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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旅游建设中传统民俗文化元素的创新转化

曹馨妍
天津商业大学宝德学院，天津 300384

摘要：美丽乡村建设战略的提出，为我国乡镇的可持续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近几年，有关美丽乡村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各

学科基于自己的专业视角展开了不同层面的探讨研究。对于设计学科来说，这个命题更是一个有理论价值、社会价值、民生价

值、实践价值的创新方向。乡村的根基在文化，传统村落既是一个生产生活空间，又是一个承载文化脉络的文化空间，在文化

的传承和展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贴近人民群众的艺术文化形

式。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融入传统民俗文化元素，更容易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通过对传统民俗文化元素的创新性发

展、创造性转化策略的研究，拓展美丽乡村建设理论，积极推动传统民俗文化元素的活化传承，探索传统文化元素的当代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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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osed strategy of beautiful village construction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ownship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beautiful village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hot spot, and each

discipline has carried out different levels of research based on its own professional perspective. For the design, this topic is an

innovative direction with theoretical value, social value, peoples livelihood value and practical value. The root of the village lies in

culture, because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is not only a production and living space, but also a cultural space carrying the cultural

context,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isplay. The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lso the art and culture form that is closest to the peop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villages, it is easier to arouse the resonance of the masses by integrating the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By study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of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elements, the theory of beautiful village

construction is expanded, the activ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elements is actively promoted, and the contemporary tur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s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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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乡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美丽

乡村建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美丽乡村建

设本应该是凝聚着独特的文化内涵，承载着乡村的文

脉传承的可持续性建设。然而，很多地区在推进此项

战略时，没有平衡好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之间的矛盾，

顾此失彼，破坏了乡村的文化脉络。美丽乡村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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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在于将民俗文化转化为乡村现代化的精神动能，

