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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孙 家 沟 的 艺 术 魅 力 在 哪
里？

孙家沟村不仅是中国传统古
村落，还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
吕梁正在打造的 100个乡村旅游重
点村之一。今年以来，吕梁正在以
黄河一号公路为依托，以黄河碛口
古镇为核心，以沿黄 19个乡村旅游
重点村为支点，积极打造百里黄河
精品旅游带。

彭斌：像孙家沟这样的古村落，在吕

不在少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吕梁

人，没觉得这些古村落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觉得黄土高原上的这些村落都差不

多，都是这种高低错落的，所以不明白为

什么画家们一来吕梁，特别是走进这些

古村落就有创作的冲动？上世纪八十年

代，谢永增老师选择来吕梁，而且执着地

坚持了三十多年。吕梁古村落的艺术魅

力到底在哪里？从艺术的情怀和情感，

古村落孙家沟为什么更适宜美术写生？

艺术介入孙家沟的做法对当下乡村振兴

战略工作有什么启示？

谢永增：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叫

《黄土地》，过去在华北平原没见过电影里

面的场景，更没有去过。看了电影后感觉

跟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有点相似。但是当

时候只了解到那是黄土高原，不知道具体

是什么地方，后来听说是在陕北地区的安

塞拍的，我就立马去了，一到那个地方，特

别喜欢，但是画不出来画来。返程的时候

无意来到吕梁这边，来了才更喜欢这边，

也激发起了我内心潜藏在儿时的那种感

觉，那种老房子的感觉，乡土味特别浓，更

亲近，后来就经常跑吕梁长住了。

吴洪亮：我是第一次来孙家沟。其

实不是每个地方、每个乡村都适合做创

作，河北也有山，北京郊区也有山，也有

村落，但是孙家沟就很入画。入画就是

容易激发你创作的灵感。孙家沟是“一

步一景”，有层次有逻辑，远、中、近景曲

折蜿蜒，窑洞的形状特别好，很容易让人

产生创作的欲望。而有些地方得费劲自

己去找景致，然后还需要编排，重新组

合。在孙家沟，你往下一看就可以直接

画了，而且我了解到这里已经在做写生

基地的前期准备，来三四百人都能住得

下，生活条件也很好，从基础建设，从市

里到村里前期投入做得非常好，这儿适

合大家来写生画画。

就咱们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就是回环

曲折，立体有层次感，跟苏州园林是一样

的，虽然气质上不一样，但是结构和思维

方式是一模一样的，一次成型，就是让人

很惊喜，这个村落它很舒适很雅致的这种

状态，视野很开阔，特别好。包括谢永增

孙家沟艺术馆的空间结构，都很有特点。

高勇：去年我来过一趟孙家沟。来

了之后发现，这个地方的确特别适合高

校学生写生和老师们搞创作，这个地方

确实是艺术写生的一个世外桃源。

这个地方景致相对比较集中，画上

半个月，甚至二十多天都没问题，学生也

出不去，安全方面不需要考虑太多。我

们学校计划让低年级的学生每年都过来

这里写生，老师们过来创作。同时，学校

计划今年 10月份与谢永增孙家沟艺术馆

联合举办华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师生作

品展，或者办一个毕业校友的母校展览。

贰“艺术点亮乡村”是一道发
展治理题

集中力量打造 100个乡村旅游
重点村，是今年吕梁市委经济工作
会和农村工作会部署的一项重点
工作。吕梁正以乡村旅游为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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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斌：提起乡村振兴，大多数人说的

更多的是产业振兴、经济振兴，其实不

然，我认为更重要的应该是人的振兴。

文化振兴总归也该是人的振兴。

何勇：艺术点亮乡村，好多地方一直

都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因为每个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太一样，做法和探索

