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野與文獻　第九十九期　2020.7.15 第 5 頁

深圳大芬村，也稱大芬油畫村，以其油畫產

業聞名於世，有「中國油畫第一村」與「世界藝術

工廠」等美稱。伴隨著油畫產業的興起，大芬村得

到眾多媒體與學界的關注。張可討論了大芬村油畫

產業的發展過程。1 蔡一帆等討論了 2008 年金融

危機後，大芬村油畫產業從複製行畫為主到逐漸增

加原創的轉型過程。2 也有學者以城中村改造為著

眼點，指出大芬村以文化導向進行再生時所面臨的

問題及相應的再生策略。3 這些研究主要著眼於油

畫產業，而鮮少關注在大芬村裡工作和生活的群

體。本文通過走訪畫工和畫商等大芬村的「特殊村

民」4，探討在產業轉型升級與城中村改造的背景

下油畫從業者的生活現狀及其現實選擇。

一、田野考察所見大芬油畫村

大芬村位於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布吉街道，

原本是一個佔地面積約 0.4 平方公里的偏僻客家村

落，僅有 300 多名村民，生活條件惡劣。在改革開

放以前，這裡的村民多以種田維持生計，人均年收

入不到 200 元。

1989 年，香港畫商黃江帶著一批畫工和海外

訂單來到大芬村，辦起生產行畫（即臨摹畫）的畫

廠。據黃江本人的回憶，當時的布吉老街已經相當

繁華，但他還是一眼就相中了落後偏僻的大芬村，

因為這裡租金便宜，緊臨深惠公路，方便人貨進出

香港，而且民風淳樸，可為畫工們提供一個安靜的

環境專心作畫。5 由於物美價廉，大芬村的畫工生

產出來的商品油畫深得海外市場的青睞。這些油畫

經由畫商，源源不斷地銷往海外市場，而畫廠的規

模也隨之擴大，大芬油畫產業自此發端。

大芬油畫產業初具規模後，政府也開始注意

到大芬村的文化潛力。2003 年，深圳提出「文化

立市」，投入大量資金規劃大芬村。之後，大芬

村油畫產業規模迅速壯大，成為「中國油畫第一

村」。6 2008 年的金融危機，使得以外銷為主的大

芬村遭受重創，很多畫廊倒閉，大批畫工離開。為

此，大芬村不得不開始轉型，比如增加內銷的比

例，以及轉向原創油畫。7 金融危機結束後，大芬

村的內銷、電子商務與原創繼續發展，油畫產業得

以重振。2015 年，大芬油畫村的成交量已增長到

43 億元，是金融危機前的兩三倍。8 在此，我們將

結合實地考察的內容，將今日的大芬村直觀地呈現

出來。

2019 年 3 月到 9 月，我們先後四次走訪大芬

村，逐漸窺探大芬的藝術魅力。大芬如今已是一座

被高樓環抱著的具有商業化氣息的美麗城中村。店

鋪外的裝飾畫琳琅滿目、磚瓦路乾淨整潔、建築整

齊光鮮，而深圳最大的美術館——大芬美術館也坐

落其中。超過 60 家企業和 1,200 餘家畫廊、工作

室及相關配套行業經營門店聚集在大芬油畫村，其

中過半數商家從事油畫生產和銷售，常駐的畫師更

是有上萬人之多。9  大芬村的原住民已成為房東，

但多數搬到了政府新建的大芬新村，留下的基本是

上了年紀的老人。很難想像這樣一個地方曾經被稱

為「深圳的西伯利亞」，不過從內部略顯擁擠的佈

局，以及某些富有年代感的低矮建築中仍可窺見昔

日的影子。

村內住宅樓的一層大部份是店鋪，其中絕大

多數是畫師經營的畫廊，其餘的既有畫具店、裝裱

店，還有小賣部、飯店之類滿足日常生活需求的店

鋪。不少店鋪都正門大開，放眼望去，多是正在作

畫的畫師。他們坐在畫板前，手邊放著調色盤，或

是對著照片臨摹，或是進行創作。而店內的牆壁上

則掛著他們的作品，也有畫師把作品擺到了店外。

其中有些是仿名家的畫作，譬如大師梵古，一條街

走下來能看到不少向日葵題材和《星月夜》的油

轉型時期的大芬油畫村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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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有些店鋪外會擺放著「油畫體驗」的招牌，只

