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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乡村建设文化景观的文脉变迁与当代建构

汪瑞霞a，何疏悦b

南京林业大学 a. 艺术设计学院 b. 风景园林学院，南京 210037

摘要：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各种现代思潮的影响和对现代化的激进追求下，中国乡土社会的价值取向与评价标准也逐步受到冲

击，导致“三农问题”集中爆发，“乡村建设”在20世纪初危机深重的中国本土孕育而生。如何从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的历史渊源

来认识和理解乡村振兴战略内涵，建构具有“民族文化心理”和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建设文化景观系统”成为当前设计赋能乡村

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研究议题。回溯中国乡村建设文化景观百年变迁演进过程，阐释乡建文化景观与乡村振兴国家记忆“融

合共生”的映射机制；按照新发展理念和乡村振兴五大目标要求，提出当代乡村乡建文化景观设计的“145”系统构架，并结合影

响乡村空间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社会、经济三大要素，创建“生产—生活—生态—生命—生境”“五生融合”的共生机制，完成由

传统“设计造物”向“融合共生”文化景观系统的转换与提升，最终为促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思考，具有一定

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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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Opium Wa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modern ideological trends and the radical pursuit of modernizati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of China's rural society have also been gradually impacted, resulting in the concentrated

outbreak of "issues relating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rural people", and "rural construction" bor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refore, how to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rom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China's rural construction over the past century, and how to construct a "national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a proper "cultural

landscape system for rural construction"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issue in the current design and empowermen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rough looking back on the century evolution process of China's rur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landscape,

the mapping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between the rur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landscape and the national

memor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explained. According to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the five goal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145" system framework for the cultural landscape design of contemporary rural construction and is proposed. Combined with

the three major elements of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economy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space, a symbiotic

mechanism of "production- life- ecology- lives- habitat" is create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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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creation" to the "integrated and symbiotic cultural landscape system are completed thus,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hinking for promotion of high-qual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landscape; rural revitalization; national memory;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百年中国，人们从追求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

型。自19世纪（1866年）德国科学家海克尔在《生物体

普通形态学》中首次提出“生态”的概念以来，世界各国

对生态学的研究逐渐深入。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人

类生态学”的概念；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

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21世纪，世界气候暖化速

度加快，中国也随之做出了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和战略

的调整。2005年 8月，习近平在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

调研时第一次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

学论断，随后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评论专栏发表

了《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进一步阐释了“两山”理

论。2006年 3月，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中分

析了人类在实践中对“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二者关

系的认识过程：从“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到“既要

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再到“绿水青山本身就

是金山银山”，并指出：“这三个阶段，是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的过程，是发展观念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人和自

然关系不断调整、趋向和谐的过程”[1]。2007年 10月，

党的十七大提出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突出

地位，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

生态文明理念”。十八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生态理念成为全党共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

本确立。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这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必然要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人民日报》

（2018年02月05日01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推进乡村绿色发

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2021年6月

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也将生态保

护作为专门章节。生态文明建设引领下的乡村振兴，

对于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转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乡村建设既包括对乡村发展基础设施硬件的回

应，也包括对集体乡愁等社会问题的回应，国家战略和

政策制度转型影响着一段时期内乡建景观的集体记

忆。百年中国乡村建设文化景观特指近百年来，中国

乡村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整合了民族文化心理的

乡村人居环境系统，与生命主体的身心需求息息相关，

包括以文化物证为特征的物质文化和与当地自然、经

济、社会、宗教及人的信仰等相关联的非物质文化。百

年中国乡村建设文化景观表征与国家记忆建构“形塑”

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以及映射机制。如

今，艺术乡建、设计下乡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积极的

文化力量，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面对乡村的

空心化与城市化，设计师们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探

索一条中间道路，以期探寻新乡村未来可能的发展空

间。如何通过“国家记忆建构”，将乡村生态资源转换

成具有地方感和可持续发展的规范性和定型性力量，

呈现具有“民族文化心理”和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建设

文化景观系统”成为当前设计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

项重要研究议题。

一、百年中国乡村建设文化景观变迁文脉的整

体观察

该研究所涉及的“百年”非精确意义上的历史年代

划分，而是宏观意义上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背景下

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历程的泛指。立足国家视野对百年

乡村建设历史进行考察，透过景观图像形态表层回溯

百年中国乡村建设整个历史演进过程，讨论建党百年

乡村建设实践中的国家参与和党的乡建思想脉络，有

助于更好地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和现实意义。20

世纪早期，在“西学东渐”思潮影响下，中国乡村建设实

验和运动兴起，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积极深远影

响的理论命题与社会实践，百年来延续至今仍然具有

旺盛的生命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2]、晏阳初的《晏

阳初全集》[3]等一系列研究成果，提出了关于乡村文化

复兴、从文化建设方面进行乡村重建、通过乡学和村学

开发民智、发展乡村经济等重要观点，至今还在闪耀着

乡建思想的光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4]《乡土中国》[5]

