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树叶随风起伏摆动，像水花

般衬托着鱼，树下的游人坐上跷

跷板，在游玩中产生的动力牵引

着树冠上的“鱼”游动，正如桑基

鱼塘里鱼与树、树与塘、塘与鱼的

关系，互相作用、和谐共存……

眼前这幅灵动的景象，是渔

耕粤韵文化旅游园里新落成的

艺术装置《鱼跃鸢飞》。“这是一

种良性生态循环模式，也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存的生动缩影。”作

为参与本次艺术节的艺术家之

一，在驻地创作的一个月里，沈

烈毅深深被南海西樵山下独特

的桑基鱼塘文化所吸引，从中汲

取灵感创作了该作品。

南海让人着迷的文化魅力不

止于此。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腹

地，山水相济、人文共美，南海广

袤的乡村蕴藏着数不尽的风情、

记忆及故事。这里青山绿水、文

脉绵长、底蕴深厚，是拥有6000
多年文明史的经济重镇，也是中

国近代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地方

之一。

南海有太多的价值，可以通

过艺术的方式解读并传播，让更

多人了解并喜欢上这里。而大地

艺术节中国项目计划的“在地性”

特质让南海与之一见如故，双方

迅速达成合作共识。经过一年筹

备，南海大地艺术节揭幕。

对南海而言，这是一场空前

的、具有顶级水准的国际文化艺

术盛宴。艺术节结合国际经验探

索中国创新，采取全域性布局，致

力于地域创生发展，是大地艺术

节中国项目的首次完整呈现。

首届艺术节以“艺术在樵山”

为主线，以“最初的湾区”为主题，

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134位

艺术家深入南海的田野村巷，融

合在地文化与当代艺术，创作了

73组艺术项目，将人们带回“最

初的湾区”。

除了绝对意义上的“艺术

家”之外，建筑师、音乐家、舞蹈

家、文化学者等也都参与进来，

很多艺术项目有强烈的跨界属

性和破圈性质，让人们多维度领

略南海鲜活的历史、文化、风俗

和生活面貌。

在西江边的太平墟，艺术家

修缮沿江旧民房、老旧市场等，

形成独特的艺术景观，重现老街

区的繁荣；在儒溪村，艺术家米

诺携手46位艺术家，将老民居

作为300件艺术盲盒作品的展

示空间，带来艺术盲盒新潮体

验；在听音湖畔，艺术家向阳将

收集来的残旧古家具与木制建

筑残件重新拆解、打磨、组合，拼

接起儿时记忆的船，希望唤起南

海人寻梦起航、向世界探索的精

神传承……

著名建筑设计师马岩松第一

次来到南海，就被这里的传统文

化、充满活力的生活场景所触

动。在深入采风后，他创作了《时

间的灯塔》，“希望我们的作品只

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10年中有

更多艺术家参与到这个行列中，

更希望我们的作品能融入南海，

更多市民愿意参与进来，共同开

启一个新的旅程。”

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未来

将按照每两年期为一届，计划

10年举办五届。从小全域开

始，未来将逐步扩展到南海区所

有镇街，最终实现大全域覆盖，

形成具有南海显著标签的全域

性地域型艺术节。

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启动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启动，，7373个艺术项目亮相个艺术项目亮相

在艺术大地上遇见南海美好在艺术大地上遇见南海美好

农用拖拉机、江边的渔船、稻田里金黄的麦
穗、家里养的鸡鸭一一入“画”上墙，成为艺术品
……南海平沙岛经营农家餐馆的劳国敏怎么也
没想到，自家不起眼的小餐馆竟然成了国际性艺
术节的创作场地，而作为普通村民的他也成了艺
术项目《海边的餐厅》故事的主角。

除了劳国敏的小餐馆，还有更多艺术作品在
南海这片土地上扎根。11月18日，“艺术在樵山
——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2022”（以下简称艺术
节）在佛山南海西樵启动。

这是大地艺术节中国项目的首次完整呈现
——在西樵镇的176平方公里地域8个艺术分
区中，134位/组艺术家参与创作的73个艺术项
目集体亮相。

这也是南海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之际，高规格召开文化发展大会，提出把
南海打造成为“最岭南”的人文之城、家门口的
“诗和远方”后，迎来的首场国际艺术盛宴。

