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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乐队的夏天》舞台上，乐队瓦依那
演唱的歌曲《大梦》刷屏朋友圈，这三位广西
农民身穿粗布衣、半趿布鞋、用锄头和树叶当
乐器，将田野和农人写进歌里，将壮族民谣融
入现代音乐。在瓦依那之前，还有“大衣哥”
朱之文、“草帽姐”徐桂花、橘子妹叶丹等农民
歌手，他们从田间地头一路唱进大众视野，像

“村超”“村BA”的出圈一样，让农村和农民被
更多人看见。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副教授张文琪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过程
中，由乡村社会内部生发出来的乡村艺术实
践，重建了农村群众的文化自信，点燃了乡村
文化振兴的星火。”

张文琪注意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
艺术家自信而勇敢地走向舞台中央，成为
文化艺术的主角。她介绍，除了大家熟悉
的农民歌手外，还有许多农民在中国大地
的各个角落进行着不同的艺术实践。江西
景德镇的周元强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带
领村民拍电视剧。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出
现各种农民影像创作活动。陕西的张焕
财、河南的赵兰卿、山东的刘祺云、甘肃的
柳云霞等自发扛起摄影机，云南、青海、四
川、广西等地的部分农民在人类学者或纪
录片工作者的指导下积极投身社区影像创
作。他们以影像为笔，获得了一种比文字
更直观、更真实、更通俗的表达方式。此
外，湖北农民熊庆华自学绘画，在北京办过
画展，最贵的一幅画卖到 12 万元。湖北农
村的余秀华，用诗歌记录自己的生活、表达
自己的情感，已出版《月光落在左手上》《摇
摇晃晃的人间》等畅销诗集。“过去在很多
文艺作品中，农民总是被想象、被书写的

‘他者’。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农民开始
掌握文艺创作和表达的工具，有了进行自
我表达的渠道。与此同时，农民在物质生
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后，有了更高层次的
精 神 文 化 需 求 ，产 生 文 化 表 达 的 强 烈 愿
望。因此，我们看到各种农民艺术家在中
国大地上不断涌现。”张文琪说。

农民是农村的主体、农业的主人。过去
内生动力不足一直制约着我国乡村文化的发
展，“如今，从周元强到瓦依那，从村晚到村
超、村 BA，乡村已经集聚起足够的内部文化
能量，这种在地化的、内生性的文化活动，既
为农民所需，也是激发乡村文化活力的必要
举措。”张文琪举例，农民自发组织的拍摄与
放映活动，已成为农村独特的文化仪式。它
们有意无意地重新构筑起乡村的公共文化空
间，参与乡村文化修复和重建，并以润物细无
声的方式涵养着文明乡风。比如，周元强在
哪里拍戏，哪里就像过节；赵兰卿、刘祺云拍
电视剧时，村民们关注的焦点就在剧组身上，
村里不和谐的现象都变少了。由村民们深度
参与拍摄的影像作品，在乡村内部的传播效

果也与外来的影视剧截然不同，每当片子里
出现熟悉的人，观众都会获得一种发自内心
的欢乐，经由共同的文化记忆进行整合与重
塑，完成了当代语境下乡村文化共同体的创
建。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也在这个过程
中不断积聚着、发展着。

张文琪还表示，注重乡村文化的内生式
发展，不代表就可以忽视政府、高校、艺术团
体等外部力量。要在珍视和保护农民艺术
创作自主性、独立性的前提下，谋求内外力
量的良性互动，进而打造乡村文化新样态。
她在调查中发现，云南省洱源县凤羽镇在社
会机构的帮助下，借鉴国外艺术节模式，以
守护乡村独特性为基础，以发挥农民主体性
为前提，引入当代艺术，讲述本地故事，展现

乡村价值，形成了艺术乡建的“凤羽模式”。
该项目创建农民画社、“慢生活”学院、凤羽
博物馆、空中稻田剧场、风柜图书馆、天空的
草帽美术馆等艺术空间，打造出乡村文化新
场景，不仅吸引艺术家入驻，还吸纳当地农
民参与创作。现代艺术与乡村文化相融合，
艺术家与本地农民“对话”，使得乡村变成

