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串 串 葡 萄 就 像 一 张 张 小 嘴 ，说 出

的尽是最美的情话。

这 话 不 是 我 说 的 ，是 四 川 人 万 向 贵

说 的 。 之 前 ，他 一 直 生 活 在 有“ 休 闲 之

都 ”美 誉 的 名 城 成 都 ，并 有 着 20 多 年 的

葡 萄 种 植 经 验 。 几 年 前 ，他 和 十 几 个 同

乡 出 川 入 皖 ，来 到 安 徽 长 江 边 的 金 坝

村 ，成 立 了 自 己 的 农 业 合 作 社 。 他 种 的

葡 萄 有 十 几 个 品 种 ，包 括 巨 峰 、夏 黑 、巨

玫瑰、阳光玫瑰、金手指等。

我的家乡与金坝村毗邻，算是邻村，

一 条 叫 作 清 水 港 的 小 河 将 两 座 村 落 隔

开 ，也 将 不 同 种 植 区 域 隔 开 。 我 经 常

想 ，环 境 是 相 似 的 ，条 件 也 是 相 同 的 ，然

而沉默的土地总是充满令人意想不到的

创 造 力 ，你 种 下 不 同 的 种 子 ，它 就 会 开

出 不 同 的 花 ，结 出 不 同 的 果 ，人 们 的 日

子 也 会 收 获 新 的 丰 足 。 因 此 ，我 经 常 过

河 ，到 这 里 欣 赏 与 家 乡 截 然 不 同 的 乡 村

景 致 ，看 一 看 这 些 效 益 更 高 、挣 钱 更 多

的葡萄园。

“ 远 看 玛 瑙 紫 溜 溜 ，近 看 珍 珠 圆 溜

溜 。 用 手 一 掐 水 溜 溜 ，用 嘴 一 咬 甜 溜

溜 。”好 用 叠 词 的 四 川 方 言 十 分 好 听 ，万

向 贵 笑 眯 眯 地 为 他 的 葡 萄 代 言 。 如 今 ，

他 所 在 的 合 作 社 葡 萄 种 植 面 积 已 达 870

亩 。 这 几 年 通 过 技 术 革 新 ，亩 产 达 到

2500 到 3000 斤 ，平 均 一 亩 地 的 产 值 超 过

1 万 元 。 说 起 葡 萄 ，他 一 脸 滋 润 ，内 心 都

是甜蜜。

眼下正值冬天，葡萄早已下架，但万

向 贵 一 家 依 然 驻 守 在 葡 萄 大 棚 旁 边 ，给

葡 萄 剪 枝 、绑 枝 。 田 垄 沟 边 ，可 以 发 现

不少新剪的葡萄枝散落在地。万向贵笑

着 说 ，葡 萄 不 怕 大 冷 大 热 的 温 差 ，也 不

需 肥 土 沃 壤 ，但 葡 萄 生 长 喜 欢 阳 光 水

分 ，枝 叶 过 于 浓 密 ，会 分 散 葡 萄 藤 的 营

养 ，影 响 果 实 的 口 感 ，所 以 要 想 葡 萄 好

吃 ，就 要 舍 得 剪 枝 。 冬 天 葡 萄 叶 子 掉 光

了 ，正 是 剪 枝 的 最 佳 时 机 。 来 年 葡 萄 长

叶 、挂 果 后 ，也 需 要 适 时 修 剪 ，留 下 最 好

的果子，静待夏秋丰收。

从 春 忙 到 秋 ，再 加 上 冬 天 对 来 年 的

准 备 ，所 有 的 汗 水 和 等 待 都 是 值 得 的 。

每 年 立 秋 之 夜 ，万 向 贵 一 家 都 会 在 葡 萄

架 下 吃 葡 萄 迎 秋 。 春 节 前 后 ，他 们 也 会

将 储 存 的 葡 萄 做 成 最 好 的 宴 席 ，享 受 这

种独有的甜蜜。

住在金坝村，早上醒来，会听到各种

各 样 的 鸟 叫 ，一 声 接 着 一 声 ，非 常 清 脆 ，

仿佛吃饱了芬芳。一颗颗小小的葡萄甜

蜜 了 村 民 的 生 活 ，也 丰 厚 了 村 民 的 腰

