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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秋天的清晨，雾气混杂着炊烟，
从窄窄的巷子里生发出来，使得浙
南群山中的一个名叫“宝溪”的古老
村落氤氲于云雾中。
这样的光景，千年未变。
竹木茂盛、山高涧深，闭塞的交

通尽管限制了它的经济发展，但也
变相保护了这里的自然环境和由此
绵延的龙泉青瓷文化脉络。
三年前，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建

筑师在这里开始了一场勇敢的艺术
实践———用这里的竹子和夯土，建起
了 !"栋竹建筑，并且在本周举行了
一次前所未有的竹建筑双年展。
这不仅是一次乡村的文艺复兴

尝试，更是建筑师们对中国乡村建
设的探索。

青山绿水间的大
师作品
龙泉市宝溪乡，位于浙江省最

南端浙闽赣边境，距上海 #$%公里，
车程近 !%小时。一千年前，这里是
龙泉青瓷原料紫金土的供应地和烧
制技艺的发源地，因此盛极一时。!!
座古龙窑安卧于山峦溪水之间，尤
其珍贵的是，它们沿用至今，记者前
往采访的第二天，恰逢一座龙窑开
窑，近两万件青瓷经过超过 &"小时
的烧制，闪烁出如玉一般的温润色
彩，跨越时空。
宝溪是瓯江、钱塘江和闽江三

大水系的源头，竹建筑双年展的设
计师建筑，就位于宝溪的北岸，与古
朴洁净的农居隔溪相对，亦和当地的
山水融为一体。策展人葛千涛从达芬
奇的图纸汲取灵感设计了一座桥，桥
的这一端是宝溪乡溪头村的民居，另
一端则是竹建筑社区，“我们希望通
过这个桥梁，让国际建筑师跟当地的
古村落产生对话。”葛千涛说。
这条曾经的浙闽古道，因为竹

建筑，成为了宝溪链接世界的桥梁。
竹建筑双年展的 '"幢建筑，沿河驻
扎，背倚 !(%%米高的披云山，与村
民的居住区隔岸相望，这边厢的村
民日日与之抬头不见低头见，里面
有青瓷艺术馆、陶艺家工作室、露天
舞台，也有青年旅社……)年来，村
民们看着每栋建筑从无到有，每一
个都是“从宝溪的土里长出来”。

这是一个触摸得到过去的地
方，仅仅一个溪头村就保留了 *座
古龙窑，这在全中国都是绝无仅有，

葛千涛说，这就是建筑师们需要的
创意和设计的载体。
青山竹林环绕，一条依傍村庄

的溪水，汩汩向前流。
参加双年展的建筑师来自中

国、美国、哥伦比亚、德国、意大利、
日本、韩国、斯里兰卡和越南。

'"栋竹建筑造型各异，整体却
又和谐统一，材质基本使用了天然
建筑材料———当地的土、河底的石
和山上的竹，没有现代建筑中惯用
的钢筋水泥，有的只是鹅卵石垒成
的墙基、黄泥土砌成的墙体以及毛
竹捆扎的承重柱。

在上海建筑师杨旭所设计的
“水间”艺术酒店，龙窑废弃的匣钵
成了墙面装饰材料。阳光之下，每一
块的肌理和色泽都不一样；日本建
筑师隈研吾在此的作品是青瓷艺术
馆，全部采用当地的重竹，利用竹的
叠加和错位构建出一个有机的结
构。间隙的尺度和距离，置身其中，
体验十分奇妙；德国建筑师安娜，以
前最著名的作品是在孟加拉国用夯
土与竹子做的学校，在宝溪乡，她设
计的三栋建筑外形的灵感均来源于
龙泉青瓷的造型，采用了夯土和垒
石作为建筑的主体，外围用竹编成
青瓷的形状，入夜时分，房间里的灯
光使整个房间从外部看来如同宋代
高悬的灯笼。
“人们对于天然材质有种天生的

亲近感，+, 世纪是钢筋水泥的世
纪，而在未来，建筑终将回归自然。”
安娜说。

建筑师与中国乡
村的邂逅
“没想到中国的乡村竟然那么有

趣。”-%!.年初，葛千涛带着 ''名各
国建筑师来到宝溪，行走在龙窑边的
漫山竹林中，和当地村民聊天，这些
大多只去过上海、北京的“大咖”，被
中国乡村独特的美丽打动。

而葛千涛第一次与宝溪的邂
逅，感受也是如此。

-,,/年 /月，龙泉青瓷传统烧制
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
球第一也是唯一入选的陶瓷类项目。
那年，自称前来“游学”的葛千涛来到
了龙泉青瓷的发源地———宝溪乡。
“世界上很多双年展，比如威尼

