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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设计的内涵、特征及价值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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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设计是将乡村的优势特色资源，在现代消费文明、文化表达和美学取向中，重塑价值体系的创新活动，是以设计思维

与创意策略对乡村世界进行美学观照和艺术感知的具体行动，在唤醒东方田园的场所精神和重塑乡野浪漫生活方式的同时，

与科技、商业进行结合，建立地域文化与现代价值的系统连接。乡村设计具有鲜明的在地性、系统性和融合性特点，并应该立

足于生态文明、社会创新，以及城乡融合的价值立场，将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进行系统融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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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Positions of Rural
Design
CHEN Qingjun, YUAN Shiqun
College of Fashion and Design,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ghai 200051, China

Abstract: Rural design is an innovative activity that reshapes the value system by combining rural resources with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 with the modern consumer civilization,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aesthetic orientation. And it is also a concrete action to

aesthetically visualize and artistically perceive the rural world with rigorous design thinking and creative strategies. While

awakening the spirit of the oriental countryside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rural romantic lifestyle, it bonds with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to establish a systematic connection between reg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value. Rural design, characterized by locality,

systematicness and integration, should be placed in the value posi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ocial innov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o carry out the systematic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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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之下，乡村建设

从“硬”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逐渐走向“软”的产

业升级、乡风文明建设。在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进程中，乡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设计的关注，与此

同时，乡村振兴为设计的实践和研究提供了更为辽阔

的疆域，正如方晓风教授所言：“无论如何，设计与乡村

不再隔膜，这是设计与乡村的双重希望和机会。”[1]这

样的背景下，以多元的创新方式推动乡村建设的产业、

文化、生态发展的整体持续协调，都亟需设计力量的多

维度介入，以及科学的设计理念和方法的指导。

不容忽视的是，乡村振兴战略所带来的政策、资金

等资源涌向乡村时，在“负责任的设计”缺席的情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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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资金和硬件的大量投入，会将乡村面貌推向同质

化、低俗化的境地。尤其是对乡村设计的理解尚停留

于景观规划工程、个体艺术进村的层面时，乡村的产

业、文化、社区等难以触及，设计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难以实现。乡村设计不是项目，而是课题，真正以研

