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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环境艺术设计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实现“美丽乡村冶建设的重要手段。 在全球化与城市强势发展的双

重影响下,农村陷入生态困境与审美误区,“千村一貌冶与城乡文化同质化现象严重,传统乡土审美语境面临挑战。 农村环境

艺术设计应吸取城市的经验与教训,以当代农民为审美主体,既要尊重农民追求物质生活的愿景,体现时代气息,又要传承乡

土文化与精神,保持地域特色,留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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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乡土之美在现代人心中成为一个家园般的美好

想像,这种包含着故乡、故土、大地的精神实体,成为

人的恋土和回归家园的冲动本源[1]。 我国农村几

千年来所沉淀的人居环境智慧与乡土文化精神,融
入了自然、年代、历史、民俗与生活艺术之美,概而言

之就是一种“乡愁冶式审美语境。 乡土之美深受文

学艺术家们的青睐,如沈从文、齐白石与黄永玉等文

艺家们的作品充分表现了乡村的美丽与魅力,具有

强烈的乡愁美感。 但随着农村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传统“离土不离乡,离乡不离土冶的农耕文化一去不

复返了,21 世纪的中国不再是捆绑在土地上的传统

中国,而是深受全球化经济影响的‘市场中国爷,中
国农村进入半工半耕的新乡土时期[2]。 新时期的

中国农村呈现复杂而多元的发展矛盾,2013 年中央

提出了建设“美丽乡村冶的生态文明战略目标,为农

村人居环境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一摇 农村人居环境生态困境与审美误区

生态困境已成为制约我国城乡人居环境发展的

瓶颈。 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因深受西方“城市美化运

动冶的影响而付出了高昂的生态与经济代价,它是

直接导致中国“千城一面冶的重要原因,其影响与危

害正向农村转移。 当前新农村建设就是一场改头换

面的“乡村美化运动冶,这种模仿城市的美化行为导

致大量的本土建筑被毁,河流小溪被硬化,古树遭砍

伐,乡土文化因失去环境依托而快速消失,生态困境

日益严重。 对此,习近平主席指出:“生态文明建设

应让居民望看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冶,值
得警醒与反思。

同时这种“乡村美化运动冶也导致了审美误区:
一是农民热衷于外表华丽、内涵空虚的“高大上冶楼
房建筑与欧陆风格,这些建筑并非农村土生土长,与
乡土环境格格不入,与中国农村的田园风光极不协

调。 例如在农村经常能见到“金碧辉煌冶的罗马柱

式建筑中堆放着中国传统农具,而且在其华丽的外

表内部,功能空乏闲置,大而空的室内往往用于堆放

粮食与其它杂物等,几乎没有室内装饰,环境内外反

差强烈,让人感到怪异且啼笑皆非。 另外高昂的建

造成本耗尽了农民的心血,降低了生活质量;二是住

区布局与建筑风格散乱,要么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

房屋犬牙交错,极不美观,要么整齐划一的楼房与冷

漠的金属栅栏,生硬的道路与活动广场,“水土不

服冶的外来植被景观等,整体环境毫无地域特色,
“千村一貌冶现象日益严重;三是外来的城市人热衷

于“乌托邦冶式乡村美化与改造,试图构建“田园牧

歌冶式精神家园,如云南、安徽等传统村落有许多艺

术家进驻,收购老房子,改造成所谓的“艺术村冶或

“艺术酒吧冶,但他们往往忽视农民的现实需求,对
新乡土中国的农村农民缺乏了解。 他们的审美行为



与古代不事生产的士大夫们并无本质区别,这种脱

离乡村现实的改造行为更像是一场艺术家们独自表

演的“乡村艺术秀冶,除了打破乡村的宁静外,对乡

村的发展影响甚微。

二摇 当代乡土审美语境内涵分析与拓展

当代乡土审美可以说是一个矛盾体:它既反传

统又认同传统文化,既想超脱乡土,又想回归乡愁的

一种飘忽不定的审美文化语境,它是当下新农村审

美文化的现实写照,它反映当代农民的精神诉求与

愿景,是指导农村环境艺术设计的重要美学依据。
传统乡土审美语境因空间环境(新乡土)与审美主

体(新农民)的改变而不合时宜,有必要对其进行重

构,拓展审美内涵,增添新的美学形态:生态美、低碳

美与技术美等。
生态美体现了人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生态

审美关系,主张“人———自然———社会冶协调统一,
推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审美观,是一种符合生态