要付費（30-80 元不等），就能體驗一次當畫家的

感覺：店主會提供筆、顏料和紙等畫具畫材。如果

不知道該畫什麼，可以從店主提供的的圖片中選一

張來臨摹；即便沒有繪畫基礎，店主也會親自進行

簡單的指導。我們為了有機會更好地與畫師交流，

也掏錢畫了一次，臨摹的是梵古的《播種者》。

在攀談過程中，店主陳女士介紹，如今大芬村已經

是深圳的知名景點之一，所以這種油畫體驗主要是

面向遊客，旺季時大芬村的觀光客並不少。她還告

訴我們，村子裡有不少店鋪以夫妻共同經營模式開

設。10 此外，據觀察，村內還掛有不少繪畫培訓班

招生的招牌，招收對象既有成年人，也有幼童。值

得一提的是，我們還找到了雕塑家、書法家等藝術

家的工作室，可見油畫村的收入來源並不局限於繪

畫領域，消費群體也並不局限於遊客。 

走訪村內唯一一家民營拍賣行 11 時，工作人

員羅先生熱情地接待我們。他告訴我們，許多畫家

之所以願意把自己的畫委託給拍賣行拍賣，是因為

這能有效提高他們作品的曝光率，同時也屬於一種

自我宣傳的行為。而時至今日，大芬村已然成為一

塊金字招牌，但凡懂一點畫的人都知道大芬。若一

個畫家說自己在大芬畫畫，那麼其作品則更容易被

賣家看中。他還提到，政府也持續為大芬村投入很

多資源，比如文博會分會場選址大芬、村內正在進

行中的綜合整治活動和較早時投資建造大芬美術

館。羅先生強調，不是所有美術基地都能擁有專

屬的美術館，只有大芬是例外，兩者將形成良性循

環，使大芬村的藝術產業走得更遠。我們看了村內

畫家存放在拍賣行裡的部份作品，也參觀了美術館

裡展出本村畫家作品的專區，發覺裡面確有不少令

人眼前一亮的作品。這裡不再僅僅是一個流水線生

產大量行畫的「工廠」，還是一個能為藝術家們提

供創作舞臺和自我展示機會的「基地」。12

另外，我們在走訪過程中瞭解到，除了實

體店，越來越多的畫師開始選擇經營（或兼營）

網店，有的是自己開，也有的是與別人合作。到

2019 年為止，大芬已有二千多家網店，在各大平

臺上的微商、微店經營也較為普遍。不過仍有選擇

堅持傳統方式的畫工。13

村中的消防改建工作在短短數月間給這個小

村子帶來了極大的變化。我們在 2019 年 3 月底訪

問大芬村時，建築之間的小巷中還能見到不少擺攤

