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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坑之变，并非只是网红打卡地的

流量奇迹。它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是

——当艺术成为山水的肌理，乡村如何

发展，怎样保持自身的完整？是成为另

一种“被消费”的对象，还是如溪水般，继

续流淌在时间的褶皱之中？

在叶村乡，一幅由美丽经济、美丽生

活、美丽生态共同绘就的乡村新图景正

在铺展——通过挖掘在地文化资源、实

施“一村一品”发展战略，农文旅得以深

度融合。横坑在这场变革中脱颖而出，

获得“浙江省十大美丽乡村”“浙江省3A

级景区村”“省级艺术乡建特色村”等诸

多荣誉。在这里，艺术不再是遥不可及

的理想，也不只是美的展现，而是对生活

方式、产业结构乃至精神世界的重新书

写，是村庄发展的核心力量。

在竹林掩映的“共富工坊”里，20多

位老人齐聚一堂，手指翻飞，正专注编制

竹艺茶席。这种长方形的竹艺品，兼具

实用性与艺术性，既可作为精致的茶席，

又可当作坐垫、杯垫等，一物多用。在杨

洋的启发下，传统技艺焕发新生。“过去

农闲时没事干，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一起

编竹垫、竹筐，每月能增加 1000 多元收

入呢。”81 岁的村民叶养心满脸笑意地

说。

文化艺术和旅游的融合，为横坑村

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玖层云水美术馆以

及一系列别具一格的艺术空间，成为文

艺爱好者与游客必到的打卡之地，也吸

引了不少学生前来开展研学活动。凭借

独特的文化资源与自然优势，横坑村与

同济大学等高校签订了校外实践基地合

作协议，推动了乡村与学术界的深入交

流与合作。

84 岁的村民周仕方曾对艺术家的

到来感到疑惑。但现在，他经常去美术

馆、竹林剧场的后台看布景装置、灯光调

试，渐渐理解了光影布局与作品情绪的

关系。虽然他仍觉得“艺术”这个词有些

遥远，却知道自己的村庄变得不一样了

——游客来了，老房子被修缮，年轻人开

始回来创业。

山不曾移动，但乡村已然改变。艺

术并未赋予村庄新的生命，而是让原本

流逝的东西被看见、被珍视。那些隐藏

在石墙后的往昔故事，在画布、装置、剧

场的光影间，找到了全新的诉说方式。

夜幕降临，玖层云水美术馆的灯光

亮起，在林间洒下柔和的光晕。不远处，

竹林剧场隐约传来婉转的吟唱，和着虫

鸣与溪水的低语，交织出属于山水的夜

曲。 管丽芬 叶承慧 刘楚冰

玖层云水美术馆的落成，如投入深

潭的一粒石子，激起的不仅是涟漪，更是

一场重塑乡土灵魂的美学盛宴。

昔日溪边杂草丛生、堆满石料废渣

的小树林，如今蜕变成了苔藓竹园；曾经

坍塌得只剩三面残墙的牛栏，摇身变为

村民呼朋唤友喝咖啡的植物艺术空间；

竹艺博物馆里，精美的竹艺品令人目不

暇接……这些“微改造”处处别出心裁，

充满艺术创作的灵感。

美术馆内，正举办一场名为“意识”