规律的新的审美理念。 生态美是美学的一个新发

展,它在传统审美的基础上增加了生态因素,强调自

然与人的和谐美,欣赏质朴、简洁,反对刻意雕

凿[3]。 生态美的内涵丰富,包括自然环境、人文景

观与社会生活等审美内容,生态美遵循可持续发展

理念,对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传承乡土文化意义

重大。
低碳美主要指通过减少碳的排放量来实现环境

的优化与美化,目的是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

染,保护生态。 农村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来实

现低碳设计理念,其丰富的水资源、充足的阳光、茂
盛的植被与自然通风是城市难以企及的。

技术美是反映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新的审美形

式,其中包含了工业美学、劳动美学、商品美学、建筑

美学、设计美学等内容。 技术美学应用性强,其核心

内涵是改善并美化生活。 “美丽乡村冶建设必须依

靠现代技术,比如房屋建造技术、机械化耕作技术、
燃气管道与沼气技术、自来水系统与太阳能技术、网
络与信息技术等。 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农村一直处于

原始农耕技术模式,其落后的生产方式是导致贫困

的重要原因,而这种落后的农耕文化却被不事生产

的文人墨客等士大夫所歌颂,所谓“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冶,折射出文人墨客的“乌托邦“式审美理

念,反映他们对农民现实处境视而不见,是一种娇揉

与虚伪的“小脚主义冶美学[4]。 虽然已进入 21 世

纪,但我国农村并没有全面实现农耕技术现代化,技
术落后仍然是制约农村发展的短板。 长期研究乡土

中国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指出:“悠然见南山冶的情

境尽管高,尽管可以娱人性灵,但现实处境已找不到

无邪的东篱了,我不反对我们能置身当年情境欣赏

传统的幽美,但这欣赏不应挡住我们正视现实[5]。
他所讲的现实就是指 20 世纪 40 年代西洋工业革命

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试图启智当时的乡

土中国,他的观点至今仍有其参考价值。

三摇 当代乡土审美语境中的农村环境艺术设计策略

(一)村居规划因地制宜,体现地域特色

当今农村人居环境规划混乱,选址随意,布局散

乱,基本背离了聚居模式,同时铲山填塘,滥砍树木,
生态破坏比较严重,这样既不利于农村基础建设,也
不利于邻里关系构建。 反观传统村落选址规划一般

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力求保持地域特色,追求“天
人合一冶的人居理念。 比如安徽宏村(古村)选址布

局巧妙结合地形地貌,整个村落依山傍水而建,村后

以青山为屏障,地势高爽,可挡北面来风,村落依族

群聚居,空间形态保存完好,风光秀美,建筑精美,文
风昌盛,地域特色鲜明,彰显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

涵,被誉为“画里的村庄冶。 宏村早已开发成全国著

名旅游观光景区,其开发模式比较成功,值得借鉴。
宏村采用新旧分区规划发展模式,原旧区作为核心

景区维持其原生态特点,一砖一瓦均不得随意改动,
新区与旧区隔河相望,新区主要为游客及原住民的

生活区,这样可以缓解因生活压力对景区造成的影

响与破坏。 又比如贵州西江千户苗寨,由十余个依

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山脚清澈见底的小河

穿寨而过,苗寨的主体位于河流东北侧的两个坡地

上,苗族先民在苗寨上游地区开辟出大片的梯田,形
成了农耕文化与田园风光迷人景观。 千户苗寨的旅

游开发模式与宏村类似,采用核心景区与生活新区

分开的方式,新区主要沿山脚水河两岸展开,避免对

山坡上的核心景区造成破坏,同时通过拓宽水河水

面,分段跌级筑坝形成相对静态的水流景观,与两岸

鳞次栉比吊脚楼建筑形成对比与映衬,实现视觉景

观上的变化与美感。
(二)应用新技术,树立新观念,实现农村低碳

建设目标

农村传统建设模式因技术水平低而造成了大量

的资源浪费,因此有必要贯彻低碳建设理念,应用新

技术,更新审美观。
新技术应用主要是利用太阳能、风能与沼气技

术改善农村能源供给。 农村拥有丰富的自然能源优

势,在新技术的支撑下可以基本实现自给自足,缓解

911第 5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陈祖展,李摇 晟:当代乡土审美语境中的农村环境艺术设计