包 。 虽 然 平 民 百 姓 不 容 易 享 受 到“ 葡 萄

美 酒 夜 光 杯 ”，但 可 以 享 受 万 紫 千 红 的

葡萄和葡萄的美好。

当 葡 萄 枝 从 地 下 爬 出 ，长 出 紫 色 的

笑 脸 ，葡 农 的 手 和 葡 枝 、葡 叶 、葡 萄 紧 紧

握在一起，和汗水浸泡的岁月握在一起，

给 这 片 土 地 写 了 一 地 紫 色 的 情 书 ，上 面

布满他们和岁月交谈的语言。那一嘟嘟

一 串 串 亮 晶 晶 的 葡 萄 ，仿 佛 睁 着 一 双 双

珠圆玉润的眼睛，在向我们诉说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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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 之 水 ，白 石 凿 凿 。 素 衣 朱

襮 ，从 子 于 沃 ……”《诗 经·唐 风·扬

之 水》，使“ 沃 ”（曲 沃）这 个 地 名 在 中

国文学的源头上有了标注。

以 诗 记 史 。《扬 之 水》说 的 是 春

秋 时 期 ，晋 昭 侯 封 其 叔 父 成 师 于 曲

沃 ，号 为 桓 叔 。 后 来“ 沃 盛 强 ，昭 公

微 弱 ，国 人 将 叛 而 归 沃 ”，于 是 有 了

晋 国 历 史 上 著 名 的“ 曲 沃 代 翼 ”事

件 。 诗 里 描 写 的 是 事 件 发 生 前 的 一

个场景。

“ 翼 ”是 春 秋 时 期 晋 国 的 早 期 都

城 ，晋 之 源 在 周 成 王“ 桐 叶 封 弟 ”的

唐 尧 故 地 。“ 唐 风 晋 韵 ”一 脉 相 承 ，传

说 中 晋 国 宫 廷 贵 胄 打 猎 的“ 临 郊 ”，

即今山西曲沃北董乡南林交村。

几人才能合抱的银杏树、元代始

建的龙泉古寺、斑驳的古城墙……一

切都喻示着时间里的厚重沉淀。

湖 水 是 南 林 交 村“ 世 外 莲 园 ”的

魂 ，也 是 小 村 的 画 心 。 那 水 源 自 山

那 边 一 眼 翻 花 涌 浪 的“ 沸 泉 ”，中 途

还 汇 合 了 山 上 龙 王 池 的 水 。 自 然 的

水 与 人 文 的 水 ，一 路 淙 淙 洒 洒 、泼 银

溅 玉 、越 山 跨 岭 而 来 ，围 拢 起 紫 金 山

北 麓 、“ 扬 之 水 ”畔 南 林 交 村 的 地 理

坐 标 。 然 后 又 有 了 这 顺 坡 就 势 、层

叠 回 旋 、绸 缎 般 铺 洒 着 的 湖 。 湖 水

及 随 处 形 成 的 瀑 、潭 、池 ，将 周 边 的

田 野 树 木 、农 家 光 景 映 于 其 中 。 湖

面 上 栈 道 木 桥 回 环 ，让 人 恍 若 置 身

二 十 四 桥 明 月 夜 的 瘦 西 湖 。 湖 面 观

赏 亭 下 、湖 畔 农 家 院 外 ，有 三 三 两 两

的 老 人 闲 坐 聊 天 ，岸 边 有 人 撑 了 竿

子与鱼对话。

湖边池畔，不时有诗刻于不同造

型 的 石 面 上 ，石 沿 上 栖 着“ 相 鼠 ”“ 蟋

蟀 ”“ 雎 鸠 ”等 ，都 是《诗 经》里 跃 出 的

意 象 。 农 舍 时 隐 时 现 ，屋 体 墙 面 的

诗 配 画 ，是《诗 经·国 风》的 还 原 或 再

现 。 较 之 常 见 的 标 语 口 号 ，诗 画 裹

于 屋 体 ，这 才 是 农 家“ 保 温 ”“ 保 鲜 ”