将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乡村发展的经济动力，让文化

资本带来发展红利，使广大乡村民众实现物质与精神

的双丰收[1]。因此，在当下的发展建设格局中，应当秉

承对传统民俗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原

则，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当代审美的关系。赋予传统民

俗符号新的形式，进而形成一种设计理念，同时也是一

种创新的手段。这种设计理念不仅有利于民俗文化的

保护和传承，其潜在的艺术表现也能满足当代设计对

于创新性和多样化的要求[2]。

一、乡村传统民俗文化资源内涵

所谓民俗文化资源，实质是一种乡土文化的集合，

体现了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特定地区人群逐渐形成

的特定的风土人情、生活方式、价值信仰等。迄今为

止，在世界范围来说，中国是最早确立“民俗”，并且能

够在实际生活中应用的国家[3]。不同层面的民俗文化

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着传播与留存，如民间文学、民俗活

动、日常用具等。这些民俗文化资源，对于当时的社会

来说，具有很强的地域实用价值，极大地丰富了当地人

的日常生活。民俗文化资源留存至今，经过历史的沉

淀与洗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辨识度和文化特征，其文

化价值远远超越了实用价值，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化

资源。同时，民俗文化还是一种经济资源，“民俗作为

一种文化现象，是民间生成、储存的文化资本，可通过

文化经营，在流通、传承、积累和提升中实现其经济价

值”[4]。设计艺术与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是顺应历史的

潮流，也是未来设计艺术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5]。对于

设计学科来讲，应该从文化资源内涵入手，挖掘其经济

价值，通过对民俗文化资源的当代转化应用，实现其文

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新生。乡村的民俗文化资源丰富

多彩，可用于美丽乡村建设的资源类型大致可分为农事

器用、农户用品、传统手艺、民俗器具4类，通过对这4类

资源的分类整理和挖掘，提取可用于设计创作的素材。

二、民俗文化元素与美丽乡村旅游的关联性

（一）作为消费符号的民俗文化

美丽乡村的建设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农村地区实际

的生活居住条件落后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建设可以带

动乡村旅游等消费活动，增加乡村经济的增长点。因

此，美丽乡村的建设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消费行为。

当代消费景况已经逐渐从物质基础消费层面转变到精

神需求消费层面，很多消费行为实质是在消费符号。

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认为，符号与商品之间有着十

分密切的关联，商品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同时符号也是

商品，可以进行营销。同样的商品，驱动消费者进行消

费的已经从商品本身的实用性转变为商品本身符号的

差异性。因此，不论任何形式的消费产品，不仅要注重

实用功能，更要重视产品之外的符号价值，只有这样才

能在众多产品中脱颖而出，具备竞争力。而在研究过

往的乡村建设时，会发现建设活动的发起人往往是村

民本身，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样的身份使

得村民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更多关注对乡村的实用性、

功能性的提升改造，而忽略了对其独特的文化符号价

值的构建。乡村的文化符号价值就在于民俗文化的差

异性，这种文化的差异性是能够吸引消费者进行消费

的价值符号。因此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应该加入地域

独特的民俗文化元素，让消费者更加明显地关注到乡村

的文化价值意义，形成具有文化符号特征的消费空间。

（二）乡村是民俗文化产生和传承的载体

民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一种民

俗文化的形成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成长土壤，乡村就是

民俗文化肥沃的土壤。民俗文化依附于乡村人民的生

活与环境，乡村人民也传承着这些文化，因此，广阔的

乡村是民俗文化重要的传承载体，乡村与民俗文化相

互依存，民俗文化是乡村内在的灵魂。随着社会经济

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都逐渐产生

了较大的变化，民俗文化传承的土壤越来越稀薄。如

何挖掘和利用好民俗文化在美丽乡村旅游建设中的价

值，平衡好旅游开发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是建设者

必然要面对的课题。“民俗作为民族精神文化意识，积

淀着异常丰富的心理背景，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特征与

心理特质[6]”。民俗文化的这种独特性对于乡村旅游

来说，是具有极强吸引力的文化资源，因此应该在保护

的基础上积极地进行民俗文化的创新传承，挖掘和利

用好其中对旅游有积极意义的部分，既能适应现代社

会的生活又能保留民俗文化核心的部分，从而平衡好

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

三、传统民俗文化元素在美丽乡村旅游建设中

的重要价值

（一）乡土文化传播的符号载体

民俗文化艺术具有原始艺术的审美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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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态多样，种类丰富，内涵丰厚，是现代艺术设计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7]。民俗文化元素形式本体