能源压力。 能源的利用也要因地制宜,比如高原或

山区可以利用太阳能、风能,平原地区也适合利用风

能与沼气。 当然,农村网络信息技术也要加快发展,
“互联网 + 农业冶有可能成为农村未来发展趋势。
整体而言,新技术应用属于技术美的范畴,能充分反

映新农村新面貌,切实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
另外,改变审美观念也可以促进低碳建设。 当

前农民因受城市强势文化的影响而陷入审美误区,
多喜欢华丽的景观与生硬光亮的建筑材料,摒弃质

朴自然的乡土景观与本土材料。 其实乡土景观及本

土材料有一种迷人的闲野之美,与当地文脉环境相

协调,具有年代感与亲和力。 遍布乡村的闲花野草,
既能保护水土,协调生态,又能营造乡土情调,且不

需要刻意维护,让人倍觉亲切。 闲花野草应纳入农

村环境艺术设计范围,其顽强的生命力与低成本的

维护是人工种植的奇花异草所不能比拟的,符合低

碳美学理念。
(三)提炼乡土文脉,拓展设计元素,传承乡土

精神

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乡土精神根深蒂固,乡土

文化丰富多彩,本应是一种发展优势,但在全球化的

影响下,农村人居环境呈现与城市同质化的发展趋

势而失去自身特色。 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新农村建

设模式,正视农村的变化,表现当代审美语境,拓展

设计元素,传承乡土精神。
1、乡土文脉的提炼。 在笔者主持的衡南县洪山

镇高原村的新农村规划设计中,对该村的乡土文脉

进行了挖掘与拓展。 高原村有标志性的传统文化景

观(家族宗祠与古树),该宗祠依坡面塘、古树相依,
民居建筑均以此为核心进行分布,符合古人的村居

风水理念,自然与人文环境基础良好。 在高原村环

境规划中首先是对宗祠与古树进行保护性维护,力
争恢复原建筑风貌,保留历史文脉,传承乡土精神。
同时对宗祠建筑构件与装饰元素进行提炼,形成新

的设计元素运用在周边新建筑中,以维持整体风格

的统一与协调。
2、乡土材料的应用。 所谓的乡土材料主要是指

适用于农村环境,符合乡土文脉的材料,如竹木、土
石、砖瓦与鹅卵石等,其粗糙的肌理质感,沧桑低沉

与朴实的色彩,蕴含的审美内涵让人倍觉亲切,是冷

漠的瓷砖、水泥与金属等材料无法替代的。 乡土材

料最能体现乡村的历史文脉与建筑肌理,其造价低

廉,施工方便,乡土材料的应用在云南丽江与束河古

镇的人居环境改造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乡土植物的配置。 乡土植物具有强烈的地域