最“国潮”的装束吧？

“ 诗 经 园 ”畔 的 露 天 舞 台 上 ，锣

鼓 家 什 推 着 高 声 部 的 戏 腔 一 闸 门 放

出 去 ，牵 了 村 里 的 老 老 少 少 ，引 着 外

来 的 男 男 女 女 。“ 看 戏 去 ！”一 时 间 ，

林 间 水 畔 的 场 院 里 ，或 自 带 板 凳 马

扎 ，或 随 便 一 个 木 墩 石 块 ，一 簇 簇 人

如向日葵般开满了激情和欢乐。

台 上 有“ 扬 之 水 ”的 舞 、碗 碗 腔

的 戏 、“ 董 狐 直 笔 ”的 情 景 剧 ，都 是 地

道纯正的地方内容地方味儿。

尤 其 是 那“ 董 狐 直 笔 ”。 老 人 们

说 ，董 狐 就 是 他 们 北 董 乡 的 人 ，“ 董

狐 直 笔 ”原 先 就 是 他 们 口 里 的 故 事 ，

现 在 真 真 地 演 了 出 来 ，比 他 们 讲 得

有意思多了。

人在景中，也在文气充盈的崭新

光景里。

文 旅 融 合 ，“ 文 ”培 植 了 地 力 肥

厚 的 一 方 水 土 。 农 旅 相 加 ，“ 农 ”才

是根本所在。

乡村该是何种模样，田园该有怎

样 的 风 景 ，答 案 从 一 个“ 诗 经 故 里 ”

田园综合体慢慢品味慢慢找。

以南林交村为中心，襟带周边的

十里八村，“诗经故里”有 4 个休闲农

业 功 能 区 。“ 荷 塘 休 闲 区 ”的 千 亩 莲

池 除 了 盛 产“ 十 里 荷 花 带 月 ”的 诗

意 ，还 是 国 家 地 理 标 志 认 证 的 莲 菜

产 地 。“ 我 们 的 莲 菜 汁 多 脆 甜 ，是 可

以 当 水 果 吃 的 。”浓 浓 的 乡 音 里 流 淌

着浓浓的自豪和自信。

一 分 自 豪 ，缘 于“ 晋 之 源 ”的 响

亮 品 牌 ，那 里 蕴 含 着 中 国 餐 桌 的 绿

色 密 码 。 从 市 内 到 市 外 、从 省 内 到

省 外 乃 至 国 外 ，农 博 会 、交 易 会 、年

货 会 ，只 要 有“ 山 西 曲 沃‘ 晋 之 源 ’”

标 识 ，一 展 出 就 要 脱 销 的 。 如 此 集

万 千 宠 爱 于 一 身 ，能 不 让 人“ 豪 ”情

满怀吗？

一分自信，基于以合作社为主导

的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 南 林 交 龙 王

池 莲 菜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南 林 交 改

良 大 蒜 专 业 合 作 社 、龙 汾 蔬 菜 农 民

专业合作社……莲菜合作社带动 100

多 户 莲 农 ，大 蒜 合 作 社 覆 盖 20 余 个

村子……技术引领在先，托底销售在

后 ，“ 酒 香 不 怕 巷 子 深 ”，曾 经 货 找 市

场 的 艰 难 变 成 了 地 头 销 售 的“ 王 者

荣耀”，能不让人自信满满吗？

自 信 自 豪 助 推 着 ，有 了“ 万 亩 大

蒜 观 光 体 验 区 ”。 农 忙 时 ，有 蒜 薹 采

摘 节 ，既 满 足 学 生 及 游 客 的 农 桑 拓

展 体 验 ，又 缓 解 农 人 采 摘 的 人 力 紧

张 。 依 托 合 作 社 发 展 的 黑 蒜 、小 米

醋 泡 蒜 等 新 产 品 不 胫 而 走 ，成 为 外

来客背包里的稀罕货。

“ 荷 塘 休 闲 区 ”如 今 也 是 游 客 采

莲 蓬 、挖 莲 藕 的 休 闲 体 验 区 。“ 休 闲 ”

是 乡 村 的 文 心 诗 眼 ，那 就 再 来 个“ 民

宿 民 俗 体 验 区 ”吧 ，一 度 闲 置 的 老 房

旧 屋 ，有 了 舒 适 性 、功 能 性 相 佐 ，成

了备受欢迎的花房暖巢。

此 外 ，还 有 个“ 林 下 休 闲 体 验

区 ”。 花 间 林 下 ，观 星 落 日 出 ，听 虫

啾 泉 鸣 。 回 归 自 然 ，诗 意 栖 居 ，诗 不

在远方，就在身边的烟火日子里。

栖居“诗经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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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北董乡南林交村

