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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展厅，展陈空

间像是营造出了象征调查旅程的“车厢”与

“站台”意向，圆环的参展路线，如同一辆在

行进中的列车，带领着观众从一个田野奔

向另一个田野，对在地实践进行田野调

查。一个个车厢以及一个个抽屉，承载的

是全国首个“美丽中国案例文献库”。

2 月 28 日，由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

“大地之歌——2023 美丽中国纪事”展览

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开展。展览通过对

全国 34 个省市自治区的 300 多位艺术家、

学者、设计师、企业家以及案例者的采访，

积累了大量文献、影像素材，汇聚成全国

首个“美丽中国案例文献库”。这些案例

遵循从研究出发，类别包含四大板块：生

态、乡村、社区、数字。本次展览从调研的

300多个实践案例中遴选出近百个具有社

会性、艺术性、示范性、创新性和可持续性

的典型案例，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近十年新时代进程中全国各地正在发生

着的美丽中国建设。同时，展览初步搭建

了“美丽中国线上档案交互系统”，观众可

以通过“地域”选择找寻家乡案例，也可以

根据板块内容、实践属性筛选特定案例，

后期系统也将结合展研空间孪生、档案地

图谱系、提案跟踪研究等各功能持续延展

迭代。

展览编织起实践者的“行动网络”，征

集到社会各界对美丽中国、美好生活的百

余个“未来提案”，形成了美丽中国跨界创

新的“智联网”，让无数实践者们的“点滴之

功、一己之力”聚沙成塔、涓滴成河，共同谱

写出美丽中国的大地之歌。

全国首个“美丽中国案例文献
库”构成遍布中国大地的“行动网络”

2023年，中国美术学院美丽中国研究

院经过两年时间，对近十年来“美丽中国”

建设的300多个全国性艺术实践开展了调

研行动，进行取样、访谈、编码、研读、阐释，

建立起了全国首个“美丽中国案例文献

库”。该文献库旨在以微观视角探讨一百

种“美丽中国”的建设经验，讲述一百个“星

星之火”式的动人故事。

本次“大地之歌——2023 美丽中国纪

事”展览中展出了近百个实践案例，有开创

“全球合伙人”乡建模式的“两山理论”发源

地的安吉余村，有覆盖28个城市的联动万

余名小艺术家共同参与的“iSTART 儿童

艺术节”，也有改变了乡建中“政府干、村民

看”现象的“留坝两个100项目”；有政府与

学者合作建立新乡村美学的“松阳实践”；

有从在海拔 4700 米的高原上守护三江源

的“帕卓巴游牧人合作社”，到赋能新疆本

土传统地毯手工艺的“高台当代艺术中

心”；还有从造福非洲贫困家庭的“蜡烛消

灭者”计划，到与埃塞俄比亚连线将“一带

一路”两端的社区连接在一起的“杨梅竹斜

街胡同花草堂”等案例。

这些正在发生着的一个又一个实践，

铺陈着十几年来美丽中国的“纪事”。真实

地反映如何以文化艺术创造激活地方社会

的创新能量，形成自为、共创的发展机制。

这些致力于真切地体察当地，真正地改变

生活，坚持真诚的美学，直面现实的症结，

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实践，谱写成了一曲

“大地之歌”，故展览名为“2023美丽中国纪

事”。

美丽中国建设需要让生产、生活、生态

互为方法，充分调动文化、艺术、教育的力

量，参与新公共文化、新社会美学、新生活

方式、新产业形态的建构，使美丽中国成为

环境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的总和，最

终才能激发社会性创造力，助力中国式现

代化发展。

面向社会发展的“未来提案”，形
成美丽中国跨界创新的“智联网”

本次展览以中华世纪坛为枢纽，邀请每

个人向未来的美丽中国“提案”，借助“纪事”