“露天美术馆”，并带动了当地文化创意产业
的发展，探索出“软乡村、酷农业、融艺术、慢
生活”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还有北宋
年间就因瓷闻名的景德镇三宝村，在当地政
府带动下，全村有七成以上劳动力从事陶瓷
产业，村民们依靠陶瓷绘画、制瓷工艺，探索
出“陶瓷﹢民宿﹢旅游”的发展模式，古村焕
发新活力，不断吸引着年轻人返乡创业，甚
至吸引着外来的“新村民”前来旅居，形成了
文化艺术与生态农业、旅游度假、创意产业
等有机融合的乡村新业态。“云南凤羽、景德
镇三宝村等地的艺术乡建也离不开学者和
艺术家的力量，他们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发挥
着引领示范作用。仅三宝村就已聚集各类
文创机构近 200 家，中外‘景漂’6000 余人，
其中陶瓷创作设计师、手工艺匠人、自由职
业工艺美术师、创业者逾 5000 人。云南省
社会科学院的学者郭净、章忠云等在云南迪
庆创办了‘社区影像教育’项目，鼓励当地村
民拍摄自己的生活，使得影像成为村民实现
自我表达的新方式，他们的作品成为一道独
特风景。”张文琪介绍。

近年来，无论是内蒙古的冰雪那达慕上
演雪地赛马，还是贵州的“村超”“村 BA”，都
使乡村特色文化火出了圈，让人们看到乡村
文化资源的独有魅力及当地带领村民致富的
潜力。同时，培育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推动其
高质量发展，是让乡村文化“活起来”并持续

“火下去”的保障。在挖掘乡村特色文化资源
方面，各地开展了广泛的实践。这些生动实
践表明，深厚的乡村文化资源为乡村提供了
富民根基，而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的培育为乡
村创造了产业振兴的广阔空间。

共创乡村文化新图景
专 家 观 点

后陡门的一场大雨，让地里成了烂
泥汤，本来打算种小麦的少年们犯了
难，他们决定先疏通排水沟。但其中一
块地积水浅，面积大且分散，用不了抽
水泵，用铲子铲泥又十分费力。少年们
干脆跳到了沟里，用双手和双脚把沟里
的淤泥一点点地往外扒拉。经过整整
一天的折腾，排水沟终于通了，几个年
轻人抱在一起兴奋地又跳又叫，这一
天，让他们与这片土地产生了联系、羁
绊，懂得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真正
含义。

这一幕发生在大型劳作纪实节目
《种地吧》第一季。10 个“耕作小白”走向
土地，用 8 块农田、1 条河道、3 个鱼塘、2
栋旧房子和 1 个仓库，组成一个常规农
场。192 天的时间里，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最终在 142 亩的土地上，收获了 62.66
吨可供万人食用一个月的稻谷。摄影机
24 小时全时段记录了这一切。收割那
天，夕阳的余晖把后陡门天空染成了金
色，和金色的麦穗连成一片，洒落到每一
个少年身上，仿佛是温柔地嘉奖每一位
认真对待土地的人。少年们对土地、对

农业、对成长的诚意，也以一种缓慢而稳
健的节奏出圈，还登上了 2024 年央视春
晚的舞台。

总导演杨长岭表示，正在播出的第
二季关键词是成长，土地已经给了少年
们许多回馈，第二季就要更加肩负起对
土地的责任感。他们的种植面积变为
422 亩，又新增了一个 10 亩的玻璃温室
大棚，一个 30 亩的人工湖，在“勤天农
场”里，还有水肥一体机自动化项目、水
培蔬菜、立体草莓种植⋯⋯少年们努力
从生产技术、经营模式和产业品类等方
面，尽可能展示现代农业的更多可能
性。“从搭建大棚到学习水培的相关知
识，最后到栽苗、配比营养液，收获，这
其中的每一步我都亲力亲为。”在销售
水培生菜的时候，少年卓沅去了杭州本
地的商超，看到自己种出的生菜被叔叔
阿姨们买走，他心情非常激动，“原来年
轻人的舞台不仅仅可以在聚光灯下，也
可以在田间地头，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
劳动、智慧与双手打拼出一片不一样的
天地。”