究型设计介入乡村，是设计机构、设计院校应有的态

度。乡村建设方兴未艾，但符合国情的乡村设计尚处

于起步阶段，因此，立足于设计学科本身的论域，以乡

村设计实践的过程和经验为基础，梳理、厘清乡村设计

研究的内涵、特征、价值立场等，显得尤为迫切。

一、乡村设计的基本内涵

把握乡村设计的内涵，必须从根本上理解乡村设

计的服务对象、价值目标和理念方法。近些年来，在全

球范围之内，乡村设计以不同的实践形式得以开展，如

日本的地方创生、欧洲的社会创新设计等，都以地域、

乡村为对象进行系列创新探索。

作为设计对象的乡村，是一个迥异于工业和城市

的复杂场域，如果说工业具有标准化、批量化的特点，

那么乡村则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其本质区别

可以理解为：工商业与生产、消费有关，而乡村更关乎

生命、生长和生态。乡村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体现为乡

村资源千差万别，而乡村设计的起点恰恰是千姿百态

的乡村本土资源，它们可以是有形的自然风貌、物产、

手艺、建筑营造等物质文化，也可以是无形的乡风习

俗、祭祀礼仪、乡村文化等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毫无

疑问，尊重乡村本土资源的设计活动，是避免“千村一

面”同质化设计的源头。因此，乡村设计之初，以民族

志等视角进行田野调查，深入挖掘、梳理被工业化、城

镇化遮蔽的乡村文化基因，是乡村设计迈开的第一步。

乡村设计是将乡村的优势特色资源，在现代消费

文明、文化表达和美学取向中，确立价值体系的创新活

动。乡村资源持有与生俱来的乡土和传统的烙印，尤

其是特色优势资源，往往是农耕文明和手工文明沉淀

下来的地方财富，在乡村社会，它们难以独自从乡土文

明跨越到现代的消费文明和信息文明。然而设计思维

和策略是将乡村资源转化为消费产品、服务和体验的

有效路径。

乡村设计的逻辑起点是乡村资源。人们通过调研

和价值评估，将所确立的乡村资源作为第一手的素材

和符号，进行环境设计、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数字

媒体设计、品牌设计等设计，转化为乡村旅游、民宿、研

学、文创、地域 IP、乡村市集等新型业态，进而与体验经

济、美学经济、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服务经济、低碳经

济等实现有效链接，为乡村振兴或地域振兴提供整体

方案（见图1）。

由此，本研究认为乡村设计是将乡村原有资源转

化为现代文明要素的重要策略和路径，有别于政府部

门自上而下的规划性建设，也不是实验艺术的单方面

介入乡村，更不是资本下乡的资源觊觎，而是实现设计

价值的时代主场。乡村设计是以设计思维与创意策略

对乡村世界进行美学观照和艺术感知，在唤醒东方田

园的场所精神和重塑乡野浪漫生活方式的同时，注重

与科技、商业进行结合，建立地域文化与现代价值的生

命连接。

过去十余年，设计类高校作为乡村设计探索和实

践的主要力量，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与服务乡村进

行结合，形成一批乡村设计的范本，如同济大学娄永琪

教授团队的“设计丰收”、湖南大学何人可教授的“新通

道”、四川美术学院段胜峰教授的“设计乡建原话语”、

中国人民大学丛志强教授团队的“艺术振兴乡村”等，

均从不同视角展开乡村设计实践和研究。高校行动在

乡村设计的科研方面，以社会价值和时代精神不断延

伸设计的边界，同时在真实的乡村设计现场，培养年轻

学子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恰好对应于设计学科的

交叉性和新文科建设的价值导向。

二、乡村设计的特征

乡村设计具有鲜明的在地性（Locality）、系统性

（Systematicness）、融合性（Integration）。

图1 乡村设计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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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设计的在地性

乡村设计的实践和研究，区别于城市、商业和消费

体系的设计行为的最大之处在于在地性。乡村设计的

全过程，理应“贴近地皮、看见草根”。乡村本土资源作

为设计的逻辑起点和本源元素，对设计作品的形成尤

为重要。乡村设计在尊重在地力量、在地智慧、在地材

料的前提之下展开行动，才能形成生长于土地的设计

作品。

对于在地力量的认知和尊重，可避免设计师脱离

乡村现场的单独行动。设计师与本土村民的价值共

创，是乡村设计在地性的突出特点，如中国人民大学丛

志强教授于浙江宁海葛家村的“艺术振兴乡村”实验，

高校设计师团队充分尊重并合理激发本地村民的地方

性知识，形成了设计师与村民共同针对设计对象进行

定位、构思、方案、实施、运维的共创设计方式。这种方

式要求设计师突破“离场”设计的传统工作模式，设计

师的身份向引导者、协调者、推动者转变，专注于设计

的临场性与在场性。村民与设计师双方通过情景洞察

发掘技能、分解步骤单体训练、预设功能创造作品等共

创设计训练，重新构建以地方经验、地方技能、地方常

识通向乡村现代生产生活的创新路径，继而实现以生

活实用和经济收益为导向的村民力量的创造性转化，

建立和激发村民的文化自信和创新动力，形成“设计赋

能村民·村民振兴乡村”的内生发展格局，见图2—3。

在地材料与在地智慧，往往体现出就地取材、变废

为宝、物尽其用的设计形式，这些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

中沉淀下来的经验，渗透于营造、装饰、工艺等活动之

中，外显为乡村的朴素美学。新的乡村实践中，这些工

艺和智慧仍然散发出乡野趣味和审美的光芒，为乡村

设计确立原生的质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地力量已经不仅是原住村

民，新乡贤以“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园情结，携带着在

他乡积累的知识和技能，以开放、连接的理念回到乡

村，他们是乡村设计的直接支持者和参与者。某种意

义上，乡村的“设计师”，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拥有美

术技艺的设计师，他可以是有志于返乡创业的大学生，

也可以是掌握特殊生活技能（如厨艺、手工艺）新乡贤。

总之，乡村本土的价值资源存在于乡村真实的生

活场域，应充分尊重乡村文化和意义的成果、合理利用

乡村的材料与工艺、调动乡村本土的创新力量，以此构

建乡村资源的设计链、价值链和产业链。

（二）乡村设计的系统性

无论从乡村振兴战略的方针内容“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还是乡村振兴

的“五个振兴”科学论断：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

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都可

图2 设计团队与村民共商共创设计方案

图3 村民重启垒石技能创制实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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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以设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绝对不是单单为乡