《乡土重建》[6]三部著作等，从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视角提出重建中国文化的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乡村建设的研究可以分

为两大时段，一是 20世纪 80—90年代中期，多以对史

料的整理，产生了一系列文献研究成果；二是 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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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末至今，学术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以多元开放

的学术视角积极探索乡建之路。其中有学者以百年为

单位，重新梳理了我国乡村建设基本脉络，南开大学历

史学院王先明《走进乡村——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

展论争的历史追索》[7]以中国乡村问题争论为研究的

切入点，提出中国乡村建设内容在传承与扬弃中不断

地与时俱进，党的“新农村建设”的主张和思想贯穿始

终，构成乡村建设思想百年发展的历史性成果。潘家

恩和温铁军《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认为中国乡村建

设的兴起与展开不是简单的微观个案或个体行为，它

直接关联着中国近现代百年来的转型与剧变，“要以突

破政治、经济、文化之间，学科之间，城乡之间，显性与

隐性之间隔膜为前提”[8]。梁东兴和唐鸣分析了中国

乡村社会的百年变迁的三个阶段：“在原子化小农时期

封闭的重视人情的礼俗社会；在集体化小农时期全能

控制的动员型政治社会；在社会化小农时期开放的清

退利进的理性社会”[9]。

百年来从清末至解放前战争期的乡村建设应变图

新、新中国乡村发展道路探索鼎新革故、新时期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百花齐放、新时代乡村振兴融合共生，以

乡村为本位的“民族—国家”新农村建设思想一脉相

承。国家记忆的建构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以整体视野

建立一个符合历史与价值均具合理性的体系框架，对

乡村文化景观进行全面观照，探寻乡村文化自信和城

乡复兴的源泉，是对国家高度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

和使命感的表征。进一步总结和提炼乡村建设的实践

经验和教训，探寻能够应用于今天乡村建设的知识体

系与理论框架，百年中国乡村建设文化景观图像变迁

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从“乡村建设”到多样探索（20世纪初—1949年）

在西方列强重炮侵略下，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

患，“士农工商”传统结构失衡，中国乡村危机日见其

深。20世纪20—30年代，从农村改造到农村复兴成为

中国当时社会各界的共同诉求，梁漱溟、晏阳初、卢作

孚、陶行知、黄炎培等为代表的“自强”与“自救”的中国

“乡村建设”兴起。抗战时期，中共在革命根据地进行

了以土地改革为核心、具有革命性质的乡村建设运

动。延安以乡村为题材的文艺创作兴起等，透过当时

有关农村生产、农民生活的美术作品、摄影图像、文献

插图等景象，还原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岁月里所领导的

乡村现场，通过对中国乡村基层政权的组织建设，化解

了重重困境与危机。从对民众痛苦的深层次思索到乡

土艺术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立场和方法，其间抗

战文化、工农兵文化觉醒、改造主题突出，民族意识得

以普泛化，并成为当时乡村文化的焦点与核心，形成了

独特的美学范式。

（二）从“农业合作化”到“农业现代化”（1949—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土地改革、合作化和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农村旧有的农业制度和乡村社

会生活格局被彻底改变：“在农业领域，先是废除了封

建地主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政策；紧接着

在农民私有个体经营基础上组织互助合作；再度改革

土地所有制，彻底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并超越了家庭经

营模式，推行公社化运动”[10]。公社化制度从所有制、

生产、分配和消费领域完全控制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

济，使之能确保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顺利实行。“乡村社

会主义改造”实验，为转型期的乡村建设和乡村社会带

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土地改革、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农

业学大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乡村的社会生活军事

化、经济生活行政化、精神生活一统化体现了党对文化

领导权的全面掌握。乡村的社会生活军事化、经济生

活行政化、精神生活一统化图像以其鲜明政治倾向性

的视觉语言，具有强烈的主题性、政治性、时代性和鲜

明的现实主义风格。但是长期忽视了市场机制和自组

织机制的协调作用，便失去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僵化的体制导致了农村经济生活严重失衡。在整个50

