境，前面说过，吕梁是我的艺术原乡，30多年我

走过画过吕梁很多村庄。

第四，艺术助力乡村振兴顺应国家大势，我当时就是

顺应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推动

乡村文化振兴，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

第五，在我看来也是艺术助力乡村振兴特别关键的

一点，就是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与指导，孙家沟艺

术馆运行五年来，得到了吕梁市委宣传部，临县县委、县

政府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山西省内外美术界同行们的鼎

力相助，这些构成了孙家沟艺术馆这个平台的坚实基础，

当然也是我这个主导者的坚强后盾。

彭斌：这几个观点直白，也确实到位。这应该也是您

在艺术介入乡村振兴实践中的一些启发。现在算起来，

满打满算五年的时间，我们也从五年的实践中多多少少

可以直观地看到一些成效和变化，您觉得孙家沟最大的

成效和变化体现在哪里？

谢永增：在孙家沟建这个艺术馆，最初的想法就是在

哪儿画就在哪儿展，让百姓在自家门口就能看到我们画的

他们的家。特别是那些与他们生活相关的场景，是他们每

天一抬头就看到的，让村民们感受到原来日常生活也是这

样的入画。以前觉得老百姓不喜欢艺术，现在知道不是他

们不懂，而是他们没有机会接触艺术，当真正面对艺术时，

发现他们原来也是那么地喜欢艺术，而且能看懂艺术。他

们反反复复地来看，带着家人、亲戚朋友来看，路过看，特

意安排时间看，不错过任何机会。好多村民原来并没有认

识到自己生活的地方是这么美，通过我们的作品，他们开

始珍惜家乡的山山水水，学会了爱护那里的一草一木。当

然，他们也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艺术馆。

现在，孙家沟写生基地已经名声在外了。

这也是我们的初衷，就是要通过泥土滋养艺术，用艺

术点亮乡村，给孙家沟的群众带来实惠。临县原来属于国

家级贫困县，为建这个馆，临县政府拿出了建馆所需要的

资金，就是想通过艺术馆的运作运营，在传播文化的同时，

带动当地旅游经济发展，让这个村子能摆脱贫困，过上好

日子。现在已经有村民愿意联合起来，把村里现有的旧窑

洞进行了改造，有的还安装上卫生间和 wifi，能同时接待几

百人写生，住宿、吃饭、洗澡，这些过去没有的生活设施都

解决了，也有不少团队来到这里写生、旅游，对现在孙家沟

的环境很满意。原本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有的也返回家

乡，因为他们看到家乡有了发展的机会和动力。

彭斌：您所说的变化其实也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是

乡村振兴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期望更多的艺术形式介入

吕梁的乡村振兴，期待更多的村落能够和孙家沟一样在

艺术的促动中可以看到“一束光”，进一步推动乡村振

兴。也真诚感谢您支持我们的工作。

图为彭斌（左一）、谢永增（右一）在交流。记者 王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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