“我们期望，以艺术凝结精神力量，以文化引
领城市飞跃，向世界展现南海风采。”开幕式上，
南海区委书记顾耀辉向各界发出邀请，“希望大
家多来南海，走走看看，在艺术大地上遇见南海
美好，在交流合作中共享时代机遇。”

在西樵儒溪村村民潘美霞家

门口，有一件艺术作品《艺术盲盒

魔法屋》。10月以来，她总会时

不时走出家门，自发帮艺术家打

扫创作空间的卫生，晚上还主动

把“加班”创作的艺术家们请到家

里来吃夜宵。

“我们非常支持这些艺术家

来创作，通过艺术节带动儒溪村

的乡村振兴，让更多市民游客了

解我们的文化。”潘美霞说，为了

支持艺术家创作，她和儿子把自

家闲置的两层小楼房让出来，作

为创作空间。在艺术家的巧手

下，《艺术盲盒魔法屋》仿佛真的

施了“魔法”，让原本破旧的老房

子焕发新光彩……

作为“地域型艺术节”的代

表，大地艺术节在二十余年的发

展中形成了“以艺术带动地域振

兴”的成功模式。对南海而言，大

地艺术节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

展览，而是一种“以文化艺术推动

乡村振兴”的解决方案。

大地艺术节中国项目发起人

孙倩说，大地艺术节是连接乡村与

艺术家的平台，但艺术家从来不是

主角，本地村民才是，“艺术节在创

造交流与对话的同时，也需要本地

人与外来者的一同共建，因为南海

不只是佛山之南海、广东之南海，更

是天下之南海。”孙倩说。

“大地艺术节真正的价值在

于对老百姓的感化和提升，这也

是我们当今在推动乡村振兴过程

中，必须要整合凝聚和提升的一

股力量。”开幕式上，顾耀辉期望，

通过持续举办大地艺术节，广泛

发动村民参与，激活乡村沉睡的

文化资源，唤醒自信自强的内在

力量，促进乡村共建共治共享，探

索一条文化艺术与城乡融合发展

的创新之路。

作为南海大地艺术节的分区

之一，儒溪村已经有了探索。

“艺术让儒溪村更美，生活更

美，南海更美！”儒溪村党委书记

陈旺弟表示，艺术家在地创作，改

善利用了老旧建筑空间、丰富了

村民聚会场所、带动了村里的商

业，更有效带动村民积极参与艺

术创作，发现家乡之美。

“艺术与本土传统文化的基因

联合是非常有能量的，它可以将南

海带到更高层面上。”专门从顺德

赶来观看艺术节的设计师黄华健

说，很多地方都在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但很多载体不够明朗和独特，

而大地艺术节就是一个非常国际

化的载体，它能够直接链接直接引

爆，“盘活眼前的资源变成当代的、

国际的是我们要探索的，下一步

乡村文化是绝对的主角。”

艺术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入人

心，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城市、我

们的生活。以大地艺术节打造南

海乡村振兴新样板，激活岭南文

化新脉动，将南海打造为“大湾区

文化高地”“世界文化艺术旅游目

的地”，实现南海在粤港澳大湾区

的重要价值和使命，这正是“最初

的湾区”的题中真意。

南海已经发出邀请：期待透

过南海大地艺术节这扇窗，人们

可以感受南海这座岭南千年古郡

的独特魅力，探寻孕育大湾区今

日繁荣的基因和密码，收获文化

艺术疗愈心灵、启迪生命的感动。

“预售票售罄！现已加推

500张！”11月 16日，“广东

南海大地艺术节”微信公众号

发布推文。在没有进行大规

模宣传前提下，游客对“广东

南海大地艺术节”的期待值直

接拉满。

两天后，提前购票的市民

路玲出现在艺术节现场。特

意穿上黄色连衣裙的她，拉着

朋友一路打卡。艺术品《虫

洞》让她感觉特别奇妙，美照

拍了不少，“非常期待接下来

的艺术之旅，今天打算一天都

待在这里！”