年代到60年代初，村民生活艰苦。1962年后村民迫于

旧屋的压力，节衣缩食，翻造新居。从 1963年至 1983

年历时 20 余年尤其是 1980 年之后，中国乡村进行着

“第一次建房（平房）运动”[11]。

（三）从“土地承包”到“城乡统筹”（1978—2012年）

通过分析，可以将中国这个阶段农村改革的30年

历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12月

到 1985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1978

年），标志着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农村改革发端于安

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的“大包干”，党中央自始至终

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充分肯定和鼓励农民的伟大创

造。1982年中央下发了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中央 1号

文件”[12]《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涵盖“关于农业生

产责任制、关于改善农村商品流通、关于农业科学技

术、关于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生产条件、关于加强思想

政治工作和基层组织建设”等内容。之后中共中央办

公厅转发《全国文明村（镇）建设座谈会纪要》[13]着重讨

论了加强党在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全国农村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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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持久地开展文明村（镇）建设活动的问题。第二阶

段是从1985年到1992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

展，农村改革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带有全局性、

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特征。第三阶段是从 1992 年到

200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1992年），农村改革的重点

开始转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届三中全

会关于新农村的内容：“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

提出了从现在起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坚持的

方针。”1999年以后，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2002年实

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3年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试点。之后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要求以各

项支农政策，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第四阶段

是 2002 年至 2012 年，党的十六大（2002 年）提出统筹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届

五中全会（2005年）以后，中国各地掀起了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热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08年），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推动

城乡统筹发展，这一切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时期现代化大潮下的乡村景

象、城镇化进程中的民工命运、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女性

追求、社会转型发展中的人性碰撞、全球化语境中的文

化选择，其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民主体人格的

塑造、乡镇企业的崛起与农民职业意识的转变、快速城

市化与农民的文化适应失调等复杂因素影响着乡村建

设的景观表征。因此，以历时性角度观察乡村建设文

化景观与其背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四）从“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2012年—

至今）

从“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标志着党的乡

村建设思想实现了时代性的跨越。中共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2018年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年）》，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的总体要求，整体

部署、协调推进。“十三五”期间，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

局，现代农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十四五”时期，举全

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把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新

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众多学者主张从多元视

角构建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例如：温铁军指出“要达

成高质量的乡村全面振兴，必须精确地识别乡村振兴

战略中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机遇”[15]；周文等提出“乡村

治理与乡村振兴中的历史变迁、问题与改革深化”[16]；

涂圣伟提出乡村振兴中“有为政府”[17]的行为边界。刘

祖云、刘传俊的“后生产主义乡村”[18]；李长学“对乡村

振兴战略纲领、本质内涵、逻辑成因与推行路径”[19]开

展研究；高强提出“新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动力机

制”[20]，以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统筹衔接策略等

等，这些研究为乡村振兴工作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导。

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和市场活力成为当代乡

建实现突破的关键点，当代乡村建设文化景观体现出

三大特征：一是在地性。内生于具有区域特色的广大

乡村自然地理环境之中，地理位置、空间特点、人文风

貌、历史文化等构成了具有地域感知的生态要素，形成

相对稳定的凝聚结构性特征；在地性依托地域生态空

间形成情感性、包容性、多样性、建构性等特点，既是一

种在地物质空间的载体，也是村落多元主体的动态生

长过程，具有可塑性和创造性转化的多元价值。二是

系统性。乡村是一个生态、生活、生态空间与生命主体

之间融合共生的有机体，乡村空间生态资源要素是不

可拆分的有机整体，乡村振兴各子系统之间存在密切

的关联关系。生活与生产空间镇产合一、审美空间与

实用空间融会贯通、实体场所与虚拟空间链接联通、数

字化场景与实物造流程系统的人机共建。马克思主义

“艺术生产”理论主要是对艺术活动作为一种政治经济

学的考量，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代表人物列斐伏尔

运用马克思主义部分理论与逻辑，应用“历史、空间、社

会”三元辩证法将一切空间分为“空间实践、空间的再

现与再现的空间”，人类的历史已经由“空间中的生产”

转换为“空间的生产”。三是跨界性。涉及艺术、城乡

规划、建筑、农业、文学、史学、经济管理等学科门类，各

学科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呈现出交叉

研究的趋势。乡村设计研究体现出跨学科的转向与互

补视角，正发生着从功能满足到生态激活的观念改变，

在助力乡村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其他学科无可替代的作

用。地方居住者、乡贤、就业者、投资参与者、游客、专

业化的非营利组织等形成介入乡村建设的多元主体，

政校企社跨界协同形成合力助推和赋能乡村振兴，激活

当地村民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到乡村建设的过程中。

综上所述，设计学的研究范畴随着社会发展而发

生改变，当代乡建实践热潮对景观规划研究与阐释更

加深入，多元审美主体对乡村文化景观的审美意象提

出不同需求，艺术乡建、乡村设计的重要性被人们广泛

承认，设计既是艺术的，又与科技、商业跨界融合，具有

学科的交叉性、共生性、综合性等特点。同济大学李翔

宁策展的第16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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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为《我们的乡村》，回应了当时威尼斯双年展“自由