也是不一样的。我了解的是浙江走得比

较超前，它是以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

文 旅 几 个 部 门 联 合 下 文 ，是 全 省 在 推

进。还有一些地方是与一些企业联动，

这些地方财政资金充裕，企业也比较发

达，这样的带动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但是像山西这样的地方，财政不是

很发达，可能更多的前期要做一些公益

性的事情，就是靠这种名师带动性，通过

个人的影响力来提升，然后再与政府互

动。我们可以看到好多地方出现了画家

村，农民做公益画得很多，比如湖南、浙

江的一些农民，他们经过培训后被引进

专业公司，做一些简单的工艺画，这工艺

画很简单，大概学习六个月就可以做一

幅非常好的工艺画，给一些酒店的大堂、

房间做，然后收入一个月也能保证。

画家们选一个基地，然后可以去培

养当地的农民。有一些农民你感觉他笨

手笨脚，其实有的人只要是喜欢就可以

激发他们的动力。比如有喜欢去做一些

鞋垫的，还有一些手织的东西，其实也可

以做一些艺术品，艺术点亮乡村也可以

向这个方向发展。

陈月锋：用艺术点亮了乡村，让乡村

有了活力。之前在吕梁拍过一些纪录

片，走过吕梁不少地方，看到农村空心化

的现象，有很多村子都凋敝了，没有人

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这种现象比

较少了，特别是谢永增老师来了之后真

正把一个村带活了，起到了一个范例的

作用。

谢永增老师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和个

人艺术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来

孙家沟写生创作，带动了村里的旅游、农

家乐、民宿等产业。再加上当地政府部

门给予的各方面的支持，孙家沟才有了

今天的发展和面貌。我觉得下一步我们

可以在宣传力度上更大一点，把融媒体

充分利用起来，真正让产业和文旅融合

起来，打造写生村、写生基地，依托艺术

馆，把这项工作努力做得更好。

高勇：我也建议在宣传上下功夫。

我们学校艺术专业在 13 个省招生，学生

来写生之后，无形当中对这个地方也是

一个宣传。我们会全力支持谢永增老师

和谢永增孙家沟艺术馆的工作。

叁 让“艺术点亮乡村”这一命
题更好地解答乡村振兴这一历史
答卷

在吕梁，类似的传统村落在临
县，在吕梁的黄河沿线星罗棋布，
广大画家把孙家沟用美术的魅力
呈现在世人面前，各位乡村振兴文
化特派员，为吕梁乡村振兴志愿贡
献文化力量。