河南汤阴部落村位于太行山东麓浅

山 丘 陵 地 带 、汤 河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范 围

内 ，三 面 环 水 ，形 似 半 岛 ，所 以 又 被 称 作

“部落半岛”。

时 值 隆 冬 ，村 庄 内 外 ，河 道 两 岸 ，花

草 树 木 早 已 脱 下 华 丽 的 外 衣 ，一 切 都 变

得 通 透 起 来 。 举 目 可 见 高 处 的 云 朵 、低

处 的 流 水 ，还 有 眼 前 的 房 舍 与 远 方 的 街

景 ，不 用 登 高 ，部 落 半 岛 的 风 韵 即 可 尽

收眼底。

与 其 在 村 口 眺 望 ，不 如 到 村 内 走

访 。 部 落 村 是 全 国 文 明 村 ，走 进 村 庄 ，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街道两旁的一溜儿文

明 标 牌 ，凑 近 一 看 ，不 由 得 为“ 星 级 文 明

户”“四好人物”“卫生标兵”点赞。

部 落 村 的 新 村 与 旧 村 相 连 ，紧 紧 依

偎 在 一 起 。 新 村 里 ，别 墅 楼 院 一 座 座 、

一 排 排 ，尽 显 新 型 社 区 的 时 尚 风 范 。 而

旧 村 并 不 旧 ，街 巷 整 洁 有 序 ，房 屋 高 低

错 落 ，一 色 的 白 墙 黛 顶 。 正 走 着 ，忽 闻

一 阵“ 唧 唧 、嗒 嗒 ”声 ，循 声 而 去 ，很 快 探

明 声 音 的 出 处 ，原 来 是 村 中 有“ 木 兰 当

户 织 ”。 不 是 一 户 ，而 是 一 条 街 。 传 统

的 农 家 织 布 作 坊 一 家 挨 着 一 家 ，彰 显 新

时代“木兰”灵巧勤劳的朴实风采。

冬 日 的 暖 阳 透 过 树 枝 ，洒 下 一 地 斑

驳 ，如 同 给 部 落 村 穿 上 了 印 花 衣 裳 。 河

水 还 没 有 结 冰 ，寒 风 拂 过 ，一 圈 圈 涟 漪

把 倒 映 在 水 面 的 风 景 或 拉 长 、或 变 形 、

或 揉 碎 。 三 三 两 两 的 小 鸟 掠 水 而 过 ，发

出 清 脆 悦 耳 的 鸣 叫 ，箭 一 般 飞 到 岸 边 的

树枝间。

沿 着 河 岸 观 光 步 道 前 行 ，见 一 巨 石

静 卧 草 丛 ，上 雕“ 清 廉 ”二 字 ，颇 觉 这 里

的 意 境 之 美 。 部 落 半 岛 很 美 ，美 在 庭

院 ，美 在 街 巷 ，也 美 在 公 园 。 这 里 有 滨

河 公 园 、党 风 廉 政 公 园 ，还 有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主 题 公 园 。 公 园 里 、街 巷 间 、农