一天行程或许有些匆忙。

按照主办方的推荐，南海大地艺

术节规划了4条观览篇章线索，

游客预计需要三天两夜才能逛

完所有艺术展。

艺术节“落地生花”，文旅行

业迎来“新商机”。

早在10月 9日的南海大

地艺术节运营招商工作会上，

南海就向旅行社、酒店、餐饮

等 30多家旅游企业做了推

介。艺术节带来的流量，势必

产生大量的订车、订房需求，

这也是旅行社开展地接服务、

本地酒店及餐饮迎接旅客的

最佳时机。

18日当天，西樵山开心农

家美食农庄老板曹健锋就尝到

了艺术节带来的“甜头”。他从

早上开始忙到下午2时，才有空

吃饭。“今天客流量比往日多了

10%，预计周六日会更多。”曹健

锋说。

将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打

造成世界级文旅品牌项目，这是

南海美好期望。一个重要的前

提就是，南海要为所有的游客与

观众提供安全、快捷、舒适、周到

的旅游体验。

在平沙岛，村民劳国敏的

“海边的餐厅”是本次艺术节的

推荐餐厅之一。因为艺术家

刘庆元的介入，这家餐厅呈现

出浓浓的“旅游”属性，并尽

力展现一种珠三角生活美

学：红黄相间的复古招牌，组

合混搭的方式极具南海大排

档特色，人间烟火味迎面扑

来。游客在用餐之际，就能拥

有“生活现场就是美术馆”的

独特体验。

“新生活方式带来了新机

遇。”西樵镇党委书记李毅佳表

示，西樵将顺势而为，抢抓机

遇，以大文旅促进城产人文高

质量融合，提升西樵全域新活

力。当天，西樵镇推出“樵湖十

八曲，水上观光游船”，分别开

设渔耕粤韵旅游专线和太平旧

墟旅游专线两条，市民游客通

过游船，细细欣赏西樵美景，别

有一番风味。

为了保持旅游热度，南海

大地艺术节结合南海本土资

源进行了创新思考。除了在

地艺术创作外，还将以地域

创生为目的，发起一系列融

合艺术创作和跨界参与的特

别项目。

比如邀请音乐制作人、

舞者创作南海街舞醒狮操，

用潮流方式向传统致敬；开

展“烟火一味”艺术美食计

划，挖掘提升传播南海美食

文化；邀请设计师参与“字神

的游戏”太平墟招牌计划，焕

发老旧街区活力；发起“幸福

花园”艺术疗愈行动，关爱乡

村老年人生活状态等，坚持高

标准“艺术性”的同时，兼顾

“公共性”和“应用性”，从而吸

引更多流量。

在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副局长应如军看来，南海

大地艺术节将进一步提升佛山

城市文化形象，助力佛山文化

“走出去”，增强佛山文化旅游

市场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成

为疫情后国内文旅市场的爆点

和标杆项目。

以艺术为坐标巡礼南海

打造文旅“爆款”
助力文化“走出去”

以艺术美学
推动南海乡村振兴

■小贴士
南 海 大

地艺术节集

中活动期自

2022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3

年2月19日，

日常运营期

自 2023 年春

至2024年夏。

A02 要闻 2022年11月21日 星期一

责编刘浩华 美编李世鹏

地址：佛山市南海大道北57号 邮编：528200 传真：83873205 新闻服务电话：81212532 发行服务电话：83872000 广告热线：81212629 互动网站：www.nanhaitoday.com

互动微博：t.sina.com.cn/zjsb 互动微信：珠江时报（微信号prtimes）广告许可证号：440600100003 佛山珠江传媒印务与发行有限公司印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港口路17号

■市民欣赏艺术作品《永恒之花-立花》。珠江时报记者/何泳谊摄

■艺术家沈烈毅作品《鱼跃鸢飞》。 珠江时报记者/陈志钟摄

■艺术家向阳作品《进化中的尘埃》。 珠江时报记者/陈志钟摄

文/珠江时报记者程虹柯凌娜方婷何泳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