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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景观设计中的艺术介入与乡村美化

杨Ǔ波
浙江浙旅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Ǔ浙江Ǔ杭州Ǔ311112

摘Ȟ要：随着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乡村旅游景观设计中的艺术介入成为提升乡村风貌、促

进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旨在详细探讨艺术介入在乡村旅游景观设计中的具体应用及其对乡村美化的积极影

响，通过具体案例分析提出设计策略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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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村旅游的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乡村旅游

以乡村经济带动城市经济的同时，也使得城市居民有了

亲近自然的乡村旅游选择和闲暇时光去品味乡村文化。

然而，乡村旅游发展如火如荼的同时，不可回避的是乡

村环境资源的严重破坏、乡村同质化现象严重等问题。

而艺术介入乡村旅游景观设计，利用乡村本土文化挖掘

创作，注入艺术元素，不仅可以提升乡村旅游的景观设

计观赏性、提升其文化内涵，同时也能使乡村美化与乡

村可持续发展的推进作用发挥到极致。

1��艺术介入乡村旅游景观设计的意义

1.1  提升乡村景观的观赏性
艺术介入乡村景观，像一阵春风拂去乡村景观的一

成不变与平淡沉闷，使独具创意的表现手法与艺术形式

淋漓尽致地描绘乡村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及历史文

化，使其活力重生。眼见得形态各异的壁画妙趣横生地

缀上乡村的墙面，以富有想象力的图画故事让游客急迫

地在画面前合影留念；灵动的雕塑在乡村广场或公园内

熠熠生辉，极富含义的抽象与具象旋转腾挪，使得观赏

之时，拥有空间层次感与趣味性。

1.2  传承与弘扬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所在。艺术介入，为

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提供了新的途径。通过深入挖掘

乡村本土文化资源，如民间故事、传统手工艺等，艺术

家们以艺术化的形式将其呈现给游客。民间艺术展览馆

里，一件件精美的手工艺品诉说着乡村的历史与传承；

文化节庆活动中，游客们亲身体验着乡村的民俗风情，

感受着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这样的艺术介入，不仅增

强了游客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让乡村文化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1.3  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而艺术介入乡村旅游景观设计，也给乡村旅游经济

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人们的艺术眼光更能吸引游客到农

村观光旅游。农村餐饮、住宿等其他产业的发展，以都会

需要旅游带动。同时农村也注重当地特色旅游纪念品和手

工艺品的开发，诸如手工编织的篮子、陶瓷制品等实用

且美观，具有艺术价值的物品，深受广大游客的青睐。

2��艺术介入乡村旅游景观设计的策略

2.1  因地制宜，挖掘本土文化资源
艺术介入乡村旅游景观设计时首要遵循的原则是因

地制宜，发挥自身文化资源优势。各个乡村都有其自身

与众不同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背景，民族文化、劳动成

果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和灵感，艺术创作不能脱离本土文

化。“围山而住”的山区乡村，山石、木材等本土材料

资源丰富，可用当地材料打造具有山区特色的艺术小

品，如石雕、木刻、竹编等，艺术小品既能丰富乡村环

境，又能展示山区人民的智慧和勤劳。也可结合山区自

然风光、民俗风情等创作出具有山区特色的壁画、雕塑

艺术作品，让游客既能欣赏艺术又能感受到山区的雄浑

和壮阔。水乡乡村的水景、桥梁等元素是构成乡村景观

特色的重要元素，可用这些特色元素，结合当地水文

化，打造独特的乡村景观[1]，在水边设置具有水乡特色的

雕塑，或在桥梁上绘制具有水乡风情的壁画，让游客在

水上行走中感受到水乡的柔软和灵动。“围水而居”的

水乡乡村，除水景外，水资源、水生资源等丰富，可利

用水资源特点，以水生动物、植物为原型，创作出具有

生态美感的艺术作品。如水生植物雕塑、鱼形装饰等。

在实践过程中，邀请当地艺术大家或设计师参与到景观

设计中特别关键，他们可以更了解当地文化、风情，更

能创作出具有当地特色和乡土气息的艺术作品。鼓励村

民参与到景观设计过程，也是必不可少的。乡村景观除

了要因地制宜之外，还要组织村里人参与一部分艺术创

作、手工艺制作来增加归属感和自豪感，增加其亲民

性。例如一起组织做具有当地特色的手工艺品，如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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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子、制作陶瓷等来作为景观的装饰部分，一边展示乡

村的手工艺文化，一边美化环境。

2.2  注重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结合
艺术介入乡村旅游景观设计要兼顾艺术效果与实用

