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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文化资源是推进我国乡村建设发展的重要文化基础之一。本文以乡村振兴为研究背景，以红色文化

在乡村景观营造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在乡村景观中的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在

景观营造中提取历史文化、遗址场所、自然人文环境等红色文化资源要素。通过丰富景观表现形式，打

造景观特色体验，提升景观育人功能。探讨乡村红色文化空间的提升策略，使红色乡村文旅景观建设成

为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新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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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 cultural resource is the initial element of the rural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promotion 
campaign in China. Based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pplication of red 
culture in rural landscape creation to obtain the spiritual value and material value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 rural landscape. Elements of rural history, sites, natural and humanistic environ-
ments in landscape creation are extracted. Thus, the form of landscape expression is enriched to 
create characteristic experience and enhance 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 for landscape. The en-
hancement strategy of rural red cultural space is discussed to define the construction of red rural 
cultural tourism landscape as a new boos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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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符号之一，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社会发展历程

中具有重要意义[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将推进红色旅游创新发展作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搞活

了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2]。” 
我们应深入挖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积极传承和发展红色文化，推动红色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使

红色文化为推动乡村发展注入新动能。乡村景观是在文化景观背景下综合地域性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特征

拓展延续而来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满足功能性的基础上起到承载与展示地域文化的作用。当前，红色乡

村景观营造已成为打造乡村文旅品牌的新趋势，红色乡建对乡村振兴与红色精神传承和发扬起到积极的

助推作用。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同质化严重、特色不尽鲜明、表现形式较为单一、“模板化”等系列

红色乡旅景观营造亟待解决的问题。 

2. 红色文化资源在乡村景观中的应用价值 

2.1. 精神价值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革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景观中的展示和传承，能够有效地增强

民族凝聚力。乡村景观营造为红色精神赋予实质，以景观的形式将红色文化展现出来，通过景观表达来

驱动文化趋向，以景观设计来应用红色文化资源，传承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红色乡村景观中所展示的

人文景观，不仅可以促进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让人们深入了解革命历史，以史为鉴，激发斗志，增

强民族文化自信，还可以唤起乡村居民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精神，激发村民在乡村振兴中所能发挥的内生

动力。此外，红色文化可以在乡村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在乡村学校、文化展馆、活动中心等场所

通过景观营造的形式将红色文化融入学生学习和生活日常中，以及红色文化在乡村教学中的推广和应用，

能够有效地增加学生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养，坚定精神信念，培养乡村红色接班人，为乡村振兴发展带

来人才储备。要而言之，红色革命精神为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为实现乡村全面振

兴注入了一股坚定的精神信念[3]。 

2.2. 物质价值 

红色文化不仅可以作为乡村振兴的“精神引擎”，还可以推动乡村产业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红色文化在乡村景观中的应用能够为乡村文化旅游、乡村文化创意资源的丰富化提供重要支撑，打造具

有地域特色的红色乡村文旅景观，提升乡村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品质。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景观要素，

反映了某一地区的文化底蕴和发展历程，能够增加当地知名度与传播度，有助于提升乡村形象，打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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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文旅品牌。红色文化资源的物质载体在乡村中多以纪念性遗址、展馆、烈士陵园、纪念碑等形式得以

保存，其红色精神故事通常在地域范围内以口口相传、以长传幼的方式得以传扬。在乡村景观营造中，

通过充分挖掘和开发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和优势，可以有效地推动红色文旅产业市场的开发和拓展。红

色文旅产业的开展能够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参观进行消费，进一步带动相关产业消费，如民宿、餐饮、手

工艺品等，拓宽了当地经济发展产业链，吸引外流劳动力返乡，为当地村民增加创收。此外，红色文化

在乡村景观营造中的应用为红色文化的保护和弘扬，为文化遗产的守护与历史传承提供了有力支撑。将

红色精神融入乡土景观、将红色文化资源转换为经济资源是活化乡村经济的优势选择，为促进地域经济

发展，完善经济产业结构，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 

3. 红色文化资源在乡村景观营造中的要素提取 

3.1. 历史文化要素 

提取红色文化的历史文化要素，包括历史事件、革命战役、英勇事迹等，从中凝练出具有文化价值

和代表性的元素，如红军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进而融入乡村景观设计中。如有“红军

