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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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以绘画、摄影表现形式及历史文献为内容，反映画家对五段心路经历的回顾。
 夜阑更深，静神回首，五夫却又浮现在脑海。
每当这时，曾经历的一切依旧明晰，仍然难忘。
那条潭溪、那片荷塘，那丛丛树林、那幢幢老宅，那座端肃仪正的紫阳楼，还有那血液中遗传着先人
基因、脸相分明透出山夫农人气色的一张张熟悉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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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五夫的古街今天晴。
上午，7位画家朋友互称“友军”，嘻哈一阵，便拱手作揖，互道珍重，分头上路了——“人文武夷
——中国古村落艺术调查活动”正式开场。
我选择到五夫，因为五夫寓度假区较远，路况不好， “友邻部队”对当地不甚熟悉，只有我去了。
山区的阳光，即便时值仲春，也如同冬日暖阳。
日丽风和，神清气爽，心境极佳。
在五夫镇纪检书记王乐和党委宣传委员詹丽英陪同下，驱车一路数十公里，进驻了五夫。
中午稍作休息后，我与紫阳楼管理员小姜约定，一同再走走古街。
从艺之人，喜好有年头的古旧之物，也喜欢逛古街。
古街里透出的气息，温馨亲切，是马赛克、水泥钢筋和铝合金玻璃的堆砌所没有的。
从住地到古街，要穿过集市。
集市仍然在五夫原先的大操坪，地面已用水泥铺就，方方正正，有半个足球场大小。
五颜六色的遮阳伞下，肉蛋鱼果蔬和当地土产，林林总总。
集市周边盖起高大的商品楼房，原先破旧的电影院不见了。
从集市引出南北走向的两条街路贯成一体，车来人往，店铺一间挨着一间。
这是后来动工修建的，成为五夫的新区，也作为现代集镇的标志。
出了集市，我们径直走向一条熟悉的小路。
由于地势较高，在路口，就可以见到一大片有黑乎乎瓦盖屋顶和梁椽板壁的老房子，哗啦啦自南向北
铺开，层层叠叠，足有一公里长。
这下面，就横陈着那条古街，南北走向，也一公里长。
从路口拐两个弯，便出现一条连接古街的老巷子，这就是著名的朱子巷。
说它著名，却十分不起眼。
据说，当年朱熹出家门到兴贤书院求学和讲学，必经此路。
朱子巷想必是后人起的名字，为的是纪念朱熹。
八百多年，也算遥远了，可就如弹指一挥间。
至今，朱熹故里还能留下这条只有一百米左右的老巷子，实属不易。
巷子的宽度只容两人侧身而过，经年逾日，风雨洗刷，路面的鹅卵石已油光发亮。
惟有两旁破旧的民宅农舍依然故我，当然已数易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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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离开五夫已大半年。
画事之余，间或会想起它。
一丝怀念飘然而来，却如雾里看花，坐落在深山远避交通要道的五夫似乎又感到遥远而陌生了。
毕竟，我不是五夫人，宴席总会散去，过客带走了茶味酒香，苍老的几桌上杯盏碗盅依旧搁放着⋯⋯
千里万里之遥，一个不被众人认知、甚至常被世人忘却的乡村，有如一个孤独的孩童，在山野中茕茕
子立。
中国的乡村如此之多，一个五夫村，何以要受人注意呢？
因为它有历史？
因为出过柳永？
出过刘氏一族？
甚而因为朱熹曾在那居住了四十多年？
考考四十岁以下的猛男靓仔，那些衣冠楚楚先生，还有款款来去的贵妇美妹，柳永何人？
朱熹何人？
这些与现世有何干系？
年复一年，五夫仍旧炊烟袅袅，鸡鸣犬吠。
但有历史的五夫，终被历史遗忘，终被俗世浮生远远地撂在一边。
夜阑更深，静神回首，五夫却又浮现在脑海。
每当这时，曾经历的一切仍旧明晰，仍然难忘。
那路、那古街，那条潭溪、那片荷塘，那丛丛树林、那幢幢老宅，那座端肃仪正的紫阳楼，还有那血
液中遗传着先人基因、脸相分明透出山夫农人气色的一张张熟悉面孔⋯一生未尽，唯祖籍老家和五夫
这两个乡村让我如此亲近，又如此熟悉。
或许，我等数人因为志趣，抑或因为心结，终有了对曾经驻扎过的乡村牵挂的一份情丝。
离开五夫后的数月问，我又去到下梅村和桐木村画画，还到了鄂豫边界、赣南乡村和山西大寨采风，
置身其间，总会与五夫比较，感受其当然的不同。
亘古沧桑，风俗淳旧，祥和宁静，乡村的个性也许各有不同。
那么，同为中国乡村，沿海与内陆、北边与南边、高地与平原，共性是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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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文武夷:五夫日记》：人文武夷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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