具有很强的可识别性和地域特色，其最大的价值在于

其符号内涵。形式的普遍法则提到：符号负载着普遍

的意蕴，但它在获得了形式之后，便努力要负载着属于

自己的意蕴[8]。可以理解为，新的符号代表着他所要

表达的新的内容、新的含义，通过符号的传播应用，将

重新定义对符号代表意义的联想，做到“触物生情，触

物联想”的效果。因此，通过对民俗文化元素的符号化

设计处理，可以提高人们对于乡土民俗文化的认知度，

强化民俗文化元素的可识别性，让其成为乡土文化传

播最好的载体。

（二）乡土文化的感情价值传承

福西永（Henri Focillin）在《形式的生命》中提到：

“一件艺术作品，既是物质，又是精神；既是形式，又是

内容。”把乡土文化以抽象符号作为载体，既表达了形

式，又是对文化内涵的传播。乡土文化的传承是动态

发展的过程，形式也是感情价值的载体，乡村中的传统

民俗文化在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推敲、打磨和延续

后，逐步形成了现在的文化形式。在这个动态发展过

程中，这些有形的形式包含着的是无形的生活痕迹和

情感记忆，民族文化就是在这样一点一滴的记忆中积

累传承下来的。当今社会，传统的民俗文化也许已经

失去了以前的社会功能和实用价值，但是其中所蕴含

的感情价值仍然存在。通过美丽乡村的建设，留住与

传承这些具有感情价值的民俗元素，是当代设计师的

时代责任。

（三）乡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以农业为主导的农村经济

发展模式逐渐退出舞台核心，乡村振兴的主要目的就

是拓展乡村经济的产业类型。民俗文化元素将成为这

一发展模式中重要的载体之一，可以通过此载体丰富

乡村农业产品、提升乡村居住环境，助力美丽乡村建

设，形成乡村经济发展中新的增长点，带动农业经济突

破传统模式，助力乡村经济发展。

（四）乡土美学的新生

宗白华先生在对审美方法的研究中曾经提到过同

感论，意思是人们提到的美，不仅仅是外表的形式美，

实际通过外观形式要表达是内部的人文美学精神，比

如建筑之美，除了外在的砖石堆砌的形态美，更多的是

建筑形式背后的人文、时代背景所反映的时代精神。

建立乡土美学的概念，将民俗文化元素中适应当代审

美需求的内容融入当代设计中，形成新的美学元素，丰

富乡土美学内涵，提升乡村美学品位。依托乡村文创

产品、农产品和乡村环境设计，满足旅游消费人群的旅

游产品需求。凭借民俗文化元素的文化内涵，形成具

有艺术性、地域性、体验性等特征的设计作品，增强乡

村美学吸引力。

四、乡村传统民俗文化元素创新转化策略

（一）民俗文化元素中典型元素的提取

根据色彩、形式、文字的不同特征对民俗文化元素

进行多重方法提取研究[9]。民俗文化元素包罗万象，

以各种形式呈现并流传。在选择设计元素时，应该提

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元素进行呈现，便于形成受众

的记忆点。乡村民俗文化元素大致可以分为物质形态

和非物质形态两种类型。物质形态主要包含整体乡村

的布局方式、建筑形式与装饰、地域材料、民间用品、民

俗装饰等。在这些物质形态中，蕴含着乡村传统的生

活智慧和生存信仰，能够直接表达和传播乡村特有的

地域文化信息，便于形成可传播的视觉符号。乡村的

非物质形态民俗文化元素主要由传统手工技艺、民俗

节庆、民间曲艺构成。非物质形态的民俗文化元素适

合亲临体验，通过场景化的布置，视觉、嗅觉、触觉、听

觉、味觉五感的共同参与唤醒体验者对于文化的记忆

与理解，是一种活化的传承形式。

（二）以民俗装饰图案为母题的视觉符号重构

民俗装饰图案在乡村民俗文化中是最具符号特征

的文化元素，很多地区的装饰图案本身就已经形成一

个完整的符号系统，如农民画、木版年画、剪纸艺术、皮

影、花布、刺绣等。这些民俗艺术中的装饰图案本身就

具备极强的装饰性和符号性，同时，很多民俗装饰图案

都蕴含着对生活的美好寓意，具有吉祥、富足、安康等

大众喜闻乐见的寓意。因此将这些具有美好寓意的图

案与当代设计相融合能够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丰富

设计作品的文化艺术色彩。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从

设计层面应用符号学理论，对特定乡村民俗装饰图案

中具有代表性的图案进行提取，在抽取出形式符号之

后，通过异位和相互叠合的方式，以夸大的尺度、现代

的材料，重构为新的形态[10]。在此基础上以民俗图案

作为母题，通过抽象、重构等设计手法转变为可适应不

同设计场景的设计元素。这些设计元素可以应用在美

丽乡村建设的各个层面，如乡村的公共设施设计、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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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创产品设计、乡村农副产品包装、乡村的民宿装

