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 工程 设计｜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Design 2022年2月 第4卷 第1期

学理图式与路径设计
——《从乡愁到乡建》阅读札记

邬烈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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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农村田野与村镇景观上的文化记忆，诉说描

述不尽的乡愁情节，以及对它的建设、设计及艺术氛围

的营造的期盼，是设计学者们的热门话题与课题。汪

瑞霞的专著《从乡愁到乡建——江南村镇的文化记忆

与景观设计》，是这课题研究的最新成果，是从学理层

面到实验维度做出的有说服力、有使命感的回应。

笔者在 20世纪 70年代中期于小城边缘之地插队

务农，亲历了乡村田野景观的巨变。人们填埋了天然

的池塘与河流，然后利用三个冬天的时间，挖出了一条

数公里长的笔直的有20米宽的人工河，再拆除原有以

家族姓氏聚居的民居群落，沿河两岸修盖了统一样式

与规格的住房。如那时就有无人机摄影，就可以记录

下那整齐划一的棋盘似的乡村田野河流景观。笔者在

结束这段经历之中，多次回到那片田野，跟随记忆寻访

生活的痕迹。在距那时30年后农田已被厂房、工业设

施覆盖，许多农家开设了小型织布工纺，织机隆隆鸣响

的节奏使情景仿佛回到了一个世纪前的张骞时代。在

距那时 40年后，农居又全部被推平，田野土地上呈现

的是厂房、开发区、仓库与高速公路，农民们家家搬迁

进了20多层的高楼，生活设施远远超越了电灯、电话，

家用电器、抽水马桶、煤气灶、网络一应俱全，政府每月

定量补贴因失去了土地而无法自给自足的日用消费。

笔者又由于个人偏好与职业需要，经常外出写生，

而那些江南小镇自然就成为观察与体验的最佳景观。

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去乌镇时，它还存留着茅盾小

说中的风貌，充满肌理感的白墙与黑瓦、石桥流水、格

栅木门沿街排列，阴雨中银灰与苔绿连成主色调。80

年代中期再去写生时，商业旅游业稍稍有了起色。到

了2016年再去乌镇时，竟是为了去看一个顶级的国际

当代艺术展，阿布拉莫维奇、蒋国强、草间弥生的作品

都出现了东栅丝织厂改建的展厅之中，旧颜彻底换了

新貌。乌镇还有了国际戏剧节，一流的木心美术馆，一

年一度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数不清的货栈、染坊、酒馆、

民宿、棚船。前些时又得知还在修建吴大羽美术馆，而

完全可以更具吸引力的文化资源茅盾故居还有待设计

开发。木心成了乌镇文化记忆的代言人，他最后的诗

吟“那风，那雨，一顶桥……”成为了乡愁的名句。笔者

在这多少年间还去过的周庄、甪直、同里、锦溪、西塘、

斗门、柯桥，都在不同方式与路径的开发之后呈现出兴

旺与活力，令人并无多少乡愁之感。与此形成对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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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个有“第一村”称号的村镇正在淡出人们的视野。

传统中国的乡村或乡镇，不仅生产水稻小麦，生产

棉花，也出产几乎所有的一切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需

要的产品。如纺织业从纺纱织布，到蓝印花布到扎染

蜡染，如蚕丝业以种植桑树养蚕抽丝，到丝绸生产与刺

绣缂丝。传统概念中的所谓城市，与此相比较也就是

大型的乡镇或城镇，交换与买卖来自乡村的产品成为

一种主要的功能与场所。村、镇、县是一种基本的结构

模式与层次的递进关系，村的功能除了农业，生产也包

括出产除了依赖于土地耕作之外的原生态材料的初加

工与阶段性产品，而镇的作用则偏重于各种门类的手

工艺与制造业、制成品、农副产品的集散、交换、物流，

及其与之相适应配套的服务、交流、文化、娱乐、商业、

运输等。事实上，今天的城市功能或经济活动，尤其是

产品制造生产行为，在那时相当程度上是由农村、乡镇

来完成的。同样文化艺术的创作与传播，也在很大的

程度也是在农村与村镇发生与展开，原生态意义上的

民间艺术、民间工艺、民间文学相当大一部分出自乡野。

可以发现，土地所有关系的变革，社会政治的推

进，经济体制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种植业养殖业、工

业化的进步，人口的迁移，农业农村农民政策的一次次

改革，农业技术及民间文化与生活形态的移风易俗，都

是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乡建动作。土地改革、合作社、

人民公社、联产责任制、包产到户以及城市化进程、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多有不同的大地景观与鸟瞰构图。