村建筑施以墙绘，或者为农产品进行包装设计等单一

的行动，产业、文化、人居、生态等，已经为乡村设计预

设了解决乡村问题的具体切入点，奠定了乡村设计的

系统性。

乡村设计的系统性特点来自于对乡村的系统性理

解，以及在此基础之上，采用系统性的设计策略创造设

计价值。日本千叶大学的宫崎清教授提出了“人、文、

地、景、产”五个面向的“社区营造”理论体系，较好地演

绎了乡村设计的系统性。总体上，乡村设计以乡村文

脉、视觉形式、空间环境、形象塑造、价值传播等创新形

式，去观照乡村的生产、生活、社交、情感等层面在新的

历史语境中的价值重塑。

乡村的系统性必然要求乡村设计要立足于文化、

经济、社会的系统思维，在工业文明高度成熟、信息文

明来势汹涌的情况之下，乡村的系统性变得异常复杂，

如传统的劳动方式不可避免地与现代的科技力量交织

在一起，形成极为复杂的子系统。当前，乡村社会存在

多种文明形态系统的共生共存，如既有精通建设楼宇

的泥瓦匠、熟练掌握制作模具流程的工程师；也有从事

传统农事活动、手工艺活动的劳动者，在社交媒体时

代，他们通过数字直播的方式，正在成为知识生产的

“新农人”“新匠人”，由此可见，乡村设计的系统性特点

体现于业态形式的交织和多元。

（三）乡村设计的融合性

通常情况下，乡村设计的系统性与融合性如影随

形。例如，如果将乡村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那么它应

该与城市系统融合，如果将乡村看作一个自然的系统，

它应该与人文系统融合，除此之外，乡村内部的各个子

系统也会通过设计活动，进行各种形式的融合共生。

常规的乡村建设中，对于乡村各个系统要素的融合共

生较少顾及，而设计策略的方法在促进乡村与城市融

合共生、乡土与时尚融合共生、传统与未来融合共生之

中彰显创新力量。黑川纪章将 21世纪的世界新秩序

称为“共生的秩序”“共生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开

始重视个人、地域性与创造性的价值[2]。

乡村设计的融合性对于设计行为本身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设计活动应将设计思维、设计方法、设计文

化、设计美学等要素，赋能乡村产业、文化传承的各个

环节。西方学者杜威·索尔贝克在《乡村设计：一门新

兴的设计学科》中的论述也强调，设计是强有力的整合

工具，乡村设计是将设计解决问题的属性，应用于乡村

地区，以培育人们独创性、创业才能、创造性和创新力

的方法论[3]。

此外，乡村设计开展，需要进行设计学科内各专业

的融合，也需要与其他相关学科领域进行融合。面对

乡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系统的创新设计，乡村

设计不仅要将环境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

计、数字媒体设计等专业进行融合，而且也需要引入社

会创新设计、服务设计、体验设计、系统设计等新兴的

设计内容。乡村设计在调动各种设计专业、设计理念、

设计方法参与乡村建设的同时，还需要融合相关学科

的力量，共同针对乡村社会的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如民俗学、社会学、旅游经济学等学科力量，可以对乡