行动的网络，把想象和希望的“行李箱”带到

更远处，共同编织不断生长的“智联体”。

在世纪大厅，过去几十年来的“美丽

中国建设大事记”铺陈出社会的进程，而

行李箱中则装载了由实践者和公众共同

贡献的“未来提案”。“美丽中国”的未来，

不是一个人的未来，是一群热爱这片土

地、在不同的领域孜孜努力的可爱的人

们所共同建构的未来。主办方邀请了科

学家、艺术家、工程师、企业家、农民、工

人、学生等不同群体，共同为未来“美丽

中国”献计献策。在多样化的社会语境

下，这些“未来提案”为“美丽中国”未来

而作，带来了很多精彩的想法。有的提

案科学严谨，如吴及（清华大学长聘教

授）的“医疗管理的数字化转型”致力于

解决医疗资源配置问题；张俊波（Unity

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打造互相兼

容的、开放的数字资产管理平台”旨在提

高创作新内容效率。

这些面向社会发展的近百个“未来提

案”将会是一个精彩的思想链条，串联起一

个或多个“智联体”，携手畅想一个共同的

未来。

特别单元：从“乡土学院”到“美
丽中国”

“美丽中国”建设是个系统工程，牵动着

生态、生产、生活多个领域，涉及自然生态、

城乡风貌、产业创新、人文素养、社会伦理等

各个方面，从区域发展到基层治理、从城乡

规划到社区营造、从生态修复到乡村振兴，

再到每个人的身心安顿，均涵括其中。在艺

术维度上，“美丽中国”建设之关键是要在新

时代城乡建设中再造一种中国人的风景；从

社会维度讲，“美丽中国”建设之核心是乡土

体系的修复和生活世界的再造。

近年来，中国美术学院一直坚持“以乡

土为学院”，在城、乡、村、镇设立了百余个

“乡土学院”工作站，形成扎根中国大地的

全国性实践网络。每年约有万名师生奔赴

全国各地，以百余家乡土学院为中心，发挥

专业优势，参与乡村振兴、城市更新、产业

创新，提升各地公共文化服务。十年来，先

后有8万人次奔赴全国28个省区开展面向

人民生活的美术实践。

师生的长期行动网络成为了美丽中国

调研的基础，逐步构建起美丽中国实践案

例的文献库。中国美术学院始终与时代同

频共振，2021年成立的美丽中国研究院，旨

在回应高质量时代命题，在跨界贯通中打

开生活艺术的新可能，聚集国内外艺术、设

计、科技、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专家，打

造艺术智库、公共美学、社会创新“三位一

体”的研创平台，着力营造策动社会创新的

核心现场，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创造性能量，致力于推动城市更新，助力乡

村振兴，赋能社会美育，建设“美丽中国”。

展览期间还将集结各界专家学者、联动

各大媒体，围绕“生态环境”、“文旅振兴”、

“艺术乡建”、“民艺复兴”、“文学影像”、“公

教美育”等方向，举行“下一站NEXT STA⁃
TION·美丽中国系列论坛”活动，意在立足

中国大地，聚焦人民生活世界的修复、激活

与再造，探索城市更新、乡村建设的创新思

路，共同探讨美丽中国的建设之路。

据了解，此次展览是全国规模最大的

“美丽中国案例文献展”，展览将展至 3 月

27日。

展厅一角

编者按：进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到2035年，我国

生态环境基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发展目标，新理念新格局下，环境建设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命题。如何感知广大人民群

众心中的美好中国画卷？如何真正地深入时代现场和社会现实场域，因地制宜地设计出美丽中国地方建设的方案和路径？如何把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的重要指

示，转化为“以中国美术助力美丽中国”的实际行动？

2021年，中国美院成立美丽中国研究院，倡导“以中国美术助力美丽中国”，在跨界贯通中打开生活艺术的新可能，在落地实行中激发文化生产的新方式，从文创、

文旅、文教、文娱四个方面，形成艺术文化赋能社会发展的新实践，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人文艺术的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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