性,代表着地区植被文化与风貌,乡土植被的适应性

强,成活率高,维护方便,能充分体现乡村生态环境

的特色。 比如在衡南县洪山镇高原村中遍布樟、松、
杉、柳等树木,围绕房前屋后的是菜园、果树与荷花,
池塘小溪中水草丰茂,荷香阵阵,呈现一派祥和安宁

的生活美,满足了人们对乡土生活的向往与憧憬。
4、地域色彩的体现。 乡村人居环境在自然山水

的映衬下充满生机与活力,其色彩随着季节的变化

而改变,色彩的丰富性令人沉醉。 但当前农村建筑

色彩过于“斑斓艳丽冶,浮华粗俗,与乡土环境格格

不入。 而传统民居建筑呈现灰色的色调,与乡土环

境非常吻合,常通过青砖灰瓦、清水墙、青石板、麻石

板等材料来表现建筑色彩。 因此当前的农村建筑可

以适度借鉴传统建筑的色彩智慧,通过对传统建筑

的色彩进行提炼,增强色彩的对比度与明度,改善传

统建筑色彩的低沉与灰暗感,这样既可以突出建筑

的主体性,又可以与乡土环境相协调。
(四)以当代农民为审美主体,构建和谐美丽

乡村

城市人热衷于乡愁是因为距离产生的美,属旁

观者的理想主义审美客体。 而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

的农民来说,生活是现实的,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坚

定了农民改变或逃离农村的决心,在此背景下,作为

审美主体的农民不可能自觉维护所谓的乡土审美文

化。 同时,在全球化影响下,当代中国农村已不再闭

塞,农民的物质生活也大大改善,农民的精神需求日

渐丰富,主观上他们也希望家乡是美丽的,这就构成

了城乡人们的共同需求。 在此愿景下,以农民为审

美主体,尊重其物质与精神诉求,体现乡愁的生产力

作用,树立正确的审美导向,增强乡土文化自豪感,
并通过推行生产美学与低碳美学理念,让农民在新

技术生产与低成本投入中获得审美教育与生活体

验,从而实现和谐美丽乡村的建设目标。
笔者在衡南县洪山镇高原村的新农村环境规划

项目中,贯彻了以农民为审美主体的设计理念,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在该项目调研中发现,农民对家乡

建设的主体意识很强,有超过 85%的村民赞同美丽

乡村建设,并强烈希望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村

环境与生活质量。 高原村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条

件,且存留有乡土精神象征的宗祠建筑,适宜发展生

态农业,兼顾乡村休闲观光。 我们的设计策略如下:
1、村落环境规划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 高原村为典

型丘陵地貌,村落建筑均依山而建,道路纵横相连,
期间池塘密布,小河、小溪与水渠蜿蜒流淌,具有聚

散结合、动静相宜、高低错落、层次丰富的空间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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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所以该村的环境规划设计基本维持原始格局,
避免大拆大建,主要是完善基础设施(如美化道路、
设置路灯、垃圾站、公厕等),整洁村容村貌,提升环

境品质。
2、修复宗祠建筑,新建村民活动中心,强化乡土

文化建设,增进村民凝聚力。 宗祠是传统乡土精神

的象征,寄托老一辈村民的信仰,有必要传承下去。
村民活动中心能满足新生代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比如阅览、上网、跳广场舞、棋牌与体育活动等),
让村民享受与城市同步的时尚文化活动,对恢复乡

村文化建设意义重大。
3、通过水系改造与整治,为农作物提供灌溉保

障,同时兼顾观光需求。 水系改造中尽量避免裁弯

取直、渠化与硬化,尽量维持其蜿蜒曲折的自然形态

美,在此基础上适度扩展水域面积,强化蓄水功能。
另外对水塘、水渠、小河小溪的滨水驳岸进行局部处

理,丰富跌级层次,满足观光与安全需要。
4、重视室内环境问题,实现内外环境的协调统

一。 针对农村住房“大而空冶的问题,在户型设计方

面加以优化与精简,吸收城市住宅的现代化优点,兼
顾农村生活习俗与劳作特点,采用人畜分居的科学

布局理念,实现空间环境的整体优化。 室内装饰吸

收传统民居的设计元素,加以提炼,使之符合现代审

美语境,力求营造乡土文化氛围,传承乡土精神。 更

重要的是充分利用农村自然环境的优势(阳光充

足、自然通风与植被丰茂)来提升环境舒适度,实现

内外环境的低碳化与生态美,构建和谐美丽乡村。

四摇 结语

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因全球化经济与现代

技术的影响而受到影响,城乡发展不平衡给农村人

居环境带来了诸多问题,传统乡土审美文化面临挑

战,国家适时地提出“美丽乡村冶建设理念,为农村

人居环境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 当代乡土审美语境

不仅要蕴含传统乡愁美,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也要反映农村的发展与进步,彰显时代优势,符合国

家提出的“美丽乡村冶发展理念。 环境艺术设计是

实现“美丽乡村冶的重要途径,但农村环境艺术设计

应吸取城市的经验与教训,避免陷入“乌托邦冶式乡

村美化的误区,通过艺术审美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平
衡农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体现当代乡土审美语境,
留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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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ral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Vernacular Aesthetic

CHEN Zu鄄zhan,LI She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摇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and realize the
" beautiful country" . Under the dual impact of the strong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ization and the city, rural areas in Ecological Dilem鄄
ma and aesthetic misunderstanding, thousands of villages " appearance" and urban and rural cultural homogenization phenomenon is se鄄
rious, local traditional aesthetic context faces a challenge. Rural environment art design should learn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city, to Contemporary Peasants for the aesthetic subject, it is necessary to respect the farmers to pursue the vision of material life, re鄄
flect not only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but also inheritance of native culture and spirit, to maintain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retain
nostalgia.

Key words:摇 local aesthetic;摇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摇 beautiful country;摇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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