村设计进行必要的补充。

融合性思维指导设计活动可以有效活化乡村资

源。例如，面对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设计策略中，以下

3个方面的融合创新为乡村资源的活化带来更多可能

性：（1）将闲置资源和业态场景融合，乡村原本被用作

储物的空间、破旧的角落，实际是具有多种功能，因地

制宜的设计开发，可将地方乡土文化、农耕元素与时尚

要素融合，构成体验娱乐、休闲游憩的美学体验场景；

（2）乡村手艺和新消费文明融合，乡村工匠、手艺能人

是“乡创客”“土专家”的潜力股，对乡村能人技能的发

掘，将乡村手艺产品以文创产品的策略进行再设计，以

乡村美学的产品内涵适应新的消费场景；（3）产业价值

链的融合，乡村一二三产业链单链的产品和服务，可以

通过三产融合以及品牌塑造的方式，促进土地、资金、

技术、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向美学经济、体验经济的

创新业态配置，有利于推进资源优势向质量优势和效

益优势转变，实现产业价值链的延伸。

三、乡村设计的价值立场

乡村设计除了在技术层面将形式与功能、意义与

情感、风格与趋势等设计语言置于乡村未来场景中开

展活动之外，对于价值立场的判断同等重要。乡村设

计中立足生态文明的可持续设计立场、面向社会创新

的设计责任思考，以及基于城乡互动的乡村本体性尊

重，将道德和伦理、商业和经济置于同等重要的维度确

立乡村设计的价值立场。

（一）以生态文明为价值导向的乡村设计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乡村

的生活方式以及造物行为，本身就包含有世代相传的

生态设计智慧，这为生态设计、绿色设计的实践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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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为生态设计、为生存设计已经成为全球设计伦理

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此设计价值体系中，地球有限资源

的合理利用、自然生态的维护等已经成为优秀设计的

圭臬。路甬祥院士曾说：“实现绿色化需要设计先行，

因为设计是人们对有目的实践活动进行的预先设想和

策划，是具有创意的系统集成创新创造。绿色设计将

决定产品、工艺、装备、服务的生态环境友好性和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绿色化水平。”[4]

中国农耕文明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时节

而作”的农事活动，包含了“天人合一”“以农为本”的思

想，它们是人类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重要理念。这

其中世代相传的造物实践，往往包含了“宜”的方法论，

体现为与礼相宜、与事相宜、与物性相宜、与人相宜、因

地制宜、文质相宜的设计处理，使得造物的结果与社会

系统相适应[5]。乡村世界的这种“恰到好处”的生活和

生产方式，携带有与生俱来的生态文明的观念与智慧，

如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造物活动中就地取材、物尽其

用的材料观，村前屋后的泥土、树木、竹林、石头、稻草

等材料，或者从农业种植、狩猎中获取的桑麻、皮毛等

材料，都是乡村在建筑、器物、服饰、装饰等具体造物活

动，无不体现出潜隐其中的生态观念。

（二）面向社会创新的乡村设计

乡村设计是深入乡村社会现场的设计，乡村社会

在携带自身农耕文明的基因走向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

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症候往往可以交给设计来协

调。意大利学者埃佐·曼奇尼作为社会创新设计的主

要倡导者，尤其强调社会创新是“满足社会需求，能创

造出新的社会关系或合作模式”的可能性。由此来看，

乡村设计具有鲜明的社会设计的价值立场，前文提到

的乡村设计在地性、系统性、融合性等特点在乡村设计

活动中的呈现，恰好是通过设计创新，创造新的社会关

系和合作模式的真实体现。

在各种乡村设计的案例中，都可以看到新型社会关

系的建立，正如埃佐·曼奇尼所言：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

特征就是高度发达且不断增强的连接度（connectivity），

不断增强的连接度减少了组织的固化程度[6]。由东华

大学、安徽大学发起的“设计小学”乡村美育公益（见图

4）行动中，实现了乡村小学师生、家长、村民与大学师

生、志愿者，公益组织等群体之间的高度连接，以一个

明确的目标——让孩子们表达家乡的各种美好，连接

多方力量。活动明确将乡村小学生置于乡村美育的中

心，由设计专业的大学生引导、协作，点燃和训练乡村

小学生对于家乡事物的想象力和创意力，用图形、文

字、语言等形式创作第一手的设计素材，通过大学生一

系列的品牌设计、文创设计、传播设计，赋能乡村产业

振兴。这种乡村设计活动，恰是曼氏所认为的社会创

新具有的“小型、本地、开放、互联”的新兴情境。

图4 “设计小学”乡村美育公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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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曾立足于应用人类学的视角，对亟待