空间”的理念，展览以乡土制造——“业”；诗意栖居——

“居”；文化实践——“文”；自在游憩——“旅”；社区营

造——“社”；开拓创新——“拓”这六大板块，利用中国

建筑师近年的乡村实践作品，呈现当下、放眼未来，在

空间和类型上勾勒出一个中国当代乡村建设现场。中

国正以西方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行着乡村建设，

社会开放多元，空间变得更复杂，研究工具与构建范式

颠覆性地带来了超越美学层面的乡村建设，展现中国

未来乡村发展趋势和探索互联网时代乡村新发展的可

能性，设计学研究在功能修复的基础上，更注重生态系

统的有机更新与文脉的活态传承。

二、乡村建设文化景观与乡村振兴国家记忆建

构的“融合共生”

大儒梁漱溟先生曾言：“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

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实乃吾民族社会重建一

新组织构造之运动”。自古以来，乡土、乡风、乡情、乡

音、乡俗、乡味等，都是人们心灵深处的独特印记，汇聚

成延绵不绝的集体记忆，构成了世代传承的乡土文脉，

乡愁记忆其实是一部人类的心灵观念史，凝聚成一种

固定持久的文化记忆。国内关于“记忆”的研究成果比

较丰富，学者赵静蓉[21]认为“国家记忆本质上是一种作

为社会强制力量的集体记忆或黏结记忆”，集体性在于

记忆的结构和框架，象征性在于记忆的精神和意识形

态意义；“国家”既是集体记忆的主体性基础，也是其核

心功能。李雅玲提出从理论、价值和实践三个维度对

历史进行回忆、反思和承继，“可以唤醒共同体成员的

集体意识和历史记忆的国家认同价值”[22]。陈春妮、杨

雪云[23]、赵文杰[24]微观考察乡村记忆传承国家与民间

的互动关系；以国家化的视角对以宗族为主要载体的

社区记忆进行重建，实现国家对基层的治理；时代报告

剧《在一起》以个体影像共塑国家记忆；央视中文国际频

道的《国家记忆》宏观紧扣重大事件主题，内容立意深

远，采用真实再现、历史资料画面、亲历者口述，以及数字

影像等多种方式为观众呈现出有温度感的历史和正确的

世界历史观，为国家和社会凝心聚力起到了积极作用。①

①图1乡村振兴国家记忆建构与乡村建设文化景观“融合共生”系统设计框架（课题组：何疏悦绘制），研究过程中得到苏州大学李超德、南京

艺术学院邬烈炎、东南大学程万里、南京大学鲁安东等多位专家学者的共同指导。

图1 乡村振兴国家记忆建构与乡村建设文化景观“融合共生”系统设计框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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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文化记忆建

构的重要社会功能。乡愁文化记忆具有协调和持续作

用，系统研究百年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建设文化

景观类型所具有的统一性与连续性，其呈现出的有温

度感的历史和家国情怀，为乡村振兴理念标准的确定

与实施提供原型与范式参照。通过乡村设计，建立起

一套具有秩序化、理想化的形式语言和政治、道德、伦

理等内涵完整性的景观体系，丰富的乡村文化景观蕴

含着中华民族文化原发性的代表语汇和原创性的程式

符号，有助于提取本源文化及微妙信息，挖掘隐藏在象

征符号背后的意义结构。国家记忆正是一种社会化维

度的文化记忆，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从动力、结构、生态、关系、目标五个方面，因地

制宜地研究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化、生态产品价值化的

实现形式，将其作为艺术学科介入乡建、推进乡村振兴

的重要路径，把设计融入乡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乡村乡建文化景观与乡村振兴国家记忆的建构

“融合共生”，艺术设计赋能乡村振兴战略，是从国家战

略层面推进以艺术设计助力乡村振兴的专项行动计

划，涉及到乡村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用等方方面面

的内容，代表着国家、民族的共识与文化认同，是一种

有弹性、动态统一的方法论，凝练成乡村乡建文化景

观。构建“145”设计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体系系统框

架：其中“1”特指一个中心即“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设

计价值导向。回答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

成果由谁共享”三个重要问题。贯彻人民“双维度”治

理理念，既为农民谋福利，又依靠农民群众的智慧和力

量，将农民作为实践主体，让农民从主客体两个方面充

分享受乡村建设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身份认同感。“4”