的畫師，他們躲在雨棚下、窩在窄小的通道中一邊

畫畫，一邊跟同行談天說地。畫完的油畫或掛在牆

上，或堆在地上。對租不起店的畫工而言，這是最

普遍的選擇。而這也曾經是大芬村的一大景觀，吸

引了許多來看熱鬧的遊客，也帶動了油畫的銷售。

然而到 2019 年 4 月底，小巷被清理得很乾淨，

從一頭能毫無阻攔地望到另一頭，讓空間看起來寬

敞、整潔了幾分，但又讓曾在改造前來過大芬村的

老遊客感到一些寂寥，覺得大芬村少了許多藝術

氣息。14 早在 2 月份，龍崗區布吉街道辦就已開展

大芬村綜合整治行動，拆除面積近 45,000 平方米，

其目的在於徹底整治村內畫框小作坊和巷道亂搭

建各類隱患，改善消防、市容、商業狀況，擦亮大

芬油畫村品牌。15 接受訪問的畫師表示這次遷拆，

不但走了一批無法支撐起店租的畫師，還影響到不

少將畫臨鋪擺放，招攬生意的店主。專案的相關負

責人多次走訪向租戶解釋工作，希望他們配合整

治行動，然而整治期間畫師們遭受的經濟損失最

終仍由自身承擔。據畫工透露，政府還打算為村內

住宅樓的外牆添上牆繪，目前該專案正處於招標階

段。16

與全國各地的城中村改造一樣，大芬村實施

改造乃大勢所趨，同時這也是其發展的必經之路。

不過，形勢歸形勢，住在大芬村裡，眼見著變化

一點點發生的油畫從業者又是如何看待這一切的

呢？我們將通過幾個畫工的個案具體展現這些變

化。

二、大芬村的畫工個案

1. 從仿製畫到原創畫：周先生夫婦 17

周先生來自廣東省汕尾市，他和妻子的店鋪

開設在大芬油畫村老圍東的一條巷口，平日閒暇時

他會在店前的小巷中散步，與附近的畫工們閒聊。

他在畫工群體中有一定的知名度，老圍東的畫工們

看上去都與他有一定往來，一位受訪畫工直接告訴

我們「他很有名的」。

1990 年，不滿二十歲的周先生便已經來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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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油畫村，成為一名畫工學徒，他幾乎見證了大

