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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艺术扮靓乡野

张如元是浙江温州人，1961年考入
温州工艺美术学校国画班，师从陈成九、
戴学正、方介堪等名师学习古典文学、书
法篆刻和山水画，现为浙江省文史研究
馆馆员、浙江省甲骨文学会副会长、中国
美术学院书法系客座教授、西泠印社社
员。

鹤盛镇上日川村，原先只是楠溪江
畔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2016年，
上日川村村民、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
后周建朋回到家乡，改造自家老屋并将
其命名为“茂林幽趣”，后成为该村“箬溪
精舍”品牌的第一家民宿。同年，张如元
受邀第一次来到上日川村。一行人踏歌
田园、体验农耕，张如元趁着酒兴赋诗一
首：“曾到箬溪博士家，溪山深处静无
哗。一杯村酿人半醉，还乘夕晖去种
瓜”。“正是张老师的一首诗和一张照片
鼓励我为家乡发展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周建朋说。

2018年，上日川村正式启动“箬溪
国际艺术村”建设，全域推进环境整治，
旨在“以艺术植入乡村，助力乡村振
兴”。他们曾经走过的田间小路上修缮
了木栈道，旁边建起了图书馆，农田则
“摇身一变”成为“艺术家菜园”，张如元
为其命名“陶谢赏心处”，并率先在园子
里圈了一块地，唤作“此中有真味”。此
后，周建朋、张如元经常带着艺术家朋
友、学生团队来游山玩水、写生创作，“陶
谢赏心处”现有著名艺术理论家邵大箴
的“苦瓜园”、艺术理论家柯文辉的“醉碧
园”、艺术理论家刘曦林的“香草园”、原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龙瑞的“萝卜园”等60
多个菜园。这一处处趣味盎然的别致景
观，如星星点点萤火点缀乡野林间，画纸
上的美丽乡村图景已逐渐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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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村子里到处是猪圈、牛圈，垃圾遍地，车都开不进来。这两年环境好了，村民的卫生习惯、思想观念都有了很大转
变，不容易……”在11月22日举行的箬溪国际艺术村张如元工作室落成仪式暨瓯澜社书画篆刻作品展上，谈及上日川村近
年来的变化，76岁的张如元心情复杂，几度红了眼眶。

从“脏乱差”到“洁净美”，再到远近闻名的网红“艺术村”，张如元是上日川村乡村振兴的见证者，也是这一场美丽“蝶变”
的策划者、参与者。

落笔：艺术浸润心灵

“老师教导我们，书画艺术不能浮于技术层面，而
是要注重艺文兼修。”瓯澜社成员、龙湾区书法家协会
秘书长项飞云说。2009年，包括项飞云在内、一群仰
慕张如元学问的青年自发聚在一起，每周二晚上跟着
张如元研习国学、题词作画，后将戏称的“张老师国学
班”正式定名为“瓯澜社”。2014年以来，瓯澜社先后
去往嘉兴海宁、杭州余杭、台州椒江等地开办书画展，
与各地专家、爱好者座谈交流，一起进步。

在工作室三楼，设有张如元先生的书房和休息室，
他把自己几十年不变的阅读习惯也带到了这个小山
村。“从我认识他起，张老师的眼睛就没离开过书本。”
据瓯澜社成员元子介绍，从温州师范学院的办公室到
退休时的温州博物馆办公室，再到家附近的工作室，张
如元每天早上八、九点到书房，晚上五点回家，坚持读
书校注。他的学习工具也紧跟时代变化，闲暇时还喜
欢玩玩微信公众号，关注专业知识和时政热点，看到
讲得比自己透彻的高手、有趣的消息，都会分享在瓯澜
社微信群。张如元的学习习惯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
人，在他看来，艺术植入乡村也是如此。

“‘艺术点亮乡村’，关键就是要植入文化、融入生
活，让农民能够接受艺术、热爱艺术。”一年前，在周建
朋的力邀下，张如元工作室启动建设。此次工作室落
成仪式上，为期三个月的瓯澜社书画篆刻作品展同时
开幕，展出了张如元及瓯澜社14名社员创作的60余
幅书画、篆刻作品，其中不少绘画题材取自楠溪江山
水。“画的都是我们永嘉山水，看着亲切，感觉特别自
豪。”作品展对外开放，村民路过时总忍不住进来转转，
耳濡目染多了，有时还能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介绍几
句。今年夏天，张如元还在芙蓉古村瓯瓷馆、宋瓷馆开
设个人人文画小品展，展出小幅的金文、大篆书法、扇
面画、篆刻等作品，用“小清新，大气象”的书画呼应乡
村民俗展，借此传达隐匿在大幅作品中的细微情感。

“张先生的形象就是一位仙风道骨的老夫子，白花
花的胡子，拄一个拐杖，他从村里走过的时候，孩子们
都爱来跟他合影。”周建朋说，艺术家工作室成立后，村
里的老人、孩子闲暇之余，都可以过来欣赏艺术，和艺
术家们交流，潜移默化实现乡村美育教育。

展望：艺术振兴乡村

“艺术植入乡村”，最终目的是
“助力乡村振兴”。近年来，当地先后
举办了“当巴黎遇上温州”“当伦敦遇
上温州”系列艺术交流活动，打造箬
溪画廊、书法馆、美术馆、艺术品交流
中心等艺术展览、交易场所，成为山
水诗、画研学基地和写生基地。越来
越多的国内外游客、艺术家慕名而
来，带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业发展
和农产品销售，也吸引了张如元、周
钦尧等一批艺术家驻村和胡巧娅、周
建蒙等乡贤参与。

经众人集思广益，现如今，上日
川村计划以箬溪为界，统筹打造“半
村烟火 半村丹青”的文化艺术区和
美食餐饮区。“我们做的粽子、种的红
薯、花生……村里的土特产专业合作
社都能帮忙卖出去，带动大家一起致
富，真是太好了！”村民徐春丹说。作
为楠溪书院名誉院长和上日川村“艺
术点亮乡村”的“总策划”之一，张如
元每个月都会来村里转转，看看工程
项目的建设进展，和村民聊聊家乡变
化和内心期望。

“上日川的山上如果能加种些红
枫、樱花、梅花，乡民的屋前屋后种点
李、桃等果树，来年春天长新芽，过两
年一定成为好风景！”“现在村庄已经
很美了，但还是要精益求精，环境整
治还要加强。”“以后工作室要多组织
写生活动。”在这方小天地忙碌着的
每一位乡贤和艺术家，都在尽己所
能，希望为“半村烟火”多亮一盏灯，
为“半村丹青”多上一抹色，为乡村带
来更多发展的可能性，带领村民走向
精神文明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

记者 周渊蓓 沙一穗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张如元和瓯澜社部分成员张如元在工作室成立典礼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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