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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景观是农业发展的产物，对乡村景观进行设计是改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

手段。但是在设计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一个普适化的路径，更多是凭借设计师的一腔热血对乡村进行改

造，造成了乡村景观“同质化”、乡村文化“空心化”等诸多问题，破坏了乡村原有的风土人情、环境

和生活方式，使得乡村千百年来积淀的乡土之美受到破坏。本文将从设计美学理论视角出发，对当前乡

村景观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从美学角度对乡村景观设计方法进行探究，从而在未来的乡村

景观设计中达到景观美化和生态建设的平衡，最终实现“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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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landscape is a product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designing rural landscape is an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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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nt mea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and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ever, in the design process, a universal path was not formed, and more relied on the design-
er’s enthusiasm to transform the countryside, resulting in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homogeni-
zation” of rural landscapes and the “hollowing” of rural culture, destroying the original customs, 
environment and lifestyle of the countryside, and destroying the beauty of the countryside accu-
mulated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ru-
ral landscape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aesthetic theor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ural 
landscape design methods from the aesthetic perspective, so as to achieve the balance between 
landscape beautification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rural landscape design, and fi-
nally achieve the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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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在现代人们心中已经转化成一种对美好家园的思念，这种思念包含了对故乡、故土、故人的精

神寄托，成为人们对乡村生活的眷恋和回归田园生活的冲动本源[1]。我国乡村已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

这几千年的历史孕育出了中国独特的乡土文化精神与乡村美学理念，无处不体现出自然、民族、历史、

文化与生活艺术之美，概而言之就是一种“乡愁”式审美语境[2]。作为设计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

乡村美学有着其独特的审美趣味。但是在目前“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我们不难发现，传统乡村景观随

着城市景观的侵占正遭受破坏，逐渐从人们视野中消失。面对这一情况，从设计美学的角度对乡村景观

设计的方法进行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传统乡村美学体现了乡村人民的审美观念，体现出独特的审美趣味。 

2. 设计美学概述 

从古至今人们都在对何为美这个问题进行探索，柏拉图认为美是一种观念，李格尔认为美是一种与

生俱来的欲求，中国的思想家认为美是自然。德国哲学家鲍姆嘉登在 1750 年首次提出美学概念，并称其

为“Aesthetic”(感性学)，也就是美学[3]。美学是一门以人们的审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运用科学的

手法探寻人们的审美活动规律[4]。美学对人们的审美感受进行评价分析，从而得出客观事物在美学层面

上的价值大小。人是审美活动的主体，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会根据自我的审美标准对客观事

物做出不同审美评价，从而形成不同的审美需求。设计美学是一门融合了美学和设计学理论的交叉学科，

既包含了现代研究方法又融入了艺术设计的理念，希望通过理性、科学的方法对人的审美行为进行客观

分析，从而找到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审美需求和审美规律，并在设计创造活动中以理论的方式支撑设计。 
设计美学给人们创造了一种审美的价值体系，它所包含的并非是“美与否”的一元回答，而是对“真

善美”问题的多元回答。美学给人们带来了人文关怀，在价值引导的意义上，可以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从而促进社会整体的进步。因为当今正是一个信息化和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要求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自然生态发展的时期。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能否振兴关系到中国未来

的现代化进程，也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形象和中华民族乡土文化的重塑，因此乡村景观设计也必然要由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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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美学的价值观引导，才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不会误入歧途[5]。设计塑造未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

及生活环境，通过艺术设计赋能乡村，从美学视角进行设计，实现乡村振兴。 

3. 乡村景观设计现状及问题 

从自然性、生态性和乡土性这几个方面来看，乡村景观设计不同于城市景观设计。乡村“空心化”

已经成为我国乡村景观发展道路上最大的障碍，由于国外现代化建设以及接近尾声，受其影响人们常常

运用“城市更新”的方法对乡村进行改造，使得越来越多的城市景观出现在乡村中，乡村现代化建设逐

渐发展成另一种形式的“乡村美化运动”[6]。乡村不仅付出了高昂的人力、物力、财力，还导致了乡村

“空心化”、“同质化”、“城市化”以及生态破坏等问题越发显现。对此，习近平主席指出：“乡村

现代化建设应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7]！”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当前乡村

景观设计的诸多问题，找寻一条适合中国乡村的景观设计道路。 

3.1. 乡村景观设计缺乏整体性 

与发展已经相对成熟的城市景观设计不同，在对乡村景观进行设计方面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

设计路径，受设计师的主观意向影响较大，缺乏整体性。现在从事乡村景观设计的，大多是来自高校设

计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他们作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市中的外来人，热衷于将乡村景观按照自己的一厢

情愿打造成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如进驻到传统乡村，通过收购老房子并将其改造成民宿，把乡村改造

成所谓的“艺术村”、“网红村”；或者对乡村景观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发展乡村旅游业，在改造过

程中，甚至常常会对乡村中的古建筑或古树名木进行破坏，对乡村原始的风貌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中断

了乡村传统文化基因的延续。虽然在越来越多的乡村景观设计中可以看见乡村图书馆、乡村文化广场、

乡村读书屋的身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乡村景观空间并没有充分发挥其景观功能，这是因为这些

