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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Way of Art Intervention in Villages——T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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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ay to intervene in the villages with art,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 local villages and realize the economic recovery of the village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rur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rural construction achievements of Henggang Village in Wuzhen, 
China from 2015 to 2019 as the research content,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different modes of art intervention in the village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ver-changing concept of art IP, this paper summarizes a development path that can be adapted to the current rural con-
struction,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and can be promoted,  so a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rt interven-
tion in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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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介入乡村途径探究——以乌镇横港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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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艺术介入乡村，激发本地乡村活力，实现村落经济复苏的方式已成为乡村建设的主流。本文以中国乌镇横港村 2015 至
2019 年的乡建成果为研究内容，通过对不同的艺术介入乡村模式的探讨，以及不断变化发展的艺术 IP 理念的分析，总结出
一条适应当下乡村建设、可借鉴、可推广的发展道路，为艺术介入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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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艺术介入乡村的意义

“新农村”到“美丽乡村”建设发展浪潮的转变，让艺

术与乡村的结合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因此，大量的艺术家和

设计师投入到了新一轮的乡村建设中，也诞生了诸多带有实

验性质的艺术项目。在这些作品中，艺术家们往往更多的在

表达个人的艺术观点与理念，对本地村民的诉求，和如何通

过作品带动村落的复苏考虑不足，这就导致了大多数的艺术

乡村建设变成一场临时狂欢，让“艺术带动乡村发展”成为

口号 [1]。

其实早在 2000 年，日本的艺术家们就以艺术介入乡村的

方式重塑乡村 [1]。在日本的越后妻有地区，艺术家们在创作

的过程中，基于场域本身，合理的取舍与表达，让“大地艺

术节”的举办大获成功，唤起了社会对生活在此地人的关注。

至今，越后妻有已变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村落。可见，

新时代下，因地制宜的艺术介入，可以极大的激发了乡村的

潜能，吸引着青年劳动力的回乡创业。让青年人更积极地参

与本地乡村建设中来，形成经济创收和良性循环。

中国乡村众多，资源特质千差万别，艺术介入乡村的

道路还处在初期的摸索阶段，但基于艺术手段的诸多优点，

必将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路径，对乡村的发展起到

不可代替的积极作用，其理论与方法也将随着实践不断发展

完善。

2 艺术介入乡村的形式

在艺术如何介入乡村的问题上，中国的艺术家，企业家，

教授学者都进行了积极地尝试和努力，经过大量的乡村实践，

当前主要以艺术家作为主导，政府扶持和政府搭台，邀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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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家唱戏这两种作为主要的介入形式，并在诸多乡村取得了

满意的成效。

2.1 以艺术家作为主导的介入模式

以艺术家个体为主导的乡村建设中，画家村宋庄的崛起，

十分迅猛，目前，已经成长为国际知名的艺术聚集区。宋庄

镇的状况：宋庄的位置在中国北京市东六环通州区，总面积

约 120 平方公里，地形平坦，以小麦，玉米作为主要农作物，

村庄文化脉络淡薄，为无明显特质。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

方力钧，栗宪庭为首的大批艺术家从圆明园艺术区撤离，宋

庄以低廉的租金，和静谧的创作环境，成为了艺术家新的沃

土。在短短十年间，宋庄艺术家已多达上千人，宋庄作为“画

家村”开始在北京，乃至中国具有了一定影响力，并随着影

响力的增强，政府的介入与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在中国文化

部和市政府的主办下，“艺术产业博览会”，“宋庄文化节”

等展览活动络绎不绝。2007 年，中国最大的动漫企业之一“三

辰卡通集团”入驻北京宋庄，宋庄从单纯的画家村开始，向

包含电影，音乐，动漫，建筑等艺术综合体转变，“文化造镇”