饰、乡村的建筑装饰、乡村的对外视觉宣传等。有助于

形成乡村的视觉记忆点，打造乡村品牌视觉体系。

（三）民俗农耕器具的再生利用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农业生产都依靠人力，因此创

造了很多农耕用具。这些农耕用具流传至今逐渐被机

械化器具所替代，成为了历史产物。但是这些老旧的

器具，蕴含着传统农业的智慧和文化，是历史的见证

者。因此，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应该提取利用其价

值。具体的策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就是展示体

验，让农耕器具成为展示体验的用具，让来访者观看体

验原始农业的生产方式，了解乡村的农耕历史。第二

层面，让农耕用具脱离原有的实用范畴，变为装饰元素

及装饰材料。如磨盘，就可以作为建筑装饰材料，应用

在景观墙体、地面铺装、公共设施等场景设计中，增强

乡村环境的民俗氛围，打造独特的乡村民俗风貌景观。

（四）民俗建筑环境保护与更新

建筑在空间场景内占据的体量最大，在乡村中也

是最大的形式符号，乡村的民俗建筑特征多根植于所

处的地域环境，在地域环境与农耕文化的制约中不断

延续与更新，逐步发展演变，形成特有的建筑形式。例

如陕北的窑洞、安徽的马头墙、四川的吊脚楼等，这些

民俗建筑在其特定的地域文化背景下形成鲜明的形象

特征，其建筑形式成为了当地独特的视觉名片。在美

丽乡村的建设中，乡村建筑的建设不可或缺，如何将民

俗元素与建筑功能相结合形成乡村特色是一个重要课

题。首先，必须从整体的乡村规划布局入手，并考虑与

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其次，在具体的建筑形式、建筑

色彩、建筑材料、建筑装饰等层面融入原有的民俗建筑

特征，渲染建筑氛围。第三，在具有浓郁民俗风情的同

时利用现代材料与技术，打造民俗与时尚并行的空间

体验感，构建与古为新的文化空间内涵。提取民俗符

号应用在乡村建筑环境的设计中已成为一种趋势，是

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诠释。但是这种诠释没有固定的模

式，一切灵感来源都具有强烈的在地性。只有通过对

乡村的实地调研，在充分了解地域风貌特征，深入了解

当地独特的民俗文化基础上，合理地将传统与当代设

计相结合，才能打造出既具有实用价值又兼具文化价

值的乡村建筑环境。

（五）民俗体验场景打造

在将民俗文化融入到新设计形式中的同时，也应

该通过场景化的手法，让人们更为直观地体验原汁原

味的民俗文化。体验场景的构建可分为两个层面，一

个是静态层面，可以通过民俗文化展览空间来构建完

整的民俗文化语境空间，通过打造叙事化的空间路径

与场景化的空间氛围，增强人们的体验感和认同感。

亦可借助特定的民俗主题道具，通过象征和隐喻等设

计手法来表达民俗文化的内涵。利用展示将民俗文化

的动态发展与更新变化呈现出来，为民俗文化的传承

发展提供场景保障。另一个层面是动态层面，也就是

可以让人们直接参与互动的体验场景。可通过具体的

民俗文化活动、民间技艺展示、民间手工艺制作等参与

性及互动性强的体验项目，加深人们对民俗文化的认

知深度。

（六）民俗手工艺材料创新

不同地区的民俗工艺制作都依赖于当地特殊的地

域材料，南方盛产竹子，竹制品就成为主要产品。民俗

工艺品大部分都是由天然的材料构成，如竹子、藤条、

木材、麻、石头等。取自于自然界，在质感上自然就会

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素雅感，让人倍感亲切。这些材

料和工艺从审美层面来看，与当代人追求自然、朴质、

健康的审美观念十分契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

活品质的提升，人们对这种原生态制品的需求也越来

越高。在美丽乡村旅游的建设中，设计师应当通过适

当的工艺改造与形式设计，让传统工艺体现在不同层

面的设计器物中。如传统的竹编工艺，可以用在农产

品包装、建筑细节设计、室内家具设计、室内软装陈列

等不同的层面，让独具匠心的材料成为乡村的魅力所

在，传承与创新民俗元素的文化内涵。

五、民俗文化元素创新转化的原则

（一）文化原真性与创新性结合

民俗文化是乡村文化的灵魂，在进行创新转化的

过程中首先要保证文化的原真性，此处的原真性主要

指文化的在地性，坚决杜绝文化的随意移植。在一些

非正规的乡村旅游建设中，为了打造所谓的文化吸引

力，增加“爆点”，生拉硬拽一些不属于当地的文化内容

“蹭热度”进行宣传，失去了文化的原真性，破坏了乡村

的文化生态。不仅没能更好地传承民俗文化，反而破

坏了原有的朴质的文化土壤。因此，要想利用好文化

的原真性，一方面要源于传统而基于现代；另一方面要

以形达意做到真正的创新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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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品牌化与体验化结合

在民俗文化的创新转化过程中，也有一些地区局

限在单纯的农副产品包装宣传、单一的文创产品开发

中，想通过视觉设计层面的吸引力做文化创新。他们

认为民俗文化的当代转化只存在于一个二维的形式之

中，没有意识到民俗文化是一个三维形态的构成。因

此，在实际的挖掘创新过程中，应增加文化背景和地域

风貌、地域历史沿革和风土人情的综合背景分析，在设

计中，增加游客的到访体验，通过在地的多元文化输

出，将民俗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创新诠释，形成自成一格

的旅游品牌。

六、结语

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背景下，恰当的乡村旅游作为

能够拓展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业态形式，将从之前

野蛮生长开发的时代回归到理性的变革时代。变革的

一大方向就是文化旅游，民俗文化作为乡村文化的核

心资源，理应受到重视与发展。民俗文化与旅游相结

合，将会给美丽乡村旅游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成

为民俗文化活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渠道，也是实现我

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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