“重建”的理想乡村进行主动回应：文字是社会化的工

具，它可以交换社会经验，从而引导共同行动，并达到

共同生活的目的[7]。在新的技术条件之下，与文字的

功用一样，设计也是社会化的工具。社会设计的价值

立场，会提醒乡村设计不仅仅“尚美”，更要“向善”。面

向社会创新的乡村设计，当以改变乡村社会为主导方

向，如果认为乡村设计便是城乡规划或者景观设计，显

然触及到乡村真正的痛点，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下，乡村

社会长期处于凋敝和困顿之中，乡村的空心化、留守儿

童、产业乏力等现实问题理应引起设计的警觉，从定义

问题到设计原型的构建，直到效果反馈与效果评估，对

真实的乡村世界有所回应。比如东华大学团队在“功

夫涨坑”驻村行动中，以村民练功习武的传统为乡村设

计的出发点，联合村民开展乡村设计，将村民完成的景

观节点作为村民掰手腕大赛（见图 5）、武林大会的场

地，以此实现塑造乡村活力的计划。此次驻村设计中，

社会设计的在地性、“小而美”、连接与开放、自下而上

等特点皆有体现，兼顾了乡村经济发展的需求、生产生

活的需求、幸福感的需求等方面。

（三）立足城乡融合的乡村设计

过去数十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狂飙猛进，乡村社

会处于“整体性衰败”的窘境。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国

家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力图通过资源的合理配

置，弥合城乡差距，尤其是高度城市化所带来的弊病愈

发明显时，人类对于“归田园居”的生活方式充满憧憬，

中产消费、品质消费的到来，推动城乡关系从对立走向

融合，不可否认的是，设计是推动城乡融合的直接手段。

基于城乡融合共生的乡村设计是构建互哺型城乡

共同体的有效途径。如果说过去数十年间，乡村向城

市主要输出体力，那么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城市将向乡

村输出智力，设计当属重要的组成部分。乡村设计与

科技、资金、管理、资讯等要素进行融合创新，重塑乡村

活力，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见图6）。

乡村以往的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的体系，基本处

于独立自存的封闭系统之中，那么立足城乡融合的乡

村设计，通过美学和体验策略，将乡村特色优势资源，

转化为符合消费趋势的产品和服务，在城乡消费的融

合中，为乡村的产业振兴带来可能性和多样性。在城

市的商品、物质资料等流向乡村的同时，乡村的物产、

技艺等同样流向城市，成为城市消费的重要组成部

分。只有城市和乡村的物质资源双向流动，才能构建

和谐的城乡关系。在这个环节中，城市资源融入乡村

场景时，对乡村文化、习俗的尊重，可通过设计解决。

而乡村物产进入城市消费所需要的时尚感、审美性，同

样需要设计解决。正如英国学者约翰·赫斯科特所言：

“一般而言，经济学关注的是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

另一方面，设计是我们规划并实现满足自身现实需要

的能力，它产生意义，同时也创造了财富的源头[8]。”

乡村设计立足城乡要素交换，完成意义、情感和功

能的价值重构。在洞察消费需求的过程中，设计创新

实现乡村价值的延伸，比如在内循环经济和后疫情时

代，乡村环境系统通过场景美学、体验美学的塑造，发

挥原生态的自然课堂、手工艺文化的优势，为城市消费

提供高品质的乡村旅游、民宿休闲、亲子研学等产品，

这其中，触动城市消费热情的内容，必然是设计的产

图6 乡村设计促进城乡融合图5 “功夫涨坑”乡村活力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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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尤其在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的政策导向之中，乡

村的消费场景与城市越来越接近，城市的时尚消费场

所，如文创书店、咖啡吧、餐饮、酒吧、游乐场等，已经成

为乡村产业升级的重要内容，而设计面临的挑战在于

这些业态形成，绝非城市的简单复制，而是融合乡村文

化、生产、场所精神和乡土气息的系统设计。

四、结语

乡村设计区别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硬件投入，

其以智力优势参与中国乡村建设，“乡村建设以试验、

培训、研究、推广为方式，不断往返于‘现代—传统’、

‘城—乡’、‘政府—民间’、‘知识分子—民众’、‘理论—

实践’之间的广泛地带。”因此，设计不能缺席新时代的

乡村建设，设计的参与恰好丰富了乡村建设的行动类

型。近年来，中国设计在国际舞台越来越受到瞩目，国

潮国风的设计文化有力彰显了民族文化自信，在“民族

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的时代召唤中，中国设计面临从

城市到乡村“转场”。设计除了拥抱科技之外，同样需

要拥抱乡村文化，关照民众需求。乡村作为中国文化

生长的沃土、中华文明诞生的摇篮，乡村大地蕴含有丰

富的设计语汇，本质而言，乡村设计是对绵延数千年乡

村文化的全新演绎，也是民族文化与精神在设计创新

时代图景中生动的母题表达。携带民族基因的设计活

动，才是具有中国气派的中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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