的个人展。艺术家朱楠影的版画、摄影

等作品如流动的光影，悬于墙上。泰晤

士河的波澜与松阳的山岚，仿佛跨越了

千山万水，在此共舞。作品《捕浪》系列

以沙水冲刷的肌理模拟河流的呼吸，而

《泰晤士河日志》则以独特的艺术语言重

构了河水的流动感。每一幅作品都仿佛

在与观者对话，水流的轻声与光影的交

织，让人恍若置身泰晤士河畔，陶醉于艺

术营造的优美境界。

开馆以来，美术馆已陆续举办了“抽

屉里的世界”“诗的书写”等10余场主题

展览，展出作品超450件，在不知不觉中

成为艺术与乡村的交汇点。

而在美术馆外，横坑村的变化亦在

悄然发生。

这曾是个典型的“空心村”——老屋

的梁柱被时间腐蚀，田野渐渐荒凉，常驻

村里的只有20几位老人。而今，乡间小

径游人如织，竹林剧场正在搭建新的布

景，博物馆的窗前，几个孩子正趴在台阶

上涂鸦，村民的目光从陌生到好奇，再到

沉浸其中。

很显然，艺术空间不是凭空生长的

建筑，而是乡村在时代浪潮中寻找到的

另一种延续方式。如今，村民与艺术家

共同设计的 350 多件竹艺作品，已遍布

整个横坑村，山村也因此仿佛成了一座

大型美术馆。村民沉睡的创作细胞悄然

苏醒，从最初的观赏者变成参与者，艺术

的边界因此而模糊。“村民编制的竹篮、

簸箕等竹制品，蕴含着他们对美的独特

理解，这本身就是艺术。”杨洋说。

当美渗透进村庄的每个角落，最朴

素的生存哲学也会绽放出精神之花。艺

术带来的，不只是视觉的美感，更是一种

重新凝聚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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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环绕，流水潺潺，时间的脚步在这里仿佛悄然

放缓。

村舍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每一间房屋仿佛与大自

然融为一体。小溪蜿蜒流淌，环村而过，溪水清澈见

底，俯瞰之下，宛如一条悠然游动的鳝鱼，当地也因此

得名“膳垄”。

在这片如画的土地上，玖层云水美术馆依山而建，

沿着山顶老屋的排列起伏布局，如长龙卧于清涧之

间。夯土黄墙与原木房顶，呈现出温暖的自然色调，与

古村肌理完美融合。走进馆内，独特的空间设计令人眼

前一亮：屋顶采用木拱桥的传统营造技艺，曲线如虹。

美术馆为何选址于此？故事得从2018年说起。

当时，随着“艺术助推乡村振兴——百名艺术家入

驻松阳乡村计划”启动，从北京远道而来的艺术家杨

洋，看到村口的百年廊桥横跨溪流，水畔樟树林立，村

尾飞瀑流泉，水花飞溅，不远处可见竹林随风摇曳，发

出簌簌声响，尽显清幽，被深深吸引。

“大自然是最好的设计师。我心中的玖层云水建

筑融合了石作、木作、黛瓦和夯土元素，应当沿着乡村

的风貌肌理自然伸展。”杨洋说。于是，她邀请设计师

陆翔，将这场“美学邂逅”具体化——美术馆的屋顶采

用编木拱结构，设计灵感源于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

图》中的汴水虹桥，墙面保留夯土原色，与周围的山体

和谐共生，整座美术馆如山体中生长出的艺术生命体。

视觉冲击力只是整体构思的一部分。美术馆的设

计突破了传统木拱桥平行边约束的限制，采用了非平

行边约束、变跨度和变矢高的编木拱屋架结构，曲线优

雅，层次丰富。杨洋特意邀请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胡淼，确保这

项创新设计能够完美呈现。正是这场古老技艺与现代

艺术理念的融合，赋予了美术馆一种跨越时空的艺术

张力。

2023年5月，玖层云水美术馆开馆。阳光透过编

木结构的缝隙洒落，光影斑驳，恰似水墨画中最出人意

料的留白。去年 12 月，这座美术馆荣膺 2024 年省级

“最美匠心设计空间”称号，印证了其独特的艺术价值

与文化深度。

艺术浸润

点亮乡村

春雨落在松阳县叶村乡横坑村，屋檐下旧木洇开的纹理，散发出温润的光泽。玖

层云水美术馆在山峦晨雾间，隐隐浮现。建筑如错落的岩石，嵌入山体，与自然之景

融为一体。没有城市画廊的喧闹，也没有商业艺术区的刻意经营。在这里，只有山的

轮廓，风的脉搏，时间的沉淀。

近年来，随着乡村博物馆、植物艺术空间、竹林剧场相继落地横坑村，村庄的日常

生活与创作灵感交汇，村民开始与艺术发生关联——老人围坐在竹林剧场观看一场

沉浸式戏剧，孩子们在美术馆里涂抹色彩，甚至连屋檐下闲置的老木门，也成了有质

感的画布。艺术并没有改变山村的形态，改变的只是它的叙事方式。

横坑村横坑村

玖层云水美术馆玖层云水美术馆

《《意识意识》》展览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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