彭斌：摆在现实面前的一个问题，其

实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方面就是艺

术本身，与谢永增老师的个人努力和坚

持有关系；另一方面就是政府部门的支

持。孙家沟之所以有现在的发展成效，

完全取决于一任接着一任干，取决于理

解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取决于

他们对艺术助力乡村振兴这一政治责任

和时代使命的深刻认识。

何勇：一部分乡村走向凋敝，还有一

个并不是所有的乡村都保留着价值，一

定 要 认 识 这 一 点 ，我 们 所 能 做 的 是 什

么？要保证它有价值，你比如说像李家

山、孙家沟这种村子，建筑也好，承载的

那种记忆也好，它具有标本意义，这样的

村子一定要保留下来。一些平原地区，

一个乡镇几十个村，相似度很高，这里面

可能有选择性地保留。

其实，我们考虑农村的事情可能是

从决策者的角度来讲，更多的是从经济

角度，但是从农民自身的角度，从农村发

展的角度上，我们确实忽视了一个农民

的自觉，农民的主体性问题。实际上想

想我们以前的时候，在封建社会，乡村治

理主要是通过乡贤自治，乡贤的时候通

过什么？通过道德，通过文化，就是村口

立个牌坊，立个碑、立个匾，那就是皇权

对于农村地区的渗透和他的主流价值观

进来了。具体的治理方式上是乡贤在发

挥作用，为什么前些年有些地方的农村

文化凋敝了，除了经济要素的东西往城市

里流动之外，很主要的就是农村的文化没

有发挥主体性，体现在农村的建设，农村

文化的恢复，包括农村大大小小的工程农

民没有在里面参与。农民自身都被剥离

出去了，包括农民现在的乡村规划，请城

市的大专家来，农民也没有参与进去，所

以农民的主体性被剥夺了，这是很大的问

题。

宛少军：这就是一种乡土文化，这就

是文化要流传下来。举个例子，比如什

么叫文化？窑洞适合这个地方的一种建

筑样式，等于是几百年创造出来的，它适

合这个地方，这就是文化。如果现在要

按照城里的模式，在这盖个别墅，它就是

没文化。因为这个窑洞里面它能说出它

的道理出来，长期人们生活在这里，这个

地方的人有他的精神涵养在里面，这就

是文化。而现在包括我们村民可能不太

理解这件事情，好多东西被丢掉，不知道

什么叫文化，非要复制人家一模一样的，

其实自己搞得自己没文化了。

谢老师把馆保留它的原样。在这个

基础上，怎么用马槽布置一下，我觉得它

有文化，什么叫文化？它对村民开始产

生影响，他原先认为没有意义的东西，稍

稍把它转换一下，有可能就变成一种美

的东西，这个有可能对村民就有影响，这

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到这个馆里

来一看，还可以这么布置，包括贴个红纸

都是一种装饰，回家去琢磨我们家院子

里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布置一下。长期就

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他的精神有

提升，所以我们不能忽略，在这个乡村里

面对农民的精神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他是需要高水平的，有品质有内涵的这

种艺术的一种滋养，这是一种潜移默化

的。经济影响当然很重要，将来可以促

成一个良性循环，我们不能忽略更高层

面的精神影响，精神的本质是一种美的

熏陶，促使人对生活有了要求，提升生活

品质。审美观念改变了，开始慢慢意识

到自己村庄与城市美不一样，意识到这

点后，就会自觉参与到自己乡村的建设

中，潜移默化的是一种高品质的美对村

民的养育。这个馆我认为最大的意义是

在这，是潜移默化的，看不见的。我相信

这个村里面经常来看这些作品，看好的

艺术，包括馆里面不断在优化的环境、设

计，我相信对周围村民是有影响的，包括

对周边辐射，至少对他有启发怎么布置

自己家。所以我认为这个乡村艺术馆更

大的意义是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养育。所

以乡村它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然

环境，第二个是人文环境，我们叫乡土生

活，说的是村民的生活，包括建筑、乡土、

人们生活的方式，这种文化的养育，我认

为是更根本的。

吴洪亮：在祝贺谢永增孙家沟艺术

馆建馆 5周年暨“用艺术点亮乡村—吕梁

沿黄乡村写生作品展”开幕的同时强调

在艺术馆的几点发现。第一点，这是他

所见到的第一个窑洞美术馆，甚至联想

到当年战争时期在延安窑洞中艺术家古

元、沙飞办的展览。而谢永增孙家沟艺

术馆的标识正是在窑洞中的一个艺术的

“艺”字。第二点，这个美术馆的环境不

仅美，有特色还有品位。窗棂、柱子上的

红纸与红色的花朵相呼应，石槽做成了

花盆，厚重而具当地特点。第三，在墙上

发现了早年留下的毛主席的一段语录：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习自己

不懂的东西。这就是谢永增老师在孙家

沟深入生活，带领艺术家们、学生们写

生、创作所得到的。他们克服了种种困

难，创作出一幅幅深情无限的作品，更像

陈月峰所写的《唤醒大山之活力》中所

说：“唤醒大山以活力，大山必将回馈以

郁郁苍苍之大美。”

五年，对于一个艺术馆并不长，但谢

永增孙家沟艺术馆不仅初具规模，也产生

了很好社会影响。吴院长为北京画院有

这样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而感到骄傲，并表

示今后要以谢永增孙家沟艺术馆为基地，

调动北京画院的资源支持乡村文化艺术

的建设，为美丽乡村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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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勇：人民日报社山西分社社长
彭斌：吕梁日报社社长，高级记者

吴洪亮：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画院院
长、中国美协策展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
长、北京美协副主席

宛少军：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高勇：华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陈月锋：书画频道山西工作站导演
谢永增：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

7月 8日，在谢永增孙家沟艺术馆开馆五周年

之际，吕梁日报社联合人民日报社山西分社“对

话”国内知名画家和美术学者，一起探讨艺术助力

乡村振兴的一些实践做法，以期对吕梁打造 100个
乡村旅游重点村，推动全市乡村振兴工作有所触

动、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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