芬油畫村迄今為止的整個發展過程。據他回憶， 

1994 至 1995 年是大芬油畫村起步後最初的興盛

期。那時他和妻子都參與到流水線作畫的生產中，

批量生產的油畫尚未乾透就已經被客人收走。畫

工還開發出用油畫刀作畫的技能，技巧純熟的「刀

王」甚至能達到用雙手作畫的程度。一位熟練的畫

工一天大約能完成 50 張面積為 20 乘 25 釐米的油

畫。18 他們也經歷過 2008 年金融危機時外國訂單

驟減的行業低谷期。這段經歷讓他們將視線從一張

張「向日葵」或「星月夜」中抬起頭來，開始投入

到自主創作的轉型實踐中來。在採訪這對夫妻時，

他們自營的油畫中心裡擺放的已經不僅只有油畫，

也有諸如濃豔的國畫牡丹和運筆遒勁的書法等作

品。

談及在大芬村的生活和對未來發展的規劃時，

周先生表示他並不看好油畫村的未來，甚至直言其

已經「走向衰落」。「現在的環境比以前好了，但

是個個都比較浮躁，畫畫也靜不下心。你看有些年

輕人基本上待不住。」在他看來，近年大芬村整體

的氣氛漸漸偏向商業化，村中的年輕畫工畫師多有

急功近利者。這部份群體難以接受理想收入與現實

收入的落差，本身也並非真正熱愛藝術，很難靜下

心創作，有相當一部份已經離開。「這裡做生意可

以，但不適合畫畫了。以後待不下去了，或許會回

老家畫畫吧。」周先生望著自家新店面剛掛上不久

的紅色招牌如是說道。

2. 典藝畫廊林先生夫婦 19

林氏夫婦經營的「典藝畫廊」門前堆疊著色

彩斑斕、大小不一的商品油畫，能夠讓人一眼分辨

出這是一家以製銷行畫為主的畫廊。2006 年，這

對來自潮汕的夫婦經親戚介紹來到大芬村，跟隨本

地的畫工師父學習行畫技巧，從此進入商品油畫行

業。

林氏夫妻自稱不如早幾年來到大芬村的同鄉

幸運，沒有趕上大芬油畫村發展的好時候，剛來兩

年便遭遇了金融危機。除去金融危機前後那段最為

艱難的日子以外，他們的收入維持在一個較為平

穩，能夠維持家庭生活的水準。當下他們工作日常

並不複雜，但受油畫行業整體行情影響較大：行情

相對平穩時，夫妻倆早上十點下樓佈置店面，繪製

油畫或守在店內經營，聯繫合作畫師收售油畫，飯

食由妻子在樓上出租屋做好再拿到店內。他們每日

營業八至九小時，傍晚收店返回樓上的出租屋。他

們在畫廊靠牆街角處還開設了油畫體驗攤位，主要

由妻子吳輝珠打理、指導遊人作畫。林先生偶爾也

會端一杯茶，搬上折疊椅坐在一旁乘涼靜看，不時

和客人聊上幾句。如果行情冷清，油畫經營入不敷

出，林先生便需要外出兼職，店面則由妻子照料，

兼顧油畫體驗攤位和成品畫銷售。

對於當下生活與收入，林先生只是輕描淡寫

地表達了看法：「鋪租有那麼多，一天下來什麼

都不幹也要走掉三百多塊錢，還是得營業的。」

夫妻倆目前每月僅店面租金就超過 3,000 元，加上

近 2,000 元的房租，已經佔去了經營收入的大頭，

他們不得不精打細算過日子，並通過開設油畫體驗

攤位和外出兼職增加一部份收入，維持家庭開銷。

但對於當下時興的電商營業方式，他們則持否定

態度，認為轉行電商前期投入過高且不保證回報，

夫妻倆本身對電商技術知之甚少，也沒有更多的人

手能夠輔助經營，因而在這方面不作考慮。談及未

來，林先生則表示自己和妻子都不再年輕，已經承

受不起轉業風險，會留在大芬村直到拿不動畫筆為

止。

3. 陳女士夫婦 20

陳女士與丈夫共同經營著一間專做原創的畫

廊，但我們先後訪問三次，前兩次都只見到妻子陳

女士一人。她告訴我們，她的丈夫是畫水彩的畫

家，一年大概有將近一半的時間都在外寫生，而

她則留在大芬村打理店鋪。   

這對來自廣東梅州的夫婦原本就是「科班」

出身，美院學習臨近畢業時，因為聽朋友和老鄉介

紹說大芬村「有這種畫畫的氣氛」，而且很有名

氣，所以他們便好奇地過來觀摩，看完以後十分

滿意，就決定離開家鄉到這裡打拼。那一年正好

是 2002 年。談及剛到大芬的那段時光，陳女士坦

率地告訴我們，他們起初根本就沒有「賺錢」的念

頭，只想過來體驗一下。「家裡人都說畫畫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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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畫畫能賺錢嗎？」她用輕快的口吻說笑道。不