杨长岭这样形容《种地吧》IP 的关

系，“节目组的 IP 是这 10 个少年，而这十
个少年的 IP，是这片土地。”两季节目
里，他们一身泥一身汗地在地里干活，切
身经历每一粒麦子、每一种蔬菜、每一只
家畜的培育与收获全过程，切身感受“新
农人”的生产生活。人们在观看触动的
同时，在更加广阔的现实舞台，这样的农
事劳动无时无刻不在上演。10 个少年
和千千万万的返乡新农人，彼此互为镜
像，相互映衬，连接起他们的不仅仅是那
块小小的屏幕，更是土地的魅力和劳动
的快乐。

更进一步说，农田宛如一个小小的
微观社会，而少年们克服耕种中的种种
困难的过程，也折射出了每个平凡的普
通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如何奋斗与成长
的历程。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
媒学院教师余俊雯深有感触地表示：

“10 位少年收获的沉甸甸的粮食背后，
是土地对于人们努力耕耘之后的慷慨
回赠，从中激发出的快乐与幸福显得更
加真实、笃定。这喜闻乐见的结果，是
对‘劳动创造价值’和‘越努力越幸运’
的诠释。”

你一定在社交媒体里看到过那人山
人海座无虚席的乡村球场。

一场村子里的篮球比赛，能吸引多
少观众？贵州台盘村给出的答案是2万
人。一个乡村足球赛一天能有多少人围
观？贵州榕江县又给出了答案，5万人。

大大小小的足篮球比赛，可以说每
天都在全国各地上演，为什么贵州的村
BA和村超能够冲出小山村，火到全国？
6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推动高
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贵州
分享了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快乐”。走进“村
超”“村BA”的赛场，扑面而来的是浓浓
的欢乐氛围。上万人的看台坐无虚席，
耳边是呐喊声、加油声、喝彩声，这就是
体育带给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一种
快乐的表达，而这种快乐又集中反映出
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贵州各族
群众在精神上、物质上深层次根本性的

“千年之变”。
第二个关键词是“文化”。“村超”“村

BA”不仅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一场文
化盛宴。在比赛的间隙，包括芦笙表演、
木鼓表演、侗族大歌等各种民俗表演轮
番上阵，体现出贵州多彩文化的各种元
素，场内场外随处可见身着民族服装的
群众载歌载舞，比赛奖品也是土特产，整
个比赛过程融入了贵州很多民族文化。
大家跨越山海而来，共赴“村超”“村BA”
之约，就是要亲身体验在比赛当中蕴含
的文化元素，同时也醉心于贵州别具一
格的民族风情。

第三个关键词是“村味”。“村超”
“村BA”诞生在乡村、根基在乡村，“挑
大梁”的、“当主力”的、“唱主角”的都
是当地村民，比赛的大小事情都由村
民自己商量着办，地方党委政府做好
相关保障工作。各项赛事的组织实
施，都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
精神，不断激发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体现了“村超”“村BA”的土
生土长和原汁原味。

“村超”和“村BA”的出圈也许可以
算作无心插柳柳成荫，但它们带动当
地文旅发展的巨大IP效应则是事在人
为的借势发力。在过去只是村民们闲
暇娱乐的运动，成了全网关注的文化
现象。就像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评
价“村BA”时说的那样：“不能简简单单
地用一场篮球比赛去评价它。”持续围
观火爆的贵州乡村体育赛事的背后，
也有着这样的期待：希望它不只是贵
州的“专利”。如果广大乡村群众对体
育的火热之情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燃烧
起来，各地政府探索出具有本地特色
的“村BA”“村超”赛事；如果能有更多
农民因为热爱体育回到家乡、建设家
乡，那么全民健身、乡村振兴的道路必
将越来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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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超、村BA
如此普通又如此特别

生活给不了的答案

，

都在

土

地

里

诗人纪伯伦曾说：“在任何一块

土地上挖掘你都会找到珍宝，不过

你必须以农民的信心去挖掘。”