家 院 内 ，演 绎 出 一 个 又 一 个 文 明 的 故

事 。 党 员 帮 扶 、志 愿 服 务 、邻 里 互 助 ，一

幅 幅 美 丽 图 景 定 格 在 镜 头 里 ，刻 印 在 时

光 里 ，收 藏 在 村 史 展 馆 里 。 展 馆 不 大 ，

详细记述着部落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追梦故事。

追梦故事里，满是奋斗的旋律，高潮

处 ，当 属“ 精 忠 报 国 培 训 基 地 ”。 部 落 村

与 岳 飞 故 里 同 在 汤 河 岸 边 ，可 谓“ 一 衣

带 水 ”，更 与 汤 阴 岳 飞 庙 相 距 不 远 。 千

百 年 来 ，岳 飞 精 忠 报 国 的 信 念 在 这 里 代

代传承。

精 忠 报 国 培 训 基 地 有 大 气 的 教 学

楼 、舒 适 的 学 员 楼 与 互 动 式 的 研 讨 中

心 。 一 批 又 一 批 党 员 干 部 来 到 这 里 ，聆

听“ 精 忠 报 国 ”的 历 史 故 事 ，接 受“ 精 忠

报 国 ”的 思 想 洗 礼 ，也 将 岳 乡 大 地 的 文

明与美丽带到四面八方。

临 近 午 时 ，我 与 友 人 缓 步 走 向 河 岸

边 的 一 排“ 部 落 人 家 ”，走 进 一 家 中 意

的 ，立 刻 被 店 里 的 土 灶 铁 锅 吸 引 住 。 铁

锅 里 炖 的 是 汤 河 鱼 ，灶 膛 内 燃 的 是 汤 河

边 的 干 芦 苇 。 炖 汤 河 的 鱼 ，要 燃 汤 河 的

苇 ，这 样 做 出 来 的 菜 ，才 是 浑 然 天 成 的

美 味 。 灶 膛 内“ 噼 啪 噼 啪 ”作 响 ，铁 锅 里

“ 咕 嘟 咕 嘟 ”冒 热 气 ，浓 郁 的 香 味 飘 荡 在

空 气 中 ，飘 散 到 部 落 半 岛 的 各 个 角 落 与

汤 河 水 面 上 ，惹 得 鹅 鸭 在 寒 风 里 扑 棱 起

翅 膀 捉 鱼 捕 虾 。 一 切 显 得 纯 朴 而 自 然 ，

透着生机与灵气。

水好鱼好，鱼汤也好。鲜鱼汤煮面，

是这里的一道独特美味。面不是一般的

面 ，而 是“ 河 南 省 老 字 号 ”—— 汤 阴 刘 氏

空 心 挂 面 ，至 今 已 传 承 200 多 年 。 空 心

的 面 ，实 心 的 人 ，制 作 空 心 挂 面“ 必 不 敢

省 人 工 ”，需 要 经 过 二 十 八 道 工 序 。 挂

面 细 如 银 丝 ，丝 丝 空 心 ，入 锅 煮 熟 ，盛 入

碗 中 ，观 之 洁 白 像 雪 ，食 之 柔 滑 若 筋 ，滋

润胃肠。

饭饱酒足，微醺漫步部落半岛，看看

流水，听听鸟鸣，哼哼小调，飘然若仙。

部落半岛
文<杨林防

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韩庄镇部落村

北 京 市 中 心 以 北 50 公 里 ，山 区

和 平 原 的 交 界 处 ，中 轴 线 北 延 长 线

在 此 隐 于 山 谷 。 站 在 燕 山 山 脉 隆 起

的 边 缘 ，整 个 北 京 城 像 一 幅 徐 徐 展

开 的 画 卷 一 览 无 余 。 清 澈 的 溪 流 汇

入 桃 峪 口 水 库 ，平 静 的 湖 面 映 着 天

光 山 影 。 水 库 之 南 ，京 密 引 水 渠 碧

波 荡 漾 ，秦 屯 河 的 苇 花 摇 曳 生 姿 ，两

条 水 道 交 汇 之 处 ，树 林 中 掩 映 着 红

砖 灰 瓦 ，这 就 是 昌 平 区 兴 寿 镇 下 苑

村 。 在 这 个 宁 静 的 小 村 庄 ，艺 术 与

生 活 交 织 ，都 市 与 乡 村 碰 撞 ，人 与 自

然和谐。

上 世 纪 90 年 代 ，随 着 圆 明 园 画

家 村 拆 迁 ，北 京 的 艺 术 家 们 开 始 寻

找 新 的 聚 居 地 ，一 些 人 去 了 通 州 宋

庄 ，另 有 一 部 分 人 来 到 昌 平 。 1995

年 ，摄 影 家 汪 建 中 在 京 郊 漫 步 时 ，发

现 了 这 个 青 山 绿 水 的 小 村 庄 ，遂 来

