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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的乡村建设如火如荼，但“建设性破坏”“保护性破坏”现象

时有发生，致使一些地方乡村风貌同质化，乡村特色渐失。艺术设计介入乡村，探

索艺术设计与乡村各系统之间的协同共建关系，有助于乡村人居环境的品质提

升、乡村建设的理性决策，驱动乡村建设有序、渐进、可持续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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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的 十 九 届 五 中 全 会

审 议 通 过 了 关 于

“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强调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目前，乡村

振兴战略成效逐步显现，但乡村

整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很

突出，不仅表现在乡村经济发展

水平落后，还表现在乡村建设的

治理能力和人居环境的整体品质

均存在着短板和薄弱环节。

乡村建设和文化振兴需要艺术设

计的介入

艺术设计介入乡村的着力

点。规 划 设 计 、建 筑 设 计 、风 景

园林设计等专业学科早已介入

乡村建设系统工程，并取得了丰

硕成果，但大多侧重工程技术层

面的增量型建设。当前的乡村建

设需要提高效益和品质、强调绿

色和生态。近几年出现的“艺术

乡建”作为一种可贵的探索和试

◎ 李朝阳 

验，实际上已经带有艺术设计的

属性。从部分乡建实践案例可以

看出，艺术设计可以填补其他学

科 涉 及 不 到 的“ 缝 隙 ”，并 具 有

协 调 和 整 合 作 用 。新 时 代 的 艺

术设计可以从两个层面介入乡

村建设：一是乡村空间环境塑造

和服务驱动；二是文创产品及农

产品驱动。以乡村振兴为抓手，

以乡村物质空间为载体，开展环

境治理、改善人居环境；以艺术

设计介入为手段，科学实施乡村

规划、优化乡村空间功能、完善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修复田园生

态景观；同时，注重文化创意与

乡村和农业要素的融合，深耕乡

村文化资源，发掘新的经济增长

点，延伸农业产业链，开发和提

升文创产品和农产品的文化情

感和消费价值，使艺术设计真正

融入乡村、惠及农民。

认识乡村文化价值，担负

乡村美育职能。乡村是我国农耕

文明、乡风民俗等文化根脉的发

源地和重要载体，乡村文化是乡

村人居环境的建造基石，是乡村

生产、生活方式的长期积淀。我

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造就了

丰富多元的乡村文化，当下乡村

建设虽然成效显著，但乡村文化

日渐衰落问题也无法回避。实施

乡村振兴，以艺术设计来推进乡

村建设，有助于唤醒乡村沉睡的

文化资源，不但可以营造乡村美

的物质空间即“赋形”，也能重塑

乡村精神文化空间即“赋能”，有

助于遏制“千村一面”的同质化

现象，承袭和提升乡村的独特风

貌，提升乡村建设中文化传递的

自觉性，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力避城市化模式的思维

误区。推 动 乡 村 发 展 不 仅 要 尊

重 乡 村 的 经 济 发 展 规 律 ，还 要

尊重乡村的生态发展规律和厚

重 而 鲜 活 的 美 学 价 值 。应 该 看

到 ，当 前 一 些 地 方 草 率 地 以 城

市发展的价值体系和审美标准

来 衡 量 乡 村 建 设 ，将 城 市 建 设

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提升乡村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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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和技术成果直接植入乡村

建 设 。盲 目 模 仿 、攀 比 跟 风 ，审

美惰性、思维固化和决策武断，

衍生出一些大而无当的乡村广

场、缺乏特色的新建民居、形式

雷同的乡村旅游、低水平墙绘、

粗 糙 简 陋 的 农 产 品 包 装 ，也 使

一些乡村逐渐失去了独有的地

域特色。

构建“望、闻、问、切”的乡村建设

对策

艺术设计可以借助我国传

统中医诊断病人时的“四诊”，即

“望、闻、问、切”介入乡村建设，

以协同城乡上下游资源，改善乡

村人居环境，驱动乡村文化产业

发展。

“望诊”。从乡村的整体性和

宏观性审视艺术设计介入乡村的

可行性，体察乡村的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生产生活空间、自然与

人文现状，初步研判乡村的综合

“病征”。

“闻诊”。设计者包括政府决

策部门应深入乡村，倾听来自基

层干部和村民的声音和诉求，真

正掌握第一手信息。通过梳理乡

村多方面、多层次的信息源，发

现不同的“症结”。

“问诊”。此 环 节 的 参 与 主

体是设计者，应主动与村民及决

策机构密切沟通，并通过刨根问

底式的田野调查和文献史料研

究，掌握乡村的基础信息、历史

脉络、乡风民俗、经济状况，了解

村民的疑惑、困难和愿

望 ，积 极 引 导 村 民 和

各级管理者全程参与

乡村建设。

“切诊”。根 据 特

定 乡 村 的 具 体 问 题 ，

开出相应“处方”。坚

持“不规划不设计、不

设计不实施”的原则，

科学制定乡村规划和

设 计 策 略 ，精 心 组 织

实 施 。这 是 专 业 执 行

阶 段 ，是 乡 村 建 设 作

品能否高品质呈现的

重要环节。

走渐进式可持续的乡村建设道路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需 要

以城乡融合关系作为观照乡村

建 设 进 程 的 重 要 视 角 ，需 要 科

学 决 策 、理 性 思 考 ，以 发 展 的

眼 光 全 面 地 看 待 乡 村 问 题 。乡

村 文 化 振 兴 应 充 分 考 虑 县 域 、

乡 域 、村 域 之 间 的 联 动 关 系 ，

审视整体的村庄体系和文化结

构 。在 这 一 复 杂 的 互 动 发 展 过

程 中 ，艺 术 设 计 必 须 具 有 城 乡

互补、古今贯通的视角，以高维

度、多层面看待乡村建设、审视

乡村文化，进行精致的、层次丰

富 的“ 精 耕 细 作 ”，而 不 能 再 是

粗放式的“修修补补”或化妆式

的“ 涂 脂 抹 粉 ”。艺 术 设 计 不 仅

可 以 服 务 于 城 市 ，也 可 以 惠 及

乡 村 和 农 民 ，在 实 现 复 兴 乡 村

文化、提升人居环境、修复乡村

生 态 、重 塑 乡 村 活 力 美 好 愿 景

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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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为2020年5月
28日拍摄的浙江省湖州
市织里镇义皋村一景；下
图为2012年7月14日拍
摄的改造前的义皋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