特指学科层面，对乡村设计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包括

“乡村设计历史与文化、乡村设计思维与方法、乡村设

计项目与技艺、乡村设计经济与管理”四个基本知识结

构体系；“5”特指五生融合共生机制，综合（组合）诸多

核心要素，将其和谐运行于乡村有机整体系统框架

中。诸多核心要素分列五级框架，交互关联，主要包括

理念层：“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

享发展”五位一体新发展理念；战略层：乡村振兴“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

要求；方法层：“生命-生产-生活-生态-生境”五生融

合共生模式；实践层：为人民而设计、文创设计、环境设

计、数字设计、公共艺术设计等设计专业方向；目标层：

通向未来的共富乡村、人文乡村、生态乡村、数字乡村、

善治乡村五大类型理想乡村生境。

（一）一个中心：“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艺术设

计价值导向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已经五年了，大家在肯定成绩

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乡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其中我

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最为突出。脱离了“人”的城镇化

造成了城乡居民日常生活空间的各种异化。在乡村，

产业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乡村高端创新要素不足，特

别是高层次人才稀缺；乡村建设同质化、空心化，生态

环境碎片化；在地性文化缺失；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十分

复杂。农业农村问题是关系民生的根本问题，“以人民

为中心”价值理念回答发展了“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

展成果由谁共享”三个重要问题。十九大报告中习近

平总书记六次提及“共同富裕”，巩固脱贫攻坚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都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该系统设计框架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是，按照我

国新型城镇化要求，以实现“人”的城镇化为目标，解决

乡村主体“农民”自身的发展问题。通过“艺术设计”促

进村民全面发展，助力乡村创造出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尊重

在地文化、尊重本地村民是实现文化认同的根本，当前

艺术乡建对于地域文化的研究成果很丰富，例如角媛

梅等[25]以独特的“哈尼梯田乡村景观”为例，深入探究

了其特征、结构和保护措施，但对于保护方法研究略

浅。欧阳锋勇等[26]从乡村文化景观的意义及其分类、

评价与保护设计层面，提出“分级编制乡村文化景观名

录和构建乡村景观规划体系”。有的利用“传统地域文

化景观空间网络模式、传统景观空间整合模式和景观

组分整合模式”[27]实现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空间的连续

性和完整性；有的从“城镇变化、社会性质”[28]等方面探

究了村镇历史文化景观的变化以及保护研究。唐晓岚

等[29]提出以“乡村振兴战略下文化景观的研究进路与治

理框架”，来建立乡村文化景观机制。张少军[30]认为要

“因地制宜”，从完善基础设施、挖掘农耕文化、整治人居

环境等方面，将当地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生态环境、

农业生产方式等因素与美丽乡村的规划建设相结合。

设计赋能乡村振兴首先“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当

代设计师所应追求的价值目标和精神境界。一要主动

了解农民的切身利益，主动创新农业与其他产业的融

合发展，主动营造和谐宜居且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生

境。二需要以呵护的态度去延续优美的传统村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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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包含了众多实践智慧。乡建是一个过程性的、建

构性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关乎资源的有效

利用、朴素的生态技术和观念、可持续的生产体系等

等，这些内容构成了丰富而生动的乡村文化场景，更多

的是在时间中实现空间秩序的转型与完善；三是艺术

设计师要考虑乡村空间承载的内容和运营路径，需要

有清晰的文化立场。顺应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贯彻人民“双维度”治理理念，既为农民谋福利，又

依靠农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将农民作为实践主体，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