此 定 居 。 一 年 后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的

王 华 祥 老 师 也 来 到 这 里 ，开 设 了“ 飞

地 艺 术 坊 ”。 后 来 ，村 里 又 入 住 了 著

名 雕 塑 家 钱 绍 武 、田 世 信 、孙 家 钵 、

郑 玉 奎 ，油 画 家 邓 平 祥 、杜 键 、孙 逊 、

万 纪 元 等 一 大 批 知 名 艺 术 家 。 钱 绍

武 题 写 的“ 下 苑 艺 术 家 村 ”石 碑 ，成

为下苑村的标志。

老 艺 术 家 的 到 来 也 不 断 吸 引 着

青 年 艺 术 家 来 此 学 习 、生 活 。 经 过

20 多 年 的 发 展 ，如 今 ，常 住 下 苑 村 的

艺 术 家 已 有 80 多 户 ，并 且 形 成 了 以

下 苑 村 为 中 心 ，包 含 上 苑 村 、秦 家 屯

村 、桃 峪 口 村 、东 新 城 村 、西 新 城 村 、

辛 庄 村 等 多 地 的 艺 术 家 区 ，共 有 200

多位艺术家生活在这片区域。

下 苑 村 不 大 ，户 籍 人 口 只 有 400

余 人 ，本 地 的 年 轻 人 大 多 进 城 了 ，村

中 以 老 年 人 为 主 。 在 这 里 ，时 常 能

见 到 老 人 在 街 巷 里 晒 太 阳 ，或 是 在

自 留 地 侍 弄 蔬 菜 和 庄 稼 ，也 往 往 能

在 村 子 附 近 的 水 库 边 、小 山 上 、树 林

里 见 到 写 生 的 艺 术 家 和 孩 子 们 。 田

世 信 夫 妇 逛 早 市 时 与 熟 识 的 村 民 热

情 地 打 招 呼 ，万 纪 元 老 师 在 村 中 遛

狗 时 也 喜 欢 和 大 家 聊 天 。 这 些 声 名

在 外 的 艺 术 家 们 丝 毫 没 有 架 子 ，在

这 里 过 着 普 通 村 民 的 生 活 。 每 周 三

下 午 ，还 能 看 到 村 里 的 巾 帼 志 愿 者

们 捡 拾 垃 圾 ，她 们 从 2017 年 起 自 发

推 广 垃 圾 分 类 ，才 有 了 下 苑 干 净 整

洁 的 环 境 。 整 个 村 子 的 节 奏 很 慢 ，

就像平静的湖面泛着浅浅的涟漪。

20 多 年 间 ，艺 术 浸 润 着 这 片 土

地 ，渐 渐 与 村 民 的 生 活 完 全 交 融 。

陶 艺 家 郑 玉 奎 长 期 在 自 己 的 工 作 室

免 费 授 课 ，下 苑 村 的 村 民 多 多 少 少

都 会 捏 点 东 西 。 村 民 王 宝 珠 和 刘 秀

芬 夫 妇 年 轻 时 给 艺 术 家 运 输 参 展 作

品 ，接 触 多 了 ，也 拿 起 画 笔 ，画 起 他

们 熟 知 的 农 村 生 活 。 虽 未 经 专 业 训

练 ，他 们 的 画 却 生 动 传 神 ，讨 人 喜

欢 ，被 人 收 藏 的 有 几 十 幅 ，甚 至 还 有

一 幅 漂 洋 过 海 卖 到 了 德 国 。 村 民 陈

德 明 是 个 木 匠 ，由 于 常 常 帮 艺 术 家

做 木 工 ，也 喜 欢 上 了 木 雕 ，时 不 时 在

自 家 门 口 摆 弄 自 己 的 作 品 。 兴 寿 镇

的 草 莓 又 大 又 甜 ，陈 德 明 喜 欢 雕 刻

一 个 个 大 大 的 草 莓 ，刷 上 红 漆 ，在 十

里 八 乡 都 出 了 名 。 村 党 支 部 副 书 记

陈 永 忠 将 一 幅《松 鹤 朝 日 图》画 上 了

巷 子 里 的 墙 壁 。 陈 永 忠 60 多 岁 了 ，

对 村 里 的 大 街 小 巷 、家 家 户 户 谙 熟

于 心 ，是 下 苑 村 的“ 活 地 图 ”。 由 于

喜 欢 书 画 ，他 常 常 与 村 里 的 艺 术 家

交 流 切 磋 ，成 为 沟 通 艺 术 家 和 村 民

之 间 的 桥 梁 。 2016 年 ，昌 平 区 老 干

部（老 年）大 学 兴 寿 分 校 落 址 下 苑

村 ，开 设 了 书 法 、国 画 、太 极 拳 、陶 艺

等 课 程 ，由 陈 永 忠 担 任 校 长 ，村 里 的

艺 术 家 们 免 费 授 课 ，吸 引 着 周 围 村

庄 的 许 多 人 前 来 学 习 。 还 有 很 多 年