田亩、种植、垄秣、灌溉、大棚、植被，形成了各不相同的

视觉风景，而机械化程度更高的田原、农场、梯田，更是

一种大色域的情景，还有三熟制及四熟制，畜牧业、棉花

种植、菜地、花卉生产等，更是网格景观与色彩丰富多样。

乡愁在希腊语“nostalgia”中有“返回家园”之意，

多指在故土记忆里对人对物，对事对场的某种爱痛之

间、喜忧交织的追忆，某种近似幻境色彩的渴望，最终

是无尽依恋的情怀抒发，是人生历史与社会轨迹的追

问与思辨。“乡愁是故乡的那栋老屋，那里留下我年少

时的欢声笑语，一转身一回首，一个若有所思的凝

眸……老屋是我温馨的回忆，是我梦里的惆怅，是我

故园的思念”，一场长长的“乡愁”引发的不仅是深情眷

恋与集体记忆，而是从理论到实践的反思，是一场不会

结束的乡建运动。然而，正如汪瑞霞在书中所说，乡愁

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失落感，不止是一种情感

价值上的思绪与意趣，也超出了记忆缺失与情境消解的

范畴，以及它们所带来的惆怅，也早已失去了略显忧郁

的诗意。当下的乡愁，是面对着农村乡镇的极普遍的景

观趋同化、风情表象化、人群空心化等十分沉重的局面。

作为一个特定概念的村镇景观文化，从初始形态

的出现到当下形成的面貌，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

演化，它永远处于不断的转型，不断的发展之中，历史

更迭、生产关系、生产技术、文明进化、民俗喜好、观念

行为等变革，一次又一次地促使了村镇文化的跟进，或

隐藏或呈现了一次次的乡愁，周而复始怎一个“愁”字

了得。与此同时，乡愁与乡建总是并存而并行，有了乡

愁才有乡建，有了乡建又有了乡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

乡建并不是为了恢复记忆，乡建并不能完全消除以往

的乡愁。乡建并非复原，并非修旧如旧，不等于复制男

耕女织，田园牧歌、牛背短笛的画面。各个时间阶段自

有自己的那个“旧”，总是在变化中呈现新的面貌，不是

一味地复原旧时之旧。老街、祠堂、戏台、石桥虽已消

失，但它的片段，它的表皮，它的舞台布景式的搭建与

修复，在真真假假之中会帮助人们复制记忆中的老味

道、老气息，满足人们的怀旧情结，沉浸式的氛围帮助

人们去寻找丢失的乐趣、情境与心态。与此同时，又远

不只是村镇，城市、园林、街道、居住方式等，都是在不

息的变动之中亦愁亦喜交替。

事实上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在城市群的边缘，在

高速公路、高铁动车飞驰过的视野中，乡村景观正在以

极快的速度发生着惊人的变化。或绿水青山、花田草

坡姹紫嫣红，或大棚无际泛现闪闪珠光，或交通发达路

网密布，或民居山墙幅幅壁画，民宿别墅风景如画，或

乡镇企业上市公司，成为新的工业旅游景点，还未进村

进镇已见乡建景观连连。乡建已有多种模式出现，它

们或是昙花一现，或是成为一种并非普遍有效的经验，

或是随着领头人的沉浮兴衰时起时落，或是在不断的

转型中被落伍，或者时而名声大噪时而又无声无息。

它们或许在初始之时有过“原生态”，但一次又一次的

变更、迭代、转型、改制，一次次的拼贴、混搭、穿越，信

息社会、智能时代、中等发达也会成为一种内在或外在

的动因。其实本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一次

次的村镇文化失范，一次次的记忆幻觉，生成了各种各

样的乡愁，乡愁与乡建互动交错，在升级换代中不断产

生新的面貌与形态，出现新的结构与关系。

正如作者在《从乡愁到乡建》所说，江南乡镇的文

化生态与视觉景观，是一个更替生成的动态的有机体，

在构成本地域人群特有的文化记忆与精神家园的同

时，也形成了这之外更大人群的普遍视觉印象与想