斯双年展、卡塞文献展，一般都是在

某一个特定的场馆。但我想在宝溪
做一个在地的双年展。”
很快，他叫来了上海建筑师杨

旭，漫山遍野的毛竹，是当地的特
产，也是取之不尽的建筑材料，竹建
筑的想法就来了，紧接着，亚洲建筑
学会主席国广乔治也参与到策展当
中，并带来了许多国际建筑师。
宝溪的竹建筑社区，每位建筑

师的设计费用不超过 $万美元，而
隈研吾在国际上设计一个艺术博物
馆的费用基本在 &,, 万0$%% 万元
人民币。

真正吸引这些建筑大师的，是
能够参与到中国的乡村建设。双年
展的口号也应运而生———场所精
神、乡村建设。简单的解释就是，对
宝溪的历史，对浙江的文化有充分
的尊重，并对当地的老百姓有充分
的尊重。
策展人都认为中国的乡村需要

有这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因为龙
泉主要出产青瓷和宝剑，希望有这
样一个新的社区，一个面向未来的
社区，而竹作为天然建筑材料，是最
能够表达宝溪乡、甚至表达东方的
精神属性。
更加难得的是，龙泉市政府的

想法也和三位策展人不谋而合，龙
泉市市长季柏林说：“竹建筑双年
展，面对这样一个新生事物，没有预
算的标准，也没有建筑本身的建造
标准，政府全盘买单自然少不了质
疑声，私人投资一定会考虑最短时
间内收回成本，政府投资可以从公
益方面考虑，从可持续性方面考虑，
不必着急。”
“城市化的影响给中国乡村带来

了美学上的极大破坏，例如楼房往
往采用马赛克装饰外立面，与周遭
的自然环境格格不入。中国当代城
市千城一面，乡村再不能重蹈覆
辙。”葛千涛说。

前所未有的乡建
探索

-%1.年 "月，首届国际竹建筑
双年展在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溪头
村，正式打下第一桩。
“咚咚咚，当当当……”龙泉宝

溪乡溪头村，夯土为墙的声音，穿越
清澈的宝溪，回荡在浙闽赣边界的
山谷。
溪中拾取的鹅卵石，垒成墙基；

山上砍来的毛竹，搭成外墙；龙窑废
弃的匣钵，装饰墙面……那些残喘
留存的乡土文脉，那些即将消逝的
乡土记忆，被国际建筑大师们小心
翼翼地拾掇起来，浓墨重彩地刻画
于竹建筑的构造中。

.年多的建造过程，“低技术”，
是一个被始终贯彻的理念。
“低技术不是差的技术，它是手

工。但低技术，可以让更多当地人参
与进来。在一个偏远的村庄做乡村
建设，必须用当地的低技术，如果用
大量的城市机械技术，当地人没办
法接触。而我们用夯土、垒石和竹，
当地村民非常熟悉，很容易接受。”
渐渐的，当地村民因参与建设，

也慢慢懂得了建筑师的设计想法，
而建设竹建筑所使用的低技术，也
慢慢地被移植到宝溪乡一间间新的
民居和民宿中。
村民们知道，同样是夯土墙，牢

固度要高几倍，是黄泥、石灰、水泥
和沙子混合起来的。

艺术介入乡土再造的最终目
的，就是与当地人形成互动。
随着竹建筑双年展项目的不断

推进，一栋栋新的建筑依次落地，乡
村的生活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家家
户户的麻将声也不再是乡村宁静夜
晚的主题曲。对青瓷感兴趣的人群，

可以到新建的青瓷艺术馆、青瓷工
作坊研发各种稀土材料，学习拉坯
制器手法，分享烧窑心得体会；在新
建的景观桥上，也将会有一场场别
具风情的乡间晚会，开启一种新的
乡村社交方式。

.年前，村民觉得“美丽乡村”
是与城镇无异的新房子和水泥硬化
路面，葛千涛觉得很难沟通；如今，
村民会对村里的历史故事、旧物件、
古建筑格外感兴趣，他们和上海来
的“葛老师”有了很多共同语言。
村民金朝军兄弟俩在外出多年

后，回到宝溪乡经营龙窑的民宿。如
果没有竹建筑双年展的发展鼓励和
带动，他们现在还在云南开酒吧。
“有天我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了关于
家乡办双年展的报道，身边人提醒
我，‘你们家乡本来就有个金饭碗，
你干嘛还要跑到云南去讨饭呢？’”

当地一个从福建嫁过来的村
妇，在葛千涛的鼓励下，决定把溪边
的老屋改造成民宿。
三年来，这样的故事不时发生。

不用大拆大建，原来平凡的村庄，一
下子就变得有灵气和生动起来。今年
溪头村还被推荐申报国家级生态村。
“不仅是乡村变得整洁和漂亮，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开始憧憬在
家乡的美好未来。”!下转 !"版"

乡村
本报记者 程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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