曾想這一「體驗」，就是十幾年，現在他們的孩子

都已經在附近上學了。

回憶起過去，陳女士感慨，剛過來的時候，

大芬還不像現在這麼有名，原住民和畫師還住在一

起。巨大的轉折發生在文博會前後。大芬村名氣大

增，於是政府開始著手改造村內環境，陸續有慕名

而來的畫師入駐，同時原住民逐漸遷出，搬到新建

的大芬新村。不過，有人來，也有人選擇離開。當

初和陳女士一起過來的朋友，有一些已經去別的地

方發展，或是乾脆改行，因為「混得不好」，沒辦

法糊口。

陳女士表示，店裡有時一下子就能賣出去多

張原創畫，有時候一個月也賣不出一張畫，且因為

畫作本身作為藝術品的特殊性質，最終售出的價格

並沒有確定的標準，而是在幾百元到幾萬元之間不

定，這導致店內的收入也較不穩定。但目前每月店

租支出和生活開銷仍在承受範圍內，丈夫在外寫

生也不需要支付額外費用 21，因此生活還是可以維

持的。被問到做原創和做行畫哪個更賺錢、從事的

人更多時，她直言，由於原創和行畫的門檻不同，

因此很難判斷哪個更好，多數人都是覺得什麼賺錢

就做什麼，但畫原創的人的確是比以前多了一些。

而對於未來，她表示，只要日子還能過下去，就會

一直留在大芬村。

4. 畫工的共同困境

我們訪問的畫師均在大芬村生活了較長時間

（10-30 年不等），他們中既有美術專業出身，也

有半路出家，人生軌跡各不相同。但他們來到大芬

的原因較為一致：經親戚或朋友介紹後對這個油畫

村產生了興趣，從此入駐大芬油畫村。對於大芬村

的現狀，他們不約而同地表達出不樂觀的態度，甚

至認為大芬村正在衰落　　行情不佳，錢不好掙，

畫師不斷流失，藝術氛圍漸消。當問及大芬村近年

來的變化，涉及到「城中村改造」話題時，他們的

態度也幾乎一致：儘管政府的改造的確讓大芬村環

境變得比以前更好，然而長時間的封路，以及拆除

雨棚、卷閘門並清走過道間的露天畫攤對畫師們造

成的生產生活影響較大。那麼，大芬村的改造究竟

是如何影響畫工的？

三、城中村改造與畫工營業需要的矛盾

大芬油畫村的牆面畫廊約始於 2008 年，此後

逐漸普及，許多資金不足以租用店面的畫工藉此謀

生。2017 年 5 月，深圳布吉街道相關部門指出，

大芬牆面畫廊存在消防安全隱患，需進行整改。澎

湃新聞網在是年 9 月曾發佈反映該問題的專題文

章，通過展示多名畫工的經歷，說明部份畫工群體

選擇利用牆面經營的原因，以及這部份畫工在畫牆

拆除後將面臨的抉擇與困境。22

如今，大芬村樓棟之間的過道牆壁上偶爾還

能見到一道道發黃的膠痕，這是村內消防改建拆卸

雨棚、卷閘門後留下的痕跡。受訪畫工幾乎都記

得 2019 年年初的整改情景，當時大芬村中氛圍凝

重，村長做村民的思想工作，而村民負責租戶（畫

工）的思想工作。回想起當時的場景，林先生顯得

頗為感慨。他認同村內消防改建的必要性，同時也

對村中整改之初的一些不合理規定感到不滿。起先

村中整改時連將油畫擺放到店門外都不允許，林先

生還遇到過試圖以「身份」來脅迫其整改的人員，

令他哭笑不得。「不過現在好些了，總不能把畫工

逼到走投無路，這些油畫什麼的還是能放一點（在

畫廊外面）。」23

這次整改對大芬村畫工造成了直接影響，林

先生提到，由於雨棚和牆壁搭建物的拆除，一些有

一定知名度而沒有店面的畫師紛紛改為與有店面

的人合作經營。他還講到先前尚有一些未離開大芬

村的畫工會在村內走動叫賣油畫作品，但當下大部

份沒有自己店面的畫工都離開了大芬村，林先生推

斷人數約有一二千人。周先生也直言拆遷對生意經

營影響較大：拆遷以前，客戶進入大芬村可以憑藉

標示性的自建畫廊、玻璃房等辨認村中道路，尋找

指定店面。但在拆遷後客戶往往會在村內錯綜複雜

的道路間迷失方向，影響到購畫熱情。24

整改還要求畫廊、工作室門口不得擺放過多

成品畫，不時有戴著臂章的巡邏人員在村內檢視，

監督畫工按規定擺放油畫。林先生回憶，自己以往

會在畫廊外的空地雨棚下支起畫架創作，但如今受

整改規定所限，油畫繪製只能在店內進行，店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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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受到影響，以往隨處可見的「油畫體驗」攤位

