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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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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佛艺术公社的一度低调源于石佛的拆
迁消息。“2009 年，听闻城市化改造石佛村要
拆迁，公社的艺术家们不得不开始思考退
路。”黄国瑞下了狠心，无论如何，拆之前，必
须要建成一个新园区。从租地到征地，从院
落到高层，新园区的蓝图在黄国瑞的脑海中
越发的清晰起来。做一个永久园区，给艺术
家一个保障。

如果说石佛艺术公社最初的形成有偶然的
因素，那石佛艺术园区则完全是精雕细琢。由
于石佛艺术公社在艺术界的知名度，新园区不
仅是石佛艺术的代言，在某种意义上更是河南
艺术的代言，与郑州相邻的其他中部六省省会
城市，还没有形成艺术村落或艺术园区，这使得
武汉、长沙、合肥的艺术家纷纷到郑州发展。石
佛当代艺术园区的定位就是吸引周边省份艺术
家加盟，打造成中部首座当代艺术园区。

“石佛艺术公社创作园区主要包括美术
馆、画廊、艺术家工作室、时尚文化沙龙、艺术

空间等，为艺术家提供一个环境优越、设计前
卫、布局合理的创作空间。在这里，可以与艺
术大师、收藏家近距离接触，及时掌握国际艺
术市场最新动态。这里既有安静创作的独立
空间，又有相互交流展示的高档场馆，是国内
外艺术家创作交流的一个良好平台。”

“而艺术交流、艺术品交易中心园区，依
托园区优势的人脉环境资源，构建以艺术品
博览会、画廊、艺术品拍卖企业、艺术品经纪
公司、艺术品收藏市场、艺术品电子商务平台
等多元素在内的多层次艺术品产业结构，打
造中原地区最具特色的当代艺术品交易中
心、艺术创作交流平台。”黄国瑞说，石佛艺术
公社的艺术家们多为年轻的画家，他们的作
品需要沉淀，当然也需要得到市场的认可。
作品如果长期得不到市场的认可，不能转变
成商品实现其价值，画家们的生活和创作热
情势必会遭受打击。建立起一套保障机制，
使艺术家专心创作，作品进入市场化运作，实

现艺术与市场的良性互动。
在艺术之外，和时尚相关的商业氛围也是

园区的特色。顶极品牌店、主题餐厅、艺术酒
吧、咖啡厅、书店、艺术用品店等的入驻，这里
的商业活动，因艺术家和艺术活动的存在而
变得具有艺术气息，将成为一道独具风情的
人文景观。

黄国瑞说，石佛的艺术家们之所以选择独
立开发新园区，就是攒着一股劲，要把新园区
建设成为河南当代艺术创作基地，河南文化艺
术产品交流、交易中心，河南文化艺术创意人
才培养基地，国内外文化发展、艺术经纪、创意
公司聚居地，郑州西区乃至整个河南省当代文
化、艺术汇聚地，时尚品质文化生活聚居区，这
也必然会成为新的城区旅游景点，成为郑州市
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石佛艺术公社应该成为未来城市生活的
榜样。我们期待它能让河南变得时尚，变得艺
术。将来，不再有人说咱们河南人土。”

曾经的石佛村是关于“楼上人和楼下人的故事”
未来的石佛艺术园区将成为“现代艺术地标”

黄国瑞：
将来，不再有人说咱河南人土

2012年4月18日14时许，我如约来到石佛村采访黄国瑞。安静的石佛大街空无一人，与之前记
忆中展览活动的热闹恍若两地。位于大街中段的那座黄色小楼的颜色和“石佛大街179号”的字样在
岁月的斑驳下更呈现出别样的艺术感。

即将迎来六周年的石佛艺术公社，在经历了最初三年的如火如荼后，慢慢淡出大众的视野，变得
“默默无闻”起来。直到一年多前，石佛艺术公社要建新园区的消息一石激浪，可当人们在期盼和兴奋
中观望时，石佛却再度陷入“沉寂”。