景观空间的设计并没有贴合当地乡村居民的现实需求，缺乏实用性，渐渐的这些景观空间沦为村民晾晒

衣服、谷物的场所，或者常常被休闲、娱乐的乡村居民所占据[8]。这样的设计并没有与村民的实际需求

相联系，更多的还是设计者的一厢情愿，这种自我发挥的“表演秀”，除了破坏乡村的传统性、整体性

外，并没有给乡村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乡村在进行景观设计的过程中，乡村居民原本应该是乡村发展的主体，应该增

加其在设计时的参与度，通过对乡村居民的审美和使用需求进行挖掘，从而对乡村景观进行设计。但是

在实际设计过程中，村民的参与度还不够，这是由于乡村居民多以留守的老人和小孩为主，人们受教育

程度较低。并且人们认为乡村景观设计只是由政府或者相关设计部门进行负责，而具体的景观设计过程

与他们无关。乡村居民的参与度不足使得设计师无法了解乡村传统的美学价值以及乡村居民的生活需求，

导致乡村居民所需的生活空间被破坏以及乡村特色景观风貌流失。 

3.2. 乡村景观设计缺乏异质性 

在中国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使各地乡村景观呈现出各种独特的

风格，这些风格也形成了一个地区独特的文化，成为当地居民流淌在血液里面的基因。乡村景观的风格

是在长期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并被公众所认同的。这些乡村风格既有本土传统，又有外来文化，具有

鲜明的民族特色。但是受到西方“城市更新”运动的影响，这些民族特色逐渐在乡村景观中消逝，越来

越多外表华丽的欧洲风格景观出现在传统乡村中，例如现在在农村中经常能见到现代工艺建造而成的罗

马柱式建筑与几何形状的硬质广场，这些景观的设计并非来源于中国乡村传统设计美学，与周边环境形

成强烈的反差，让人感到怪异且啼笑皆非。这些景观不仅花费了人们高昂的成本和心血，还导致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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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景观与其他不同风格的景观犬牙交错，乡村景观建设越来越城市化、同质化，难以体现出乡村独有

的自然环境特色和民族文化特色[9]。 

3.3. 乡村景观设计缺乏可持续性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村的现代化进程在快速的推进，对乡村景观的建设也如火如荼地展开。

但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由于没有足够的设计理论指导，加上乡村居民并没有足够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一味地推进乡村工业化以及热衷于对乡村旅游进行无序开发，导致在乡村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出现了大

拆大建、滥用肥料、破坏地貌等现象，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10]。乡村开发需要一定的资源，但是

乡村的生态环境也是乡村建设中十分重要的资源，应当得到合理的保护。因此，设计师在进行乡村景观

设计时，不仅要注重对乡村原有的生态环境进行保护，还要展望未来，对乡村整体的生态美学价值进行

思考。 

4. 设计美学视角下乡村景观设计的原则 

4.1. 乡村景观设计要注重审美性原则 

从设计美学的视角对乡村景观设计进行研究，其目的是探寻乡村景观设计中人的审美欲求，发挥乡

村景观独特的审美价值[11]。乡村景观是乡村千百年来发展积淀的结果，与需要大刀阔斧设计的城市景观

不同，乡村景观更多依附于乡村原有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价值，是乡村人民刻在基因里面的精神寄托。因

此，在乡村景观设计中，设计者要以乡村景观审美性为导向，挖掘乡村独特的美学资源，运用设计的手

法将这些美学资源转化为乡村景观中的美学元素，并与乡村周边特有的农田、山川、河流、树林等自然

环境结合，形成“如画”的乡村景观系统[12]。这样乡村原有的朴实、自然的美学内涵才能得以延续和发

展，展现出乡村景观特有的美学价值。 

4.2. 乡村景观设计要注重特殊性原则 

中国幅员辽阔，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乡村孕育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农耕文化，

形成了造型丰富的乡村传统景观。不同地区有着其不同的历史文化，而乡村景观则是乡村文化的集中体

现，其中包含了乡村众多的美学资源，这些美学资源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交融，在传承中华文明、

保持乡村风貌、构建乡土情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3]。因此在乡村景观设计的过程中，要将乡村景

观的地域性、民族性、文化性体现出来，注重乡村景观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不仅要对乡村景观的外在形

态进行设计，还要对乡村内部美学资源进行挖掘，找到当地独特的美学元素，由内而外打造乡村景观精

神美，弘扬当地传统的地域特色文化价值。 

4.3. 乡村景观设计要注重技术性原则 

乡村景观是乡村为居民提供生产生活空间的重要场所，是经过乡村长久历史文化积淀形成的乡村特

色。中国传统乡村景观由于受到气候、材料、制造技术的限制常常采用木头为主的自然材料，随着制砖

技术的逐渐成熟，砖石材料也逐渐运用在传统景观设计中。在建造技术方面，传统乡村景观在结构上往

往以木结构为主，常用榫卯进行连接。用榫卯的方法进行木构件的连接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也是中国传统建造工艺的灵魂，木构件由凸出的榫头和凹进去的卯眼简单的咬合，轻松的连接在一起，