排水、播种、施肥、收割⋯⋯正

在热播的大型劳作纪实节目《种地

吧》第二季引发社会关注。节目聚

焦乡村振兴主题，厚植“民以食为

天”的观念，讲述了一个关于劳动和

成长的故事，以文艺形式创新传播

农耕文化。“《种地吧》面朝乡土，能

够帮助青少年观众在价值观形成

时期就认识到乡土的重要性。”中

国传媒大学刘俊教授表示。

近年来，荧屏涌现出一批展现

乡村风光、聚焦农业生产、亲近农

村生活的佳作，乡村的美景、美食

及丰富多彩的民俗生活也随之走

入更多观众的视野。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时代背景下，乡村题材节目的

发展脉络逐渐显现出来。创作者也

应再接再厉，进一步开拓新的领域、

新的空间，引导更多年轻人在乡村

振兴事业中发光发热，探索出文艺

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及时呈现

各地乡村振兴进程中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新气象。

相信土地的力量吧！生活给不

了的答案，都在土地里。

作者：田莉

“三农、乡村振兴、农业文明的迭代
更新与赓续发展，都是我国走向中国式
现代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话题。”中国社
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
教授如是说。从已经播出七季的《向往
的生活》到《云上的小店》《生机勃勃的我
们》《在希望的田野上》《宝藏般的乡村》

《山水间的家》等深扎乡村生活土壤，再
到直接以劳作纪实视角切入的《种地
吧》，近年来，乡村题材节目紧贴时代议
题和火热现实，用不同形式形态和内容，
打开了文艺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央视《山水间的家》两季播出以来，
从浙江安吉县鲁家村到湖南张家界石堰
坪村再到辽宁东港獐岛村，处处是“留得
住的山水，守得住的家园，值得过的人
生，看得见的未来”。新时代乡村新形象
送抵更多观众，带动了众多网友实地“打
卡”，蒲江县铁牛村的民宿、餐饮双双火
爆，蒲江柑橘的销量跟着节节攀升，让村

民们深感振奋鼓舞。借由在年轻观众中
的人气和口碑，《山水间的家》还将文旅
资源转化为深层次的情感融通，让新时
代乡村以一种既有乡愁又有朝气的形
象，深入那些远离乡村生活的观众心
里。有年轻网友留言说：“‘山水间的家’
这令人怦然心动、无限向往的 5 个字，堪
称中国乡村的鲜明标识。”还有《向往的
生活》通过“春种计划”“向往的图书馆”
等节目设置引导大众关注农业、农村、农
民问题；《云上的小店》以“便利店”的形
式深入观察村民日常生活、人情往来；

《生机勃勃的我们》第二季集结来自不同
领域的人才，从绘画、设计、营销、手工艺
术等多个维度，因地制宜为乡村制定发
展计划⋯⋯

“对于近些年乡村节目的发展趋势，
有两点规律值得总结。其一是主题性，
站位较高，有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
乡村发展的主动意识。其二是可视性，

经常在环节、游戏、人物、场景、叙事、纪
实等方面的设置上进行创新，让主题性
的立意通过脉脉温情、故事悬念等方式
打动观众。通过低姿态的叙事，让观众
在自觉接受的过程中体悟乡村发展。”
刘俊教授表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视听传播系主任高贵武教授进一步表
示，乡村节目在今后发展中需要解决同
质化和定位不清晰的问题，做到真诚的
内容表达，“立足于一个地方的特色，基
于当地的环境、风俗、人情、文化、风物
等进行深耕，真正把一个地方的乡村特
色和乡村文化挖掘出来，激发乡村的深
层力量。”

正如作家吴伯箫在《菜园小记》所
写：种菜的整个过程，随时都有乐趣。施
肥、松土、整畦、下种，是花费劳动量最多
的时候吧，那时蔬菜还看不到影子哩，可
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算种的只是
希望，那希望也给人很大的鼓舞。

打开文艺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为什么要看少年种地

？

演员在村超比赛间隙表演节目“侍女
蹴鞠图”。 图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