农村稳定安宁，促进乡村空间生态资源要素增值，充分

实现农村产业兴旺、共同致富，让农民从主客体两个方

面充分享受乡村建设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身份认同感。

（二）四维交叉：新发展理念下的乡村振兴艺术设计

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国设计学经历了工艺美术学——设计艺术

学——设计学的变迁，纵观我国历代的工艺美术与各

种民间工艺，纺织、印染、刺绣、锦缎、夯土等传统技艺

均呈现出高超的水平和智慧，寄托了人类的情感，汇聚

成灿烂斑斓的千年文明。设计学的研究范畴随着社会

发展而发生改变，由以往单纯的研究工艺美术品的工

艺、材料、制作，转向多学科融合解读设计的发生、设计

变迁、设计的结果及价值。“设计”是限定于“艺术的设

计”，而非其他设计；设计既是艺术的，又与科技、商业

跨界融合，说明了设计学科所具有的交叉属性。根据

《中国高等学校设计学学科教程》的学科目标定位，乡

村振兴艺术设计理论与实践研究内容分为“乡村设计

历史与文化、乡村设计思维与方法、乡村设计项目与技

艺、乡村设计经济与管理”四个维度立体交叉的知识模

块系统。一是乡村设计历史与文化研究，加强对国际

学术前沿同步的设计学研究的考察，对乡村衣食住行

设计有关的设计史、设计文化、设计美学、设计思想等

内容深度学习；二是乡村设计思维与方法，将乡村设计

作为一种系统思维创新研究范式来对待；三是乡村设

计项目与技艺，解决乡村生态宜居、乡土材料、工艺技

术、创新转化、产业融合、数字乡村、美学铸魂等综合问

题；四是乡村设计经济与管理，促进乡村传统经济向生

态经济、数字经济的转型，释放艺术设计赋能乡村振兴

的创新活力。乡村振兴艺术设计战略的实施以项目为

抓手，依托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农产品包装设计、

农具产品设计、媒体艺术设计、公共艺术设计、服饰设

计、工艺美术等不同的专业载体而展开，跨界协同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

设计赋能乡村振兴需要树立跨界思维，其一，文化

与商业的融合与持续，需要社会参与式艺术，不同领域

的人才一起来研究解决不同乡村的社会问题，如聚落、

建筑、风俗、工艺，甚至宗教等。其二，关注民生,多元

联结，设计服务于城乡居民，都要打上地方标记；促进

城乡联结，要应对乡村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包括政

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因素，这种跨界整合不是件简

单的工作。其三，需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着眼于乡村

未来的可能性整体安排有序选择，拓展文化服务形式，

实现对乡村文化发展的价值引导和秩序建构。其四，

构筑学、研、产平台和艺术智库加强乡村文化人才队伍

建设。建立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乡村文化市场运行

机制，组建乡村建设全国高校和企业联盟，在东西部协

作和对口支援框架下，通过大学生乡村振兴工作营、万

企助万村、乡村人才培训等务实形式，采取结对帮扶、

产业扶贫、消费扶贫、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深化区县、

村企、学校、医院等结对帮扶，切实参与到扶贫之中。

（三）五生融合：新发展理念下乡村振兴艺术设计的

共生思维

早期的欧洲学者Vos和Meekes认为，需要政府和

社会对乡村文化景观的支撑，必须有机地将社会、政府

给予合理的政策和管理。之后，我国国内学者也在积

极探索“基于社区参与的村落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模

式”，如彭思涛，但文红[31]以贵州省雷山县控拜社区为

例中，提出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的社区参与机制,探索了

尊重社区文化决策自主权的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模式，

实现了发展与保护的统一。王玉[32]在《社区参与村落

文化景观保护实践框架与方法的初步探讨》中，以贵州

省贞丰县岩鱼村为例，针对保护框架设计、操作方法,

提出社区参与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的建议。刘小蓓[33]在

《制度增权：广东开平碉楼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的社

区参与思考》中，从制度增权的视角建构村落文化景观

保护的保障与激励机制，以促进村落文化景观的可持

续发展。随着社会科技不断进步，对乡村文化数字管

理保护与开发也找到了新的探索之路，提出建立基于

GIS的乡村文化景观图像数据库和乡村文化景观图文

影音数据库，建构数据库管理和服务平台策略，为传统

村镇的规划编制和数字化管理提供空间分析方法与决

策支持。

笔者认为，乡村振兴艺术设计战略实施可从新发

展理念的理论逻辑与乡村设计实施路径两方面研究同

时进行，综合组合诸多核心要素，建构“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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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生命—生境”五生融合共生机制。一是共享/生

活，体现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自觉和自信，

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开展乡村振兴艺术设计

价值目标评估体系研究，重点开展艺术设计价值研究；

二是开放/生命，尊重乡村生命主体，开展乡村振兴艺

术设计文化多样性研究，以开放的视野，让文化创意设

计为农业增值，内外联动发展，共建共享乡村文化共同

体，增进农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三是绿色/生态，

以绿色发展为目标，为建立乡村振兴生物多样性群落

生态环境系统提供生态性关键技术研究，解决人与自

然和谐问题，将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实现作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路径；四是创新/生产，建设乡村振兴艺术设计

体系数字化平台，强化艺术设计产业，解决乡村创新发

展动力不足问题，搭建数字链接平台与网络支撑促进

产业融合发展；五是协调/生境，“生境”是生态学中一

个经常使用的术语，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的和谐共生，包括生物有机体生存空间外界整合一切物

态与非物态因子的生态境界与意象，通过艺术设计善治

乡村，开展乡村振兴艺术设计参与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实现生态文明时代的美好理想。