在满足建造功能性的同时，还实现了美学上的作用，具有中华民族特有的设计美学和文化价值。但是受

到工业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现代材料和技术被运用到景观设计中，这些现代材料和技术给景观设计师

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质感和色彩表现手段，丰富了乡村景观中的美学呈现。工业化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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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虽然降低，但是也导致了乡村景观同质化问题的出现，因此，在未来的乡村景观设计中，要对传统

乡村景观材料、技术、色彩等方面特点进行分析，充分发挥传统景观设计材料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并结

合现代的材料和建造技术，使得乡村景观呈现效果更加丰富，赋予传统乡村景观新的美学内涵。 

4.4. 乡村景观设计要注重协调性原则 

乡村景观设计是指对乡村景观空间进行的综合设计，区别于城市景观设计，对乡村进行景观设计时

要更加注重人的环境需求，这种需求往往表现为人们对回归自然山野的想望，以及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

视[14]。在乡村景观设计中，景观是人工环境的主体，人工环境则是景观围合的结果。因此，协调好“人

–景观–环境”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其达到和谐统一，形成完整、良好、舒适的景观空间，是乡村

景观设计的中心课题。在景观融入乡村的过程中，设计者要遵循协调性原则，在确保乡村景观不会影响

到原有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以景观设计的功能性为出发点，融入当地特有的乡村文化和美学理念，体现

出具有地方特色的设计美学。 

5. 设计美学视角下乡村景观设计方法 

5.1. 景观空间叙事方法 

在景观设计领域，空间叙事的手法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得到运用，设计师通常采用隐喻、类比、

象征等手法，将景观要素巧妙的串联起来组成一个景观故事，从而将散乱的景观空间组成一个整体，使

每一个景观空间都有其特有的故事。这种设计手法也可以运用于乡村景观设计之中，由于每个乡村都有

其不同的历史文化，都有不同的乡愁，可以对其进行充分的挖掘，创造乡村特有的景观故事。再将其运

用到不同节点的设计中，赋予每个场地一定的功能性，使空间之间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叙事性，体现出

整个乡村的文化底蕴和美学内涵。 

5.2. 解构设计方法 

解构主义思想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法国，由哲学家德里达提出。解构主义设计方法最大的特点，

就是在设计过程中，常常运用科学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将研究对象分解为多个方面，从多个维

度挖掘研究对象深层次的意义[15]。当前，我国乡村景观面临的同质化问题日益加重，传统乡土美感在乡

村中逐渐消失，因此在乡村景观设计时急需通过解构的手法对乡村景观进行重构。但是在解构的过程中，

不能将乡村的各个美学要素进行简单堆砌，而是需要在对乡村美学资源进行深入的挖掘的基础上，用科

学的方法对乡村资源进行评价，找到乡村特有的，根植在乡村居民文化基因中的乡村美学资源，再将其

转化为美学元素，赋予乡村景观新的造型、色彩、材质、功能，在满足乡村居民生活生产需求同时，增

强乡村整体美感。 

5.3. 模块化设计方法 

模块化设计是将设计对象分解成若干功能模块的设计方式。常用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根据用户不

同的功能需求，在设计时将产品分解成为若干个层次较低的、可以互换的、独立的基础模块单元，再根

据用户的具体需要，对各功能模块进行选取和拼合，从而设计出不同功能欲求的新产品，实现设计资源

的最大化利用。在乡村景观设计中，不同的使用者基于不同的身份立场常常会对乡村景观有着不同的需

求。因此，在乡村景观设计过程中，可以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手法，在了解乡村居民需求的基础上对景观

空间内的设施进行拆分组合，赋予空间多种使用功能；而公共空间内的景观造型，也可让使用者自行拼

搭，增加公众的参与度以及景观的趣味性，使乡村景观设计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逐渐转变为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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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的居民自发的行为。 

5.4. 可持续设计方法 

乡村中传统景观所具有的文化和美学价值决定了其可持续利用的必要性，当今乡村景观设计产生了

种种问题，也决定了运用可持续利用手法对乡村景观进行设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乡村景观进行设计

时，要重新挖掘乡村设计资源的价值，寻找其可以持续利用的方法。对乡村景观进行改造是乡村可持续

发展的前提，因此在设计时不能采用大拆大建的方式，也不能一味的放任不管，而是要根据当地的自然

生态条件、历史文化价值、传统美学思想，因地制宜的对乡村景观进行设计，协调“人–景观–环境”

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其成为乡村现代化过程中的活化石。 

6. 结语 

传统乡村景观受到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影响，城乡二元分化情况加剧，乡村出现了景观同质化、

人口空心化等问题，乡村传统美学理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

设计学科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越发显现，为了解决乡村发展的潜在问题，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城市景

观设计思维，从设计美学角度去进行思考，寻找新的乡村景观设计方法，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本研究是在前人对设计美学研究的基础上，将设计美学理论运用到乡村景观设计中，以探索乡村景观可

行的设计方法，但只是在理论上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后期还需在设计实践过程中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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