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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毕业季
把60本厚重的论文搬进

汽车后备箱，时隔3个多月，东
华大学服装与设计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陈庆军向着心心
念念的宁波宁海出发了。按
照原计划，过去的3个多月，他
本应该有小半的时间在宁海
的乡间度过，带着学生们一起
实地踩点、和村民交流、看着
一个个项目落地，然后在6月
的乡村大地上，见证来自长三
角12所高校艺术院系的师生
开启一个特别的“毕业季”。

然而，所有的计划被突如
其来的疫情打乱了。“非常遗
憾，很多环节没能实现，但在
当地和各高校的大力支持下，
我们将在村里为同学们举办
毕业典礼，并开启属于他们的
乡村毕业设计展。”

6月22日，2022长三角
艺术振兴乡村高校毕业设计
联合行动“乡聚毕设”枫湖毕
业季将在浙江宁波宁海县岔
路镇下畈村的大樟树下，拉
开大幕。

本报记者 毛丽君

■ 东华大学陈庆军教授（右一）带着做乡村毕业设计展的学生们在村里

踩点，为乡村毕业设计展、答辩等做准备 蒋攀 摄

就地取材
四年前，王宣宣从河南到上海求

学，作为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

院视觉传达专业的一名学生，她从来

没想过，自己的大学生涯会在浙江宁

海的一个小村子里画上句号。

因为听过陈庆军教授的课，因为

对乡村振兴的话题感兴趣，更为陈教

授多年扎根乡村的坚持所感动，王宣

宣选择了陈教授作为毕业论文指导老

师，也理所当然地参与到“乡村毕设”

的活动中，跟随陈教授的步伐，与下畈

村来了一次意外的“邂逅”。

“下畈村地处浙江省宁海县岔路

镇，毗邻前童古镇。村中有一株五百

多年历史的古老樟树，树干粗壮，树冠

如云盖，枝繁叶茂，充满了勃勃生机，

巨大而优美的树冠郁郁葱葱……大家

无不惊叹，从来没有见过造型如此优

美别致的大樟树……”为了完成毕业

设计，王宣宣先后两次前往下畈村实

地走访，在她题为《现代插画及衍生设

计在乡村传播中的方法应用研究》的

毕业论文里，下畈村的老樟树让她印

象深刻，而作为村庄的超级“IP”，这棵

网红樟树也成了她论文中插画设计最

重要的元素。

“我本身对插画比较感兴趣，而古

樟树对下畈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视

觉符号，我就在想，怎么把现代的表达

手法和传统的乡村形象没有违和感地

结合起来，更利于传播。”在调研年轻

群体偏爱的插画风格的基础上，借鉴

当地的人物现象，结合大樟树下四季

可能发生的不同故事场景，王宣宣笔

下的画面慢慢丰富起来。

“本来打算在村子里住两周，因为

疫情影响没能成行，很多素材都只能

从村子和村民的社交媒体账号获取，

虽然有遗憾，但最终结果是好的。”产

品包装、礼品袋、卡片、贴纸、口罩……

看着自己设计的插画在不同的衍生品

上，打上“下畈村”特有的艺术符号，王

宣宣说，“这种感觉非常棒”，她畅想

着，这些设计可以被村民采用或者给

他们的乡村振兴提供一些思路。

临近毕业，王宣宣开始为实习工

作忙碌。最终选择在服装设计领域做

平面设计的她，特地跟公司请假赴宁

海参加这场特别的毕业论文答辩。在

下畈村的大樟树下，王宣宣将用这样

一种特别的形式，为她的大学生涯画

上句号。

“实地体验、就地取材，以后做设

计我会把这点延续下去。”“乡村毕设”

对于“王宣宣们”而言，只是人生中的

一段经历，但这些年轻的设计师在乡

村大地上收获的，或许远不止一篇毕

业论文。

特殊财富
62岁的周方权在下畈村做了20

年村支书，村子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

而这次，他说，这个500多人的小村

子，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镇里通知我的时候，我挺高兴

的，这么多高校的艺术人才破例到农

村来做毕业设计，在全国也是首创

吧。”新农村建设要创新，周方权坦言

“村干部不专业”，下畈村是3A级旅游

乡村，但旅游点的活动场地不够大、留

不住游客、没有明确的定位和发展方

向……很多问题困扰着周方权，而“乡

村毕设”给他打开一扇希望的窗，他

说，“专业的事还是要专业的人来做”。

看着一批批大学生陆续进村，奔

着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各自挖掘，周方

权心里满是期待。而作为“村民导师”

