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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城区主干道一直往西，双向
四车道柏油路在连绵青山处，岔开一
条三四米宽的村道。沿村道缓缓上坡，
两侧民居鳞次栉比，直至半山腰处，一
座水库静卧。这就是位于奉化城郊的西
圃村。

2022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丛志
强教授携“小裤脚”团队驻村，开启了西
圃村艺术发展之路。第二年3月，毕业
于人大的几个“00后”大学生和村民一
起，把一处租来的民宅打造成“小裤脚”
团队工作室。

图纸自己画，毛竹山上有，附近陶
瓷厂的碎瓷片在艺术生眼里是天然的
装饰品……三个月后，几个大学生把破
落民宅装点成艺术小院。近三百平方米
的院子里，一架亭台、一方水池、一圃花
田还养着两只小鸭子，玻璃屋檐和挂在
室内的装饰画，让向来朴素的村民看花
了眼。

工作室开张前三天，院里挤满了大
人小孩。“小裤脚”口中的“艺术改造”

“庭院设计”，在村民眼里有了具象。接
下来团队组织活动，参与的村民多了，
有的会把孙辈带过来。

与以老人为主的宁海葛家村不同，
奉化西圃距主城区车程不过5分钟，附近
有区实验小学、向阳学校。全村1800多人
中，400多人是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

工作室开张的热闹劲儿，很快就过
去了。天天往小院跑的，是小朋友。

放学后、双休日，村里的小学生“约
好似的”来到小院，看鸭子、做游戏，有
的会动手帮“小裤脚”做手工，有的把作
业带过来让大学生辅导。

小院成了儿童乐园，带动家长时常
光顾。

与此同时，“小裤脚”在村里打造节
点景观，和“花姐”樊国娥一起用花卉装
饰庭院，把泥瓦匠老范最爱的二胡打造
成装置艺术。新来的这几个“00后”，从
村民“看一眼愣半天”变成了见面招呼
一声的“小裤脚”。

“小裤脚”牵手小朋友：
在乡村开设“放学后设计”美育课堂

春雨微甜，空气中弥漫着香樟

树的味道。

4 月 21 日，雨后初晴，推开奉

化西圃村一处民宅大门，三三两两

的儿童或执网捕鱼，或在画纸上信

手涂鸦。刚刚，他们在这里上完手

绘花盆的设计课。

两层小楼、一方院子，是中国

人民大学“小裤脚”团队在西圃村

的工作室。面向村童开展包括绘

画、扎染、植物印拓在内的系列课

程，这是今年3月“小裤脚”团队打

造的“放学后设计”美育课堂。

通过艺术赋能村民，激发村民

振兴乡村，是“小裤脚”团队一直在

做的事。在宁海葛家村、鄞州城杨

村，“小裤脚”团队聚焦的是留守村

庄的成年人。这次，他们把目光投

向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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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村民信任后，小朋友跑得更勤了。
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的熊语薇，在姊妹

四人中排行老二，弟弟妹妹刚满一岁，家人无
暇顾及。读小学三年级的小熊一周七天恨不
得每天来报到：“这里漂亮，有好朋友，有好玩
的，老师还很温柔。”

经常来小院的是9—14岁的小学生，这个
年龄的孩子正处于试图与父母“解绑”，渴望
交友和探索外部世界的时期。另一方面，“双
减”政策落地后，作业少了，多出来的时间需
要家长给小朋友找事情做，村里的家长或是
无暇陪伴，或是不得要领。

“以前要么在家看电视，要么在外游荡，逛
到哪里是哪里。”10岁范锡潭语音刚落，妈妈安
芬儿抢话道：“过个十分钟我就要打她电话，路
窄车进车出，还有一条河，她出去我坐不牢的
呀！”安芬儿说，女儿在小院，她的心是笃定的。

在村民看来，与其让小朋友在外闲逛，不
如在小院让人放心。

不过，越来越多的小朋友涌入，问题来
了：小黄鸭被涂上红翅膀；月季开得正俏却不
翼而飞；亭子廊柱上被涂成花花绿绿。在“小
裤脚”团队成员、中国人民大学视觉传达专业
毕业生史馨眼里，“熊孩子”看似“捣乱”，“他
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探索自由的边界，表达
儿童眼中事物的样子。”史馨说，和学校课堂
上的语文数学有标准答案不一样，“艺术能装
下孩子们的天马行空。”

今年3月，在团队负责人段红娇的指导
下，“小裤脚”团队开设的“放学后设计”美育
课堂开课了。“周一到周五自愿参加，小朋友
写完作业利用现有材料做些手工。周末组织
户外活动，‘小裤脚’把手头的乡村景点设计
的一部分，简化成‘微创作’让小朋友参与。”
段红娇说。

这样的课程得到了奉化区西圃村
党支部书记汪善均的支持。

2021年，国家发改委等23部门发
布《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
意见》。次年，这项工作写入宁波市政府
工作报告。很快，“1米高度看奉化”成为
村社治理的一项工作。

在西圃村一处未完成的景点中，
墙壁绘成小学语文课本封面，座椅是
一支躺倒的铅笔。这两周的“放学后设
计”课程，分别是给铅笔涂鸦和手绘花
盆的绘画课。小朋友在设计稿中，为铅
笔画上彩虹、云朵，和手拿魔法棒的小
公主，在花盆上涂上大海、满天星，和哭
泣的乌云。

史馨说，小朋友的设计稿，正是未
完成景点的“待续部分”。等到天晴，“小
裤脚”带着小朋友，用油彩刷在“铅笔座
椅”上绘画涂鸦，用彩笔在花盆上描绘
风景并种下喜欢的花朵。小朋友将在祖
辈建造的乡村里，留下自己的那抹亮
色。

一年相处中，大学生也成了他们的
好朋友。

“最喜欢馨馨老师，她很温柔。”小
朋友口中的温柔，和大人理解的不同。
他们说的“温柔”，并不只是语调轻柔、
言语暖心，而是“不去评判”“能玩到一
块儿”。

史馨说，这大概是因为自己会用艺
术视角去看待儿童吧。“艺术和儿童共
通之处，是追求自由，释放天性。”史馨
读的专业不是教育学，但她发现之前小
朋友在院子里玩耍，一哄而散后的狼
藉，变成了“他们会把院子收拾干净，还
会主动加入‘小裤脚’的创作中”。

史馨和小伙伴，把这个变化归结为
小朋友接纳信任后的主动参与和模仿。

相较于“无心插柳”的惊喜，史馨他
们更想让小朋友在日渐寂寞的乡村生
活中找到童年的快乐，“好让他们长大
后想起小时候，有趣事可追忆，有乡愁
可慰藉。”

把儿童纳入艺术振兴乡村实践中，
是“小裤脚”团队今年重点做的一件事，

“西圃是第一个，等到村里公共景点造
起来，我都能想象小朋友的激动，他们
会骄傲地给人讲，这个是我画的，那盆
花是我种的。”史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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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圃小朋友为“铅笔桌椅”画的设计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