“拳头收回来再伸出去才会更有力量。”面前的黄国瑞因为忙于新园区的筹备而略显疲惫，杂物缠
身的他如今只有每天早晨才有机会进行短时间的创作。

石佛艺术公社新园区与石佛村隔科学大道相望，占地76亩，毗临动漫产业园和五星级酒店，今年
即将奠基。提起园区将来的样子，黄国瑞滔滔不绝，自信满满，疲乏之态顿时不见了踪影。

“整个园区就是一个不断变化主题的大的‘艺术展’。每天来，每天都有新鲜感。每一个节日园区
也都会有统一的策划，来展现不一样的氛围，充分体现当代艺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记者 苏瑜

黄国瑞1965年出生在郑州，自小就对
油画有着浓厚兴趣的他，师从书画名家潜
心作画。1998 年，受中国油画学会选派，
黄国瑞前往意大利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艺术
交流。两年后，黄国瑞接受纽约城市大学
邀请，在该校做了 10 天关于“中国艺术现
状”的讲座，渴望艺术成就再上新高的黄国
瑞想抓住这次机会留下来。“纽约是当代国
际的一个艺术中心，我觉得我研究当代艺
术，最好的选择就是在纽约待下来。”

7年美国定居生活后，黄国瑞又决定回

国创业。“说实话，在纽约，美国之外的艺术
家很难进入上层，毕竟文化不一样，要让那
里的人们认同咱们的风格和艺术很难。”有
了在国内建一个工作室想法的黄国瑞，在
参观了北京宋庄、798等国内知名的艺术家
聚集地后，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家乡——石
佛村。“与其在外漂泊，不如回来，毕竟这里
才是我的根，也许这里更适合自己的发
展。”2006 年 3 月，黄国瑞回到了石佛村。
他的到来给石佛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石佛也给黄国瑞的人生开启了新的篇章。

油画家归乡带起来一个艺术村

石佛本是一个普通的村庄，都市西北
郊的地理位置让它仍然保持着村庄的清幽
和静谧。因为黄国瑞的一个决定，这里开
始变得躁动而引人注目。从此，石佛村有
了两类人：楼下人和楼上人。楼下人勤于
耕作，在楼上人的眼中则是“晨兴理荒秽，
戴月荷锄归”；楼上人躬身画室，在楼下人
的眼中则是“画舸春眠朝未足，梦为蝴蝶也
寻花”。楼下人的院墙上遍布楼上人的涂
鸦；楼上人的画室里藏有楼下人的耕耧。
楼下是农民，楼上是艺术家，本来少有瓜葛
的两类人，被黄国瑞的一个突发奇想糅合
在一起，紧凑而又和谐。

在黄国瑞到来之前，石佛大街 179 号
只是一户农家的编号，很快，“石佛大街
179”成为艺术界的代号之一。2006 年 5
月，融入石佛村的艺术家，发扬中国部队优
良传统举办了《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大联
展。2006 年 10 月又组织了集体展。2007
年4月石佛艺术公社建立周年时又举办了
《这屋那院》展，一时轰动开来。

“只有这么接近生活，才能真正让人思

考当下的生活与艺术。”黄国瑞在顶楼 200
多平方米的画室里，相继创作出了《沉沙
池》《石佛豆》《啄木鸟》等画作。

曾几何时，石佛每每以新鲜的方式让人
们聚焦。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石佛慢慢淡
出了公众的视野。“其实除了没有搞大的活
动外，其他一点都没变。”楼上人仍然在创
作，楼下人仍然在耕作，只是楼上人的创作
充满了田园风情，楼下人的耕作夹杂着商业
因子。石佛艺术公社的发展，带动了村庄的
发展。村庄原来只有一个简陋的小卖部和
一个小饭店，现在发展成餐饮、百货、装裱、
画框、物流等艺术相关生产制作的聚集地。

目前，一部名为《中》的电影正在拍摄
中。本以为是一部长一些的石佛纪录片，
黄国瑞立刻强调“是故事片”。他说，故事
讲的就是石佛村楼上人和楼下人的故事。

虽然《中》被定位于一个故事片，情节
是关键，但对于整个影片表现来说，情节却
又是次要的。正如这楼上人和楼下人，唇
齿相依。坚持原创的黄国瑞会给观众一个
什么样的惊喜呢？

楼上人和楼下人共同生活——《中》

石佛艺术公社：“现代艺术地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