长征第一村”之称的福建省中复村，根植于长征出发处的红色基因，进行乡村文旅开发与红色文旅景观

营造，重温长征故事，传承发扬长征精神(图 1)。将历史文化元素合理地布局在乡村中，考虑景观元素之

间的对比、融合和提升，使乡村景观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协调性和美观性。在考虑各种元素之间关系

的的基础上，还要有良好的创意思维，从景观细节出发，创造出富有表现力和文化内涵的场景。提取红

色历史文化要素参与乡村景观营造不仅能够丰富景观内涵，更能够提高乡村形象与乡村文化价值。 
 

 
Figure 1. “Kilometer Zero” at the start of the Long March in 
Zungfu Village 
图 1. 中复村长征出发“零公里处”① 

3.2. 遗址场所要素 

红色遗址场所是红色文化的直接承载者，挖掘乡村中的红色历史文化遗址及其文化内涵，包括革命

时期文物古迹、重要建筑物、红军烈士墓、纪念碑、雕塑等，将其保护和修缮，纳入乡村景观设计中，

与乡村环境进行融合和提升，让红色历史文化遗址成为乡村景观元素之一，能够突出乡村的历史文化底

蕴和特色魅力，可以增强文化认同感，进一步加强对红色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如有“苏南小延安”

之称的江苏南京李巷村，有新四军六师十六旅旅部、陈毅旧居等七处较高价值的红色文化遗址遗迹，从

2016 年开始进行精心规划设计，在全面保护、整体保护革命遗址原貌的原则下，将其与周边环境进行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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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最大限度保留其历史性、真实性，营造环境协调度高、风貌完整的乡村红色文化空间，以吸引一批

批游客来到红色李巷，深入学习新四军战斗的历史，领略感受李巷村蕴含的红色精神(图 2)。 
 

 
Figure 2. Red Lixiang 
图 2. 红色李巷② 

3.3. 自然环境要素 

以乡村自然特色的山水地貌为蓝本，提取乡村景观中的具有地域性特色的自然要素，如山水、湖泊、

田园、植物等，结合当地红色历史文化、红色建筑遗址、红色文化雕塑等元素，与红色文化景观相融合，

打造出风景独特、特色鲜明、层次丰富的乡村自然景观环境。海口市琼山区长泰村基于当地丰富的红色文

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喊出“以‘红色领航’谋‘绿色发展’的口号”，成功开拓了一条“红绿融合”

的特色乡村振兴道路(图 3)。在以冯白驹故居为核心吸引力，延长红色旅游产业链的同时，长泰村依托村庄

周边的“田、园、林、湖”等自然要素，充分利用其生态田园资源，确立林木、花卉、果园、稻田公园的

综合发展定位，形成集红色文旅、生态休闲、田园采摘等功能于一体的红色美丽村庄，不断拓宽致富渠道。 
 

 
Figure 3. Red beautiful village of Changtai 
图 3. 长泰村红色美丽村庄③ 

3.4. 人文环境要素 

将红色文化与民俗文化相融合，将红色革命事迹、历史典故融入民间艺术、曲艺表演、农家美食等，

营造出浓郁的红色人文氛围。通过演出、体验、互动等手段，让游客身临其境、深入了解当地红色文化，

提高游客的文化认同感和参与度。山东临沂费县薛庄镇白石屋村，是革命历史民歌《沂蒙山小调》的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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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地(图 4)，聚合了抗战时期人们的革命斗争精神，表达了沂蒙地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一首《沂

蒙山小调》唱响沂蒙革命老区，用歌声表达爱党爱军之情，唱出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薛庄镇围绕着“山水薛庄，沂蒙歌乡”的主题路线，旨在创建一个综合观光、休闲、娱乐功能的旅游强

镇。同时该镇的 5A 景区天蒙景区依托沂蒙小调诞生地这一红色符号，将白石屋村落打造成一处活态博

物馆，作为文化教育基地、教学科研基地，展示和弘扬红色沂蒙革命精神。 
 

 
Figure 4. Memorial pavilion of “birthplace of yimeng mountain 
ditty” in baishiwu village 
图 4. 白石屋村“沂蒙山小调诞生地”纪念亭④ 