经由上述设计赋能乡村振兴的学理探索的剖析，

“融合共生”中国乡村振兴文化景观系统的记忆建构，聚

焦于“生态、生产、生活”三大景观类型，由此生发出“生

产—生活—生态—生命—生境”设计赋能乡村振兴的

策略体系与“五生融合”的共生机制。党的新农村建设

思想观念深深影响到乡村设计价值的提升，国家记忆的

建构是对乡愁记忆的充分过滤和记忆强化，依托乡村建

设文化景观系统而实现，通过具有丰富内涵和生命活力

的系统设计，体现出设计方法论与本体价值论的统一。

三、设计赋能乡村振兴“五生融合”共生机制与

实践路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

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构建了新时代生态文

明建设思想，以“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战略高度推

进精准扶贫工作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乡村本

身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乡村设计是对其复杂生态系

统的管理、为社会创新和城乡融合可持续发展提供科

学系统的方法与路径。乡村艺术设计不能以片面的盲

人摸象式视角介入，乡建也非简单的设施升级或者形

式表征改造，有的是盆栽式的艺术乡建。如何让乡村

生态空间资源整合成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乡村社会

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有机统一的系统性优势资源，这是

当代乡村振兴艺术设计战略亟待解决的难题。

关于乡村设计系统论的研究，涵盖环境、产品、视

觉传达、数字媒体、手工艺、公共艺术等多个艺术设计

专业研究对象。随着现代通信技术与传播技术的迅速

发展,新的工具方法与研究方向不断涌现，哲学、科学

学、艺术学、社会学、工程学、符号学、信息学、传播学人

文社科、工程科学领域的理论成果为设计研究提供丰

富的思想来源与技术资源，对设计学科自身的发展与

完善产生深刻影响。乡村设计已经上升到文化精神层

面，中国乡村振兴文化场景共生模式的当代建构，重点

研究面向未来的乡村振兴设计理论和实践系统框架，通

过观察人与社会、环境、经济、文化诸要素之间的关系

和运行机制，探索乡村设计走向未来发展的发展逻辑，

创建一个“生产—生活—生态—生命—生境”“五生融

合”共生机制，平衡好乡村设计与乡村振兴文化景观系

统之间的共生关系，最终通向未来乡村的目标层（共富乡

村、人文乡村、生态乡村、数字乡村、善治乡村五大类型

理想乡村生境）。不同类型理想乡村并非独立割裂，而是

彼此之间相互融合、互为支撑、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一）共富乡村：乡村设计价值目标评估体系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科学评估、以评促建、引领促进艺术设计助力乡村振

兴发展为目标，“以人民为中心”为统摄性观念，纵向深

度探究传统乡村营造的发生、变迁、文化模式、设计思

维、结构层次、组织形态和思想观念等根本性问题，还

要链接世界设计领域前沿理论与思维方法，在此系统

研究基础上，揭示出艺术设计助力乡村振兴这一动态

过程性发展的本质规律，统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标准

体系建设；以“生态、生产、生活、生命和生境”五个维

度，建构符合艺术设计赋能乡村振兴特殊规律、适应创

新驱动发展要求、突出质量贡献导向的乡土文化景观

评价内容，实现乡村振兴项目、成果、人才、教育等评估

体系迭代优化和应用推广等方面协同推进，科研创新

活力竞相迸发，最终形成乡村振兴艺术设计价值目标

评估体系的“中国范式”，推进中国特色艺术设计话语

体系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二）人文乡村：乡村设计的文化多样性

首先是中华民族各区域乡村聚落的多元文化构

成，其次是全球化语境下各民族乡村的文化多样性。

前者为乡村文化的内在特征，决定了我国乡村文化共

同体下的交融与互动；后者是乡村文化展现民族文化

个性，表达民族文化语汇的责任，同时也为乡村振兴带

来国际化视野，提升乡村振兴体系的文化多样性维

度。以文化整体观把乡村文化现象置于调查对象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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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系统中来进行理解，通过梳理、普查、提炼乡村

文化基因中的宗族文化、地缘、血缘、地方性景观图谱

等乡村文化记忆感知重要信息，凝聚成当代乡村振兴

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力量；以开放的视野，发挥乡村文化

记忆“协调性”和“持续性”两大基本力量，提出相应的

设计方案和解决路径，深入探讨民宿体验设计，回归乡

土日常、乡村特产包装与品牌提升，带动农民就业增

收、传统特色村镇文化产业扶持与激活，将刺绣、木工、

铁艺、漆艺、陶瓷等乡村传统手工艺与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时尚设计、产品设计、公共艺术、新媒体艺术

等专业有机融合，充分激发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内在

动能，有效实现乡村优秀文化因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以整体的文化凝聚性力量，促进村镇的可持

