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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文，使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
历史绵延、文化积累——的印迹，形成独特的精神文化。
艺术作为人文精神的载体，焕发出独有的智慧光芒。
武夷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历史悠久，人文遗存丰富，延续传承这些渐逝渐远的精神家园，是
义务责任，更是@情怀。
在近代民族文化变迁中，我们时常丢失了自己的文化精神和人文情怀。
失去文化领地的土壤上，除了对原生性物种的破坏，就是长出了变异的、侵略性的物种。
今天，文化的复兴和繁荣，更要以人文传统的回归作为标志，在武夷山组织“人文武夷”中国古村落
艺术调查活动，试图尝试寻找回归的途径和脉络，或许能有所收获。
武夷山是福建古村落发育较早的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的活动、迁移，从干栏式到砖、木、
石雕构建的精美建筑。
及至明清时期，村落营造已有了较好的规划，加上人文元素的注入，并受理学、风水术数的影响，体
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倾向、价值，反映出移民耕作方式，田园山水意境，退世隐居情结和自然诗画
气R氛。
这些村落还保留着原住民，保存富有地域特征的生活方式，无疑是一个个文化生态博物馆，虽然时代
变迁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许多，有些房屋不同程度损毁。
这也正是我们从组织“印象武夷”风景写生、“意象武夷”中德艺术家交流互动到“人文武夷”艺术
调查的缘故吧。
“一群好兄弟，品茶做诗篇。
风景灌眼眸，真情驻心田⋯⋯”莫言先生题赠的诗句，正迎合了大家的心境，共同的人文情怀。
几位艺术家，从“印象武夷”、“意象武夷”，水到渠成地走到“人文武夷”，两年时间也是我们举
办艺术活动历时最长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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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殷雄、王琨、王辉、赵九杰、岂梦光、徐晓燕、陈铎以及包括作者在内的八位少壮派画家，
对某个村子的调查记录总结。
画家们各选一个村子作为工作对象，调查内容包括：村史、村景、生态、建筑、民俗、宗教、农事、
家史等。
这些古村落呈现在画家们笔下的面貌既有闽北地区普遍存在的共性，比如古朴的原生状态：又有每个
村子独特的个性，比如有的自然生态浓郁（如桐木村），有的人文蕴藏深厚（如五夫村），有的历史
进程久远（如城村），有的民俗风情奇特（如曹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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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活动三记　　之三 出征记盛　　武夷山庄。
去年3月的一天。
一扫数日来的阴霾，那天的天气出奇的好。
天空万里无云，虽然还只是初春时节，但已能明显感受到阳光的灼热。
“人文武夷”活动　　在这一天正式启动，这是个好兆头。
　　这让我想起了 年多之前，隆冬时节的武夷山庄，“意象武夷”活动的开幕式也是在这里举行。
此前连 续一周绵绵细雨，下个不停，眼看准备多时的在大草坪上举行开幕式的计划就要流产，却在开
幕当天突然放晴。
“这是天意！
”大家的高兴简直无法形容。
那天的开幕式由武夷山市委宣传部郑春部长主持，他在致欢迎词时特意提到了那天的好天气。
他说：“下了许多天的雨终于停了！
因为我们从今天起要举办‘意象武夷’这一国际性的大型艺术活动。
武夷山用好天气、用灿烂的阳光来欢迎大家！
”他的欢迎词赢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
令人惊诧更令人感动的是，在这以后的整整十天活动期间里，居然滴雨未下，使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圆满结束。
在这期间我们见到郑春，就会说他似有神助，能确保每天都是这样的好天气。
他则答道：是武夷山热情好客。
　　无论是一年多前的“意象武夷”，还是此次的“人文武夷”，郑春都是一位关键人物。
我作为这两次活动的策划人，则称他是“策划人的策划人”。
这是因为，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位政府官员，而且也是一个文化人，更是我们的一位
知心朋友。
而对他来说，或许是首先把我们当作朋友，然后才是参与活动的艺术家。
难怪在一起相处，显得这样融洽和自然而然。
他的不时能迸发出的睿智火花和文化眼光，常使我们自叹弗如。
即如这次原本是自发策划组织的艺术活动，也因为他的实质性参与而得到了有力的支撑，并且在很大
程度上提升了活动质量和文化品格。
我们因此信心陡增，同时也感到了沉甸甸的压力。
据说郑春最近在学习画画，画得如何尚不得而知。
我们背后议论：这样我们便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下一次搞活动就可以作为画家身份来邀请他了。
　　郑春把活动的启动称为“出征”，颇有些郑重其事的意味，我们因此又一次感到这次活动的分量
和意义的重大。
“出征”仪式的隆重和热烈，远远超乎我们的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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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暮云秋水，逝者如斯。
古村落老矣，它们也许终将退出人们的视线，埋进历史的尘埃，但是认真想想，这叉何妨？
正如我们也终将老去，这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重要的是能留一点念想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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