之一，他用自己的经验为做毕设的同

学们提出了许多项目落地需要考虑的

实际问题。“比如说，围绕枫湖的景观

设计、河边护栏的高低等等，都要考虑

水上的安全问题，同学们在做设计时

考虑效果的美观，而我就针对项目提

一些能看到、能想到的问题和建议。”

毕竟，这些设计并不单纯是一本

毕业论文，做设计的初衷就是要落

地。“这次活动主要针对下畈和湖头两

个村，我们村小，大概有20多个设计

方案，一半左右应该能落地。”在周方

权细数的方案里，有传统艾草馒头制

作工艺的提升、有大樟树的周边、有

“集士驿站”的整体设计、有由村民房

子改造的民宿、有松树林里的儿童游

乐场……这些，都是学子们留给村庄

的“财富”。

然而，项目落地对于学子们来说，

何尝不是一笔“财富”？来自苏州科技

大学艺术学院环境设计专业的裴子

辰，已经在村子里忙碌了十来天，他和

小伙伴们正在搭建他们的“玻璃书

屋”，毕业论文答辩现场，这个由透明

亚克力打造的独立空间，将作为他们

毕业论文的延伸展示在众人面前。

“虽然设计方案和落地在外形和

选材上有区别，但能落地已经是一种

幸运。能把毕业论文用这种方式呈现

出来，我们非常高兴也很有成就感。”

裴子辰说，在和村民沟通做毕业设计

的过程中，他对自己的想法有了更真

切的认识，“乡村毕设”就像一块“跳

板”，连通了他作为一名设计师的梦想

与现实，“这是一种正向的激励，对我

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

乡村振兴
“那天，我特地把同学们的论文打

印装帧成册，厚厚的一摞叠放着，很感

动。”长三角12所高校60本论文57套

方案，几乎每本都是万字起步，陈庆军

感慨着特殊时期各高校师生们为了完

成毕业设计的种种不易，同时也对这

些设计感到兴奋不已，“经过我们的评

估，至少有12个设计方案短期内可以

落地，一些已经在进行中”。

江南大学赵佳琪同学的“屋前檐

下”，在房屋与房屋之间搭起“廊架”，

对廊道这一公共建筑空间进行设计；

安徽建筑大学常浩东同学立足于湖头

村养生文化，为村民养生宴的餐饮创

业提供完整的视觉系统方案；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郝柔柔同学在湖头村与下

畈村之间的河面上，搭起了一座水上

栈道，将当地道教文化融入其中，打造

了一个独特的滨水景观空间；安徽大

学汤畅同学的儿童户外活动空间设

计，在下畈村重要的景观点松树林内

建起童趣十足的儿童游乐场，开启了

下畈村关于未来发展定位的探讨……

一桩桩一件件，陈庆军随口说来，如数

家珍。而更多没能在短期内落地的方

案，也将成为村庄未来发展的思路和

“储备”。

“因为疫情，所有参与的团队都有

遗憾，一致要求启动下一届。我们准

备9月开学就筹备新一季活动。”陈庆

军计划，2023“乡村毕设”活动将有更

多长三角的高校加盟，可以在今年活

动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湖头村、下畈村

的资源，为乡村持续发展提供更多可

能性和多样性。

“我一直在跟宁海政府部门沟通，

他们对艺术振兴乡村的支持为我们活

动的持续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后

续项目的落地和运营、资金的投入等

都需要进一步的沟通、落实。”

更远的未来，活动会有更多的形

式。比如，聚焦宁海当地的传统文化

符号、优势产业，开展专题的毕业设计

活动；再比如，结合当地发展不同阶段

的不同需求，面向有实力的院校发布

硕、博毕业论文选题征集令……到那

时，宁海的发展将不再是长三角高校

的课题，乡村振兴也将不再局限于艺

术类院校；到那时，宁海将成为全国高

校“毕业选题的聚集地”，宁海的发展

将“非常值得期待”。

而这一切，已经在陈庆军的脑海

里酝酿，如果能落地，宁海必将在乡村

振兴的道路上闯出一方天地。

接下来一个多月，陈庆军会在村

子里度过，他会看着那些没能如期落

地的项目一点点推进，并为即将开启

的新一季活动做更多计划和沟通。“有

了今年的基础，明年的‘乡村毕设’一

定会特别精彩，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陈庆军对

于乡村振兴的探索，已经在长三角

起步。

■ 王宣宣以老樟树为设计元素的插画做成了产品包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