续发展，赋能乡村文化产业振兴。

（三）生态乡村：乡村设计生态性关键技术

乡村空间资源变成空间绿海，形成新时代生态经

济的新领域，具有典型的“非标性”[34]、整体性和公共性

的乡村空间生态资源，需要整体保护与开发。乡村设

计生态性关键技术研究从筛选典型性乡土物种入手，

构建乡村生态群落目标物种的分类及筛选方法体系，

建立乡村物种多样性数据库。攻克乡村物种多样性维

护关键技术，搭建方法体系框架，绘制不同类型生态系

统分布图，分析乡村生态系统类型空间分布格局，识别

乡村生态系统斑块构型，形成乡村生态系统多样性维

护关键技术方法体系和技术规范，编制差异适应性乡

村振兴生态原真性分类导则。研究乡村传统工艺材料

元素价值提取及乡村视觉感知分析方法；研发乡村传

统营造工艺材料和传统工艺关键技术，加强传统生态

修复技术与传统生产符号在乡村生态群落营造技艺中

的集成方法体系研究，将传统方法与工艺融于当代乡

村振兴的生态设计之中，重现具有地方人文多样性特

质的乡村聚落风貌。

（四）数字乡村：乡村设计数字化平台构建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如何将数字乡

村落实到乡村绿色发展之中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成

为设计战略凝聚民族认同、促进文化传承、孵化设计实

践的核心任务。首先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

等前沿智能信息技术采集、记录、分析、提取乡村文献

资料、文化遗产生态资源的有效信息，建立基于乡村文

本、图像、音影、地图、三维模型等跨模态数据互联而成

的体系化知识图谱，构建乡村文化多模态时空大数据

平台总体架构，支持乡村振兴的数字设计平台与工具

研发，形成庞大的知识图谱，实现乡村文化向数字空间

的迁移，让乡村艺术设计研究不流于表面形态，提升设

计助力乡村振兴全面实施的实效性。在此基础上，构

建乡村振兴艺术设计智库，集聚全国精选乡村振兴艺

术设计实践案例库，为数字设计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供

给需求对接、知识产权交易、文化传播展示等规范平

台，支持参与共建、远程咨询、产业定制化和可持续设

计等设计服务，支撑我国数字乡村的科学营造。

（五）善治乡村：乡村设计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乡村人居环境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三大可持续

子系统间诸要素协调发展的生态资源系统，生态资源

的价值化实现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这是一个复杂

的过程。“艺术设计善治乡村”是针对乡村复杂要素，为

了协调其平衡关系而设定的创造性艺术实践活动。要

做到三结合（城与乡统筹发展相结合、整体系统规划与

微设计相结合、未来乡村目标与历史积淀、现状发展相

结合）。通过微更新、绿色设计、跨界设计、诗性设计

等，来解决乡村农民主体与社会生活、社会实践、社会

空间、社会发展等过程中乡村生境人地关系问题，这与

人们的生产生存方式、生活满意度、精神归属感息息相

关，以设计行为的创新协同与策略优化，突出协商效

应，包括诸多公共利益间的多元互动和相互妥协，创设

一个个生态、生产、生活不同类型空间与生命主体人文

精神融合共生的乡村“生境”。最终从设计美学到乡村

美育再到营建示范基地，总结出对乡村人才、品德人格

的塑造、民族精神的铸造和国家信仰的培育路径。

四、结语

设计赋能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绝不是狭

义的“艺术设计”和“设计艺术”技术层面的思考，而是

以新发展理念指引，聚焦乡村建设中“人”的发展问题，

“以人民为中心”，把“人”作为最核心、最重要、最积极

的动力因素，突出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针对

当代乡村建设异化问题，以设计助力乡村振兴从功能

满足到生态激活、从乡愁记忆到国家记忆、从形式表征

到系统建构的转型提升。当代设计赋能乡村振兴也不

只是视觉形式上的愉悦，它蕴涵国家战略的思考、社会

发展目标和建设主体价值观、设计思维与构成逻辑等

复杂因素，积极探索“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设计价值

目标导向，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符

合艺术学特殊规律的评估体系，走出一条以乡村美带

动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之路，开创一

种多学科交叉融合、科学规范高效的跨学科研究范式，

进一步打通艺术设计和乡村振兴之间的通道，在国家

记忆的宏阔背景下，在寻找故园的途中为心灵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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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艺术设计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系统设计框架和“五

生融合”共生机制，有利于加快推行乡村绿色发展方

式，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新格局；有利于

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增强我国农业创

新力和竞争力；有利于结合时代要求对传统农耕优秀

文化的有效保护、传承与再利用，焕发出当代乡风文明

的新气象；有利于通过社区营造解决乡村社会矛盾，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有利于增进农

民之间的心灵沟通和文化认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将

集体乡愁汇聚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磅礴力

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设计赋能乡

村振兴战略“五生融合”共生机制的实施，托乡村建设

文化景观系统建设而实现，通过具有丰富内涵和生命

活力的系统设计，完成由传统“造物”向“融合共生”景

观情境的转换与提升，成为可复制且具有较高推广价

值的乡建经验，最终形成乡村振兴艺术设计价值目标

评估体系的“中国范式”，推进中国特色乡村设计话语

体系建设，推动实施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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