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书院，一束光照亮了一个边陲小镇

德 宏 州，梁 河县，遮岛 镇，在 这个 云 南 边 陲 的 小 村

镇，当地 的居民说 这 里除了木柴 什么都缺。但 却有人 愿

意在 这样的地方，花大 把 精力，把一座破宅子改 成 花园

书房。在 这个文化 贫 瘠 的小 村子，你 在附 近 随便问 一 个

人，“是不是有个能看书、能看电影、能学画画，还能听艺

术家讲课，欣赏音乐会的地方？”那人一定会告诉你，你说

的是“先生书院”吧。

边陲小镇里照进了“一束光”

“先生书院”的创始人叫信王军，2015年，来云南德

宏看望一个多年未见面的大学同学。通过了解，信王军发

现这里的留守儿童有4.9万人，父母常年外出打工，孩子

几年都见不了父母一面。加上教育起步相对较晚，与外界

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也很少，这一切触动了他。当他再一

次从北京飞往云南的时候，“先生书院”的想法已经在他

心中成型了：因此他发起一个公益项目，在这里建一座书

院，他觉得贫困并不是这些孩子要面对的最主要问题，这

里的小孩很聪明，但独独少了跟城里孩子一样，平等地接

触书籍、接触艺术的机会。

在 当 地 寻了几日，他 便 租 下长 安 村 27号 的 这 座 院

子，虽然院子年久失修，苔藓一地，到处摆放着废弃的杂

物，还挂着没人收走的衣服，没有一点儿书卷气。但地方

倒是开阔，信王军决定亲手改造它。

改 造 这 座院子，信王军说，最 大的困难 是 建 筑 材料

的运输，很多东西要运进来，太多的东西买不到。仅仅是

一块 钢化 玻璃，要 提前一周从昆明预 定，再运 到梁 河又

要花上十天。于是他尽可能地就地取材，拿笔改造，这对

原本就是艺术家的信王军来说，倒也不难。他到村子里搜

寻了几块木头，又从路旁捡回来些树枝。先在树枝上画上

树叶，晾在一旁，再 将木头劈成两半，画上了云南风的纹

理，这些木头和树枝被他用作为屋子装饰的一部分。一些

不好作画的树枝，就拿刀片把树皮上的苔藓刮一刮，摆成

自由的形状，装进画框里，就成了美丽的装饰画。他还去

河滩上捡了一大块废石，回家捣鼓捣鼓，做成了一个古朴

的茶盘，再配上茶具，别有一番味道。

信王军用艺术想象，把平凡的东西都捣鼓成了装点院

子的艺术品。一辆旧自行车，种上花花草草，成了五彩花

车；几块钢化玻璃用胶水一黏，成了一面鱼缸墙；一辆破手

推车，竟也能改装成阅书台……一个半月之后，原先破败的

老院子升级变身成了美丽的“先生书院”，入口处还特别

用黄色的油漆刷出了“一束光”，希望书院也能成为当地人

心目中的一束光。

理想是丰满的，而现实往往是骨感的。信王军说，整

个县城三四万人，但真正热爱读书的人不超过30个，因为

大家都对读书没有什么概念，认为只 是学校里的课本而

已，几乎没有课外书。刚创立先生书院的时候，他也担心

过，“如果书运过来了，但却没有人看书怎么办？”所以，进

行 了多方 面 的 考 量，他 认 为 这 里 不 能 仅仅 是 读 书 的 地

方，而是要侧重于艺术教育。

如今，这座书院里不仅有一间藏书厅，还有两间阅读

室、一间电影放映厅、一间艺术教室、一个油画体验区、一

个餐厅和两间客房。还有老师长期驻守，帮助当地的留守

儿童提供艺术教育和思维开拓。此外，书院里的藏书也达

到了5万余本，都是全国的网友捐赠的，信王军特别感谢这

个时代，能通过这个小院子的传播力量，让更多的人知道

梁河这个地方，并伸出援手。

而之所以取名“先生书院”，信王军说，因为“先生”二

字在他心中是一种风骨、一种精神、一种思想的象征，而不

是一个具象的人。“给这座院子起名‘先生书院’，承载的

就是对自由与风骨的一种追求和向往，我希望‘先生’二字

能够回归。”

作家、诗人、音乐人，都来做孩子们的陪伴

这座被鲜花和绿植装点的四方院子，现在已经成了当

地孩子心中的小小天堂。孩子们在放学后就会直奔“先生

书院”看书、画画儿、看电影、学习新知识。大人们也喜欢

来这里，先生书院成了当地的一个文化场所，通过先生书

院，当地的青年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也有机会接触到更

多的书籍。抑或是沏上一壶茶，坐在板凳上，听远道而来

的文人墨客畅谈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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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王军和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