轻 的 艺 术 家 ，像“ 黑 子 ”、解 雨 凝 、李

化 猛 、孙 艺 鸣 、杨 鑫 珂 、蒋 可 钰 、郑 志

岩 等 ，都 积 极 参 与 村 庄 的 发 展 ，共 同

维护着这个富有活力的艺术社区。

艺 术 和 下 苑 ，相 伴 共 生 、不 可 分

割 。 艺 术 来 源 于 生 活 ，生 活 本 身 又

构 成 了 艺 术 。 乡 村 的 山 山 水 水 、花

花 草 草 、莺 啼 蝶 舞 、犬 吠 鸡 鸣 、那 些

可 爱 的 人 和 事 儿 ，都 是 不 可 复 制 的

作 品 。 艺 术 根 植 于 乡 村 ，才 显 得 更

有 灵 魂 、更 接 地 气 儿 ，这 是 在 城 里 体

会不到的感觉。

初到下苑不久，我便受王宝珠与

“ 黑 子 ”邀 请 ，来 到“ 黑 空 间 ”工 作 室

做 客 。“ 黑 子 ”原 名 申 建 军 ，他 极 喜 爱

村 北 的 桃 峪 口 水 库 。 一 进 工 作 室 ，

就 能 看 到 几 幅 大 大 的 油 画 上 尽 是 蔚

蓝 的 波 涛 。 王 宝 珠 是“ 黑 子 ”的 房

东 ，也 在 这“ 黑 空 间 ”里 作 画 ，画 得

最 好 的 当 数 活 灵 活 现 的 小 毛 驴 。

2016 年 ，热 情 好 客 的“ 黑 子 ”在 自 己

的 工 作 室 举 办 了 十 多 个 展 览 ，将 村

里 的 艺 术 家 们 组 织 起 来 ，从 此 ，艺

术 家 们 与 村 庄 有 了 更 多 的 交 流 和

互 动 。 2018 年 ，下 苑 村 举 办 了 第 一

届 艺 术 生 活 节 ，汇 聚 了 雕 塑 、音 乐 、

绘 画 、舞 蹈 、戏 剧 、影 像 等 诸 多 领 域

的 艺 术 家 。 他 们 和 村 民 一 起 画 画 、

捏 陶 塑 、载 歌 载 舞 ，在 环 保 市 集 出 售

自 制 的 手 工 产 品 ，好 不 热 闹 。 2022

年 4 月 ，在 村 委 会 的 召 集 下 ，几 十 名

艺 术 家 、村 民 和 小 朋 友 共 同 绘 制 了

反 映 下 苑 生 活 的 200 平 方 米 墙 绘 。

村 南 的 空 地 被 种 上 草 皮 ，变 成 雕 塑

广 场 。 孙 家 钵 的《老 子》、王 少 军 的

《跨 越 昆 仑》、果 滋 滋 的《春 风 的 形

状》等 雕 塑 作 品 作 为 永 久 性 设 施 保

留在下苑村。

经过多年发展，如今的下苑村已

成 为 集 艺 术 、体 验 、民 宿 、餐 饮 、骑 行

于 一 体 的 艺 术 乡 村 。 民 宿“ 侃 谱 空

间 小 院 ”依 托 下 苑 村 近 30 年 的 艺 术

资 源 积 累 ，打 造 了 绘 画 、音 乐 、现 代

舞 、骑 行 俱 乐 部 、越 野 俱 乐 部 、艺 术

手 作 市 集 等 不 同 风 格 的 主 题 空 间 ，

让 入 住 客 人 能 够 零 距 离 接 触 自 己 喜

欢 的 艺 术 形 式 。“ 侃 谱 小 食 堂 ”集 特

色 餐 饮 和 艺 术 展 示 于 一 体 ，以 黔 东

南 酸 汤 火 锅 为 主 打 菜 ，同 时 举 办 多

个 系 列 艺 术 作 品 展 览 。“ 纳 森 蒙 克 空

间 ”集 特 色 餐 饮 、咖 啡 、酒 吧 、游 戏 、

音 乐 于 一 体 ，音 乐 是 这 里 必 不 可 少

的佐餐佳肴。

寂静的冬日，在下苑村品尝一杯

咖 啡 ，参 观 一 场 艺 术 展 览 ，体 验 一 次

艺 术 游 戏 ，再 到 附 近 的 草 莓 棚 中 采

摘 甜 甜 的 草 莓 ，到 桃 峪 口 水 库 欣 赏

雪 后 美 景 ，到 静 之 湖 滑 雪 场 体 验 滑

雪 乐 趣 ，最 后 在 充 满 艺 术 特 色 的 传

统 民 居 沉 沉 睡 去 。 这 或 许 是 冬 日 暖

阳中最惬意的事情了吧。

下苑艺术之旅
文<靳雪洲

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下苑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