象。而当下的乡建并不有悖于地域中的集体归属与身

份认同，在时空交替中它们被复制，被虚拟，被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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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有几份舞台布景似的效果中，人们惊喜仍然多

于惆怅，在这出轻喜剧般的空间中，原住民们在有意无

意间充当着演员的角色，而游客们无疑就是与他们互

动的观众与看客了。汪瑞霞从洋洋洒洒的一百多万

字，一次次的忍痛割爱，裁剪剩下了现在的三十万字，

它是大大小小数个课题的积累，是大量田野作业，多次

论坛、报告、讲座、札记、论文、讲义的积淀，是无数日夜

的心得倾述，是一气呵成之后又是反复推敲、整合、拆

散、转承、粘贴，终于有了现在的模样，有了校内外专家

评委们的点头，有了地方村镇的认同，更有了商务挑剔

的编辑的首肯。

作者从文化记忆理论的视角，整合了艺术设计学、

景观设计学、符号学、空间生产理论等研究方法，从社

会维度、时间维度、媒介维度、功能维度等层面，展开了

立体的多维的研究网络。着重以设计学研究方法向这

一沉重的社会问题提出了挑战，以期通过文化记忆的

景观情境重构，将充满复杂性的乡愁情感，转换为触发

当代村镇文化重构与新的建设的内在动力，并以其特

有的力量去建构村镇保护与建设发展的平衡的结构关

系。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文化记忆与景观情境的

“融合共生”的具有策略色彩的理念，认为“这既是记忆

建构的价值目标，又是一套具有生成性和未来指向性

的景观设计理论与方法”。因此可以相信，这一研究成

果对目前江南地域乃至更大范畴的村镇建设，可以形

成具有一定学理支撑和实践参照的价值作用。

专著使乡愁者们找到了通向精神故园的指南，得

到了心理安慰，看到了希望，使乡建者们找到了方法论

式的坐标，从各个层面从各个侧面看到了行动的路径，

开启了思维的方式。作者将“记忆”从作为一种随意的

口头语，或作为一个严肃的心理学名词，赋予了它学理

价值，从“为何记忆”价值层，“记忆什么”认识层，“如何

记忆”方法层，从价值取向、符号系统、策略方法等方

面，作为研究框架进行了建构。作者还在书中分析了

景观语言符号的类型选择与转换设计，空间结构的点

线面关系，文化景观语言的非物质符号系统等。

论著以作者所在地域的孟河古镇文化景观设计实

践为华彩之作，在尾声中出现了高潮，既有时间轴的各

个历史时期的范式转换，又有近现代以来生态型、产生

型、生活型等景观的情境重构，而其中的鲜亮之点，无

疑是孟河的中医药产业与农业景观的情境交融，中医

药可能是全国村镇文化形态中少之又少的文化景观

了。费孝通在回家乡养病期间，就在家门口做了田野

调查，将开弦弓村的社会结构与经济活动进行了整理

与研究写作，于是一本并不太厚的《江村经济》就成了

欧洲社会学的通用教材，真正使地方性的成为了世界

性的，以一个个案反映了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于是，也

很希望汪瑞霞老师再接着做一个课题写一本书，也是

原来论文中所构思的最后一章——“孟河文化景观建

设”，它深入地描述以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为背景的

孟河医派这一孟河的特质。可以试想，在那个乡镇中，

竟是以一个著名的中医药流派个案来形成一种有着巨

大魅力的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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