4. 红色文化资源在乡村景观营造中的应用策略 

4.1. 深入挖掘红色资源，丰富景观表现形式 

红色文化底蕴深厚且内容丰富，在景观营造中，应深入挖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依托于当地地域文

化与民俗文化特色，建设具有本土性特征的红色文化景观空间，以彰显独特的红色文化内涵。比如，可

依托红色历史革命事件、红色革命英烈经典事迹、经典红色文学等作为历史文化要素进行设计提取，应

用到景观营造之中，可建造人物纪念雕塑或人物群景故事性雕塑，还可以景观文化长廊的形式去展示宣

传其事迹与精神，将红色文化以附着在景观物质载体的形式进行表现，起到更加直观的教育示范作用。

同时可以将红色文化资源与自然乡土资源相结合，打造独具魅力与特色的地域性景观。 
在将红色文化赋能于景观物质载体之外，还可为原有功能性景观设施、小品等注入红色精神内涵。

可将红色文化符号应用在路灯、座椅、导视牌、花坛、特色标语及乡野稻田景观等，在保留各自特色的

同时，将它们融合在一起，形成互为关联的景观体系，起到了良好的文化渲染效果，成为展示浓郁的乡

村红色文化和历史底蕴的点睛之笔，使得行人在其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到红色文化的感染与熏陶。 

4.2. 充分发扬红色传统，打造景观特色体验 

在充分挖掘地域红色文化的基础上，对景观设计策略进行深入剖析，提出依托具体事例的红色文化

内涵与精神价值的主题，打造除纪念展馆之外的创新型红色景观。可通过由若干节点构成的景观故事呈

现出主题，构建出一条红色旅游景观路线，将当地红色革命历史事迹植入主题休闲体验项目之中，以多

种艺术表现方式与景观构成手法形成突出红色主题、追忆革命故事、缅怀革命先烈、继承和发扬精神的

设计思路，给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寓教于乐，更好的提升红色文旅的吸引力。 
其次，可在上述主题的基础上，与当地传统手工艺结合，开发相关红色文创衍生品、纪念品，在宣

传红色文化的基础上拉动经济发展。此外，还可以制作红色主题情景剧、舞台剧等影视创作，多角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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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红色文化落实下来，进行有形化的表现处理。通过运用这些载体，能够使文化宣传突破时间和空间上

的传播限制，使红色精神更好的发扬下去。 

4.3. 积极传承红色基因，提升景观育人功能 

发挥环境的育人功能，让景观自身发声，加强红色人文景观的建设。在对地方红色资源进行深挖与

整合的过程中，可建立相应的红色档案，以图书、卷册、影像、音频等多种形式记录留存。依据红色档

案，可开设系列主题教育活动、主题党课、亲子活动、青少年夏令营等，使更多的人能以直观、高效的

方式收获体验式的趣味学习，使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一段光辉历史。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文化传播与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有了更多的创新思路[4]。可结合全景技术、VR 技术等开发红色文化景观线上数字展

馆，与线下实体展馆联动，实时讲解与播报，沉浸式观看学习事件脉络，提升红色文化的感染力度，更

加充分的发挥景观空间的育人功能，深化爱国主义教育，使红色文化与革命精神得以更好的传承与延续。 

5. 结语 

当前我国很多乡村拥有着未得到充分的开发与合理的利用的丰厚红色文化资源与厚重的红色文化底

蕴。如何对乡村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与开发，是发展乡村振兴建设进程中需要直面的机遇与挑

战。在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通过景观营造对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创新，为红色文化的保护与传

承提供了新的形式与载体。同时红色文化资源具有丰厚的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为乡村经济产业转型与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充分挖掘当地特色红色文化与乡土文化，与实际环境结合，把握地域性

与独特性的要点，将其自然融入乡村景观营造之中，充分发挥景观空间的时代育人功能，积极引领文化

与精神风貌导向。依托丰富的乡村红色文化资源载体，彰显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魅力，建设宜居宜业宜

游的美丽新农村，激活红色革命老村，焕发新的生命力，为实现乡村振兴发展的目标助力。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设计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策略与路径研究(22BG110)。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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