已成为了宋庄新的发展路径。截至 2019 年，宋庄经济产值已

达到 2.5 亿以上，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宋庄发展的成

果，离不开艺术家的带头牵线，和后期政府，政策的支持。

除此以外，山西的许村，黄山的碧山村等，都在艺术家主导

模式下取得了很好的建设效果。但对于大多数艺术家主导介

入的村落，常常发展周期长，见效慢，对艺术家和策展人的

乡建理念要求较高，不容易“出圈”，形成足够的传播影响力，

往往属于村庄早起发展的先锋实验。

2.2 以政府作为主导的介入模式

在中国江浙等一些具备一定经济水平的村落，对自身地

方形象的提升，文化脉络的挖掘更为迫切。政府的投资邀请，

也让艺术家，策展人在村落的艺术实践中有了更大的舞台，

大型，规模化的艺术活动成为激活乡村的主要形式。例如，

2016 年，“乌托邦·异托邦——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

中国乌镇作为江南名镇，有着优质的自然与人文资源，经济

水平高。在政府带头和充足资金的投入下，一场规模空前浩大，

聚集超过 15 个国家，上百组艺术作品的先锋展览在乌镇开展，

吸引了百余万景区游客，成为了当时的网红打卡地，取得了

文化传播的巨大成功。但巨大的经济投入，和文化传播的可

持续性，成为了政府主导模式的短板和隐患。目前，中国的

美丽乡村建设，80％～ 90％的投入经济均来自于各级政府 [2]。

在第一届大型艺术展览后，是否有足够的传播与经济的转化

能力，以及是否还有足够资金支持第二届和村落的其他支出

的能力。这些潜在的风险让该模式主要局限在经济水平良好，

有一定特点和知名度的村落，效果好的同时也伴随着高风险。

3 横港模式

在美丽乡村的大环境下，除了艺术家，大量的设计公司、

企业家与投资人也投入其中，试图找寻新的乡村模式，在村

落的保护和开发中找到平衡。横港村位于桐乡乌镇，地理环

境优越，气候宜人，旅游热门乌镇景区离横港村不足 5 公里，

但也因此导致了，横港村人口与资源不断向乌镇靠拢，本地

常驻人口已不足千人，经济水平低下。在 2015 年，“互联网

+ 美丽乡村”大会在乌镇举办，横港村也因此受到设计公司

的关注，并于当年开始了以企业为主导的乡村实践 [3]。

3.1 企业搭台

不同于大多数政府和艺术家的合作关系，企业的主导介

入，为乡建带来了新的可能与结果。作为一个部门齐全的设

计公司，往往具备一定的成熟的调研策划，数据分析，设计

改造，维护运营等全方位的综合能力，并拥有超越大多数贫

困县和个人艺术家的经济启动实力，在乡村的定位与发展路

径中，更能提供具有综合视野和经济价值的战略方针和实践

行动。以横港村来说，企业将横港村定位平台型村落，将学

生，儿童，年轻的爸爸妈妈作为主要潜在游客，以“自然科普，

亲子教育”作为村落新的发展主题，通过艺术的手法，搭建

活动平台。儿童户外课堂，手工教室，阳光草坪，都为亲子

活动提供了很好的场地，成为桐乡市节假日增加亲子感情的

好去处。此外，公共基础设施的简单艺术化，营造了一个趣

味乡村社区，让村民有地可去，有地可待，满足乡村自身文

娱需求的同时，也为吸引艺术家，引入艺术活动，打下了很

好的基础 [4]。企业的牵头，介于政府和独立艺术家之间，可

以更好的做到艺术改造和乡村保护的平衡，在企业追逐利益

的同时，也可以让村民获得较为实在的环境改善和经济收入，

乡建的成功率较高。

3.2 IP 意识与运营思维

在文化产业中，一个快时尚 IP 的成功创立，往往可以让

企业快速回本，短时间内获得巨大收益 [5]。在横港村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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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针对主要的目标儿童人群，提取本地特色元素，创造了，

鸭子夫妇，小鸭冒险，蚕宝宝等充满儿童趣味的 IP 形象与故

事。将 IP 投入到公共艺术和文创产品中，形成完整的文化链，

增加了本地景点和产品的附加值，为企业和在地村落创造了

巨大的经济价值。不置可否的是，在快速获利的同时，要对

IP 进一步优化完善，提高文创产品的质量，这样才能将小鸭，

蚕宝宝等变成可持续发展的优质 IP，结合村落本身，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美丽乡村”。

纵观中国数不胜数的乡村改造项目，大多数都虎头蛇尾，

盛极一时，却又以失败告终，不管是谁为主导的乡村建设模式，

可持续的运营都是当前乡村建设中的难点。而在横港模式中，

横港成为了大学生和年轻设计师群体的试验田。以设计企业

为主办投资，从 2015 至今开展一年一度的横港乡建营，为大

学生和刚刚踏入社会的青年艺术工作者提供了一个月从图纸

到落地，亲力亲为参与乡村建设的机会，也激发了乡村活力，

在乡建的过程中，村民与学员同吃同工作，确保了设计的在

地性。此外，时间的限制，往往只能设计施工村落的一小部分，

但乡建营活动的优点也在于“小”，能够保证设计成果的控制，

也为下一届乡建营做好基础，不会一次性改造的过于饱和，

为乡建道路的发展留出检验和试错的空间。经过 5 届的乡建营，

横港村在国际艺术村的道路上已初见成效。这种低成本的乡

建手段，启动要求低，在改造乡村的同时，企业也可对外收费，

降低开营成本，且对本地政府财政支持的需求不高。乡村的

发展和传统的保留与传承，离不开产业的依托 [6]。这种将企

业为桥梁，以旅游和自然教育作为横港村未来发展的方向产

业，通过设计乡建营为手段的乡村发展模式，逐渐得到了社

会认可与传播，成为了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

4 结语

乡村亲子乐园的搭建，营造出了回归自然的氛围，让来

此游乐的孩童与家人体验了一个丰满趣味的乡村生活，也让

横港村的建设作为一种艺术介入乡村模式的探索，取得了阶

段性的成功。在亲子自然教育的主题明确后，企业和设计师

从一两个建筑开始，不断的激活乡村这个社区，2015 年的鸭

棚改造，2016 年的书院建设，2017 年的仓库变食堂，2018 年

的景观花园，趣味装置。这种“以点带面”的激活方式，通

过企业品牌的宣传，让横港村成为了艺术改造乡村的先行者，

为艺术振兴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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