也險些被列入違規範疇。經營原創畫工作室的陳女

士受訪時還提到前一年的修路問題：當時村外道路

阻塞，客戶車輛無法進入油畫村，使得客源有所下

降，全年的營業額也頗受打擊。25

畫工的經營訴求與大芬村當下面臨的發展空

間不足、消防安全隱患頻現的問題產生了衝突。可

以看出，當下大芬村村中的整治行動對畫工的經營

積極性有所打擊，同時畫工們也缺少回饋意見及滿

足需求的有效管道。26 由此也影響到他們對未來的

期望。部份受訪村民也感受到了畫工的難處：客家

原住民秀婆婆在受訪時表示，畫工們收入並不穩

定，在日常開銷、租房、供給孩子上學等方面有著

較大的壓力。27 如何重新塑造畫工群體對油畫村的

信心和歸屬感，也成為大芬油畫村轉型道路上不可

忽視的問題。

四、結語   

大芬油畫村近年來產值增速放緩，與之利益

攸關的畫工群體作出的「大芬衰落」判斷並非毫無

根據。畫工們主觀感受到的村內藝術氛圍減弱、房

租攀升與營業收入增加不匹配，拆除違建項目導致

畫工人才流失，畫工缺少相應管道回饋意見等都是

「衰落」觀點的推手。

受訪畫工多數表示希望政府進一步加大宣傳

力度，更大發揮大芬村的品牌效應。他們不約而同

地提到了大芬村計畫進行的牆面改造，對其持肯定

與期待態度。但有一名原創畫工表示，大芬油畫村

的整治不能浮於表面，僅僅是環境整潔、牆面繪畫

或許並不足以讓大芬油畫村畫工的窘境得到改善。

畫工們還提到了補貼問題，他們提出此前修路時政

府補貼的不合理之處，「補貼款只補貼到臨近路邊

的第一間店鋪，但實際上把路圍起來整個大芬都會

受影響的。」從受訪畫工頗為無奈的敘述裡，可以

聽到前一年大芬修整道路時給畫廊畫室經營帶來

的影響。誠然，修整道路為大芬帶來了較好的交通

環境，但整路對畫工經營造成的打擊也切實存在，

如果當時的補貼能更加全面、到位地覆蓋到受影響

的畫廊商戶，也有利於提升畫工的營業積極性。訪

談中，來自湖北荊州的藝術家黎先生提到了大芬油

畫村和當下經濟大環境的關係。他認為大芬村從興

起之初就伴隨著強烈的商業化氣息，反映著市場訊

息和經濟大環境行情。現在畫工們口中的「生意不

好做」，正是大環境的映射。28

從長遠來看，大芬村的改造對發展必將是有

利的，但眼下畫工們的窘境，以及部份人被迫離開

都是村內真實現狀。事實上，政府致力於發展大芬

油畫村旅遊業，通過文博會分會場選址大芬村、建

造大芬美術館、繪製牆面彩繪、建設延長風情油畫

廊、設立畫家個人工作室或油畫表演工作室、規劃

油畫展廳、個性油畫餐廳、青年旅館等綜合設施、

組織對外油畫展覽等措施對外宣傳大芬油畫村形

象，打造油畫村的品牌，從長遠看意義巨大。但是

身處其中的畫工看的更多的是眼前的境況：大芬村

旅遊業正向上積極發展，遊客帶來的創收卻尚未成

為畫工們收入的可靠來源 29。同時，生活成本居高

不下、畫工生活壓力日漸增大的現狀也難以緩解。

如果僅僅關注到整體改造的必要性而忽視了對個

體的照顧，作為個體存在的畫工似乎就被「隱沒」

了，他們的生活現狀和真實需求也在改造的浪潮中

為人所忽視。政府和社區應該對畫工的境況和想法

多投入一些關注，建立可行有效的溝通管道。行畫

也好原創也好，他們以畫筆畫刀繪出的色彩對於大

芬村而言都不可或缺。他們是大芬村的風景、構成

大芬村的基石，只有讓他們的日子能過得下去，讓

他們有進行藝術創作的餘裕，有對大芬油畫村的認

同感和歸屬感，才能保證這個藝術之村的生機與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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