性。在乡村广场设计时，可以将艺术雕塑、壁画等元素

引入乡村广场，提升乡村景观的艺术效果。根据乡村的

实际情况，所设计的雕塑作品、壁画等可以以乡村历史

文化、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等为主题，通过形象化、生

动化的反映手法，不仅可以让游客欣赏到乡村的美丽风

景，还可以在欣赏乡村雕塑、壁画时，了解乡村的故事

和历史文化，使乡村景观具有文化的含义。同时，在乡

村广场中还可以设置一些座椅、凉亭等休闲娱乐设施，

满足游客在欣赏乡村风光时的休息问题，对座椅、凉亭

等座位的设计还应尽量与乡村景观的艺术设计相呼应，

如在座椅的设计时，可以设计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些形

状和图案，如仿古木椅、石凳等；凉亭的设计可以设计

成具有乡村特色的造型，如竹亭、木亭等[2]。当然，还可

以将艺术设计与乡村的公共设施相融合，如垃圾桶的设

计也可以具有艺术感，使垃圾桶成为乡村的出彩点，或

设计具有艺术韵味的路灯等，这些设施本身不仅成了乡

村生活必需品，更是乡村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艺

术化的设计也可以成为一种乡村景观的靓丽风景。

2.3  强化互动性与参与性
艺术介入乡村旅游景观设计应注重参与性，设置艺

术体验区，让游客动手制作艺术品或参与创作。如陶艺

制作区，在陶艺师傅指导下由游客亲自制作陶器；绘

画体验区，在提供画布、画笔、颜料的前提下，游客可

自由创作。此外，还可开展各种艺术体验活动，设置艺

术节、文化展览、主题论坛等栏目吸引游客参与。可将

当地乡村文化、历史、风俗等作为主题，结合乡村的音

乐、绘画、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演绎，如音乐

节、手工艺展览等，让游客从中了解乡村文化。

2.4  营造意境，提升文化内涵
意境是艺术的灵魂，是乡村旅游景观设计的灵魂。

可以通过植物配置、灯光照明等对环境的营造，打造宁

静、和谐的乡村氛围。乡村小道两旁种植具有地方特

色的植物，如竹、梅、桂花等，可以形成独具特色的植

物景观，让游人在漫步的过程中享受乡村的自然之美与

生态之美。并且可以设置具有艺术感的灯具为游客提供

舒适的夜行环境，此外灯具也可以通过各种艺术图像设

计，仿古灯笼、星形灯具、动物形状的灯具等等。在夜

晚亮起灯光可以营造出温馨、浪漫的氛围，让游客感受

乡村的夜晚之美。此外，还可以利用诗词歌赋、民间传

说等文化元素提升乡村旅游景观的文化品位与艺术价

值。例如，在乡村公共空间的墙面与碑刻等面上镌刻诗

词歌赋，让游人在感受艺术的同时领略乡村的文化底蕴

与情怀。或者设置具有具有民间传说主题的雕塑或壁

画，通过艺术化图像展示乡村的传说故事与历史文化。

可以将文学视角引入乡村旅游景观设计，注重乡村历史

遗迹的保护与利用[3]。乡村历史遗迹沉淀了乡村的过往，

是乡村文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旅游十分重要

的资源。可以通过艺术的方法对历史遗迹进行修复与展

示，例如，标识讲解牌、雕饰雕塑、墙体壁画等等来展

现遗迹的历史价值。比如，可以修复装饰古老的庙宇、

祠堂、古桥等，成为乡村旅游的亮点和特色。

2.5  注重生态性与可持续性
艺术介入乡村旅游景观设计应重视生态性和可持续

性。选材方面，将环保可再生的材料作为首要选择，可

以使用竹材、石材、木材等自然材料进行景观设计，

这种景观材料不仅环保、经久耐用，而且能够与乡村环

境融为一体，形成具有乡村风格的特色乡村景观；在设

计过程中，充分考虑自然环境承载能力，避免对生态环

境破坏性挖掘和开垦，如在设计水景时，考虑水量的可

持续性，避免将地下水过度开发利用或破坏水系生态平

衡，还可以采用一些生态设计手法，如雨水收集系统、

生态驳岸等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4]；还可以借助艺术

手段宣传环保理念，引导村民生态保护意识的形成，如

利用艺术雕塑或壁画等形式对环保理念进行直观形象表

达，且结合环保理念展示，同时还可以组织艺术家与村

民参与公共艺术，如发动村民共同参与植树造林、水土

保持等组织生态修复，让村民们在艺术参与实践活动中

感受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3��案例分析

3.1  案例一：以高塘岛乡为例
高塘岛乡位于浙江省象山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独特的海岛文化。为响应乡村振兴战略，高塘岛乡致

力于创建新时代美丽乡村示范乡镇，通过艺术介入与乡

村美化，打造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景观。

3.1.1  艺术介入策略
（1）主题定位与品牌塑造：高塘岛乡以“仙源高

塘，神奇之岛”为主题，通过品牌logo设计（如以石林元
素拟化“仙”字造型）和形象应用，强化品牌识别度，

提升乡村旅游吸引力。（2）公共空间艺术化改造：在
乡村公共空间中融入艺术元素，如珠益村的蟹钳地标景

观、金高椅村的花岙码头艺术化提升等，不仅美化了乡

村环境，还增强了游客的互动体验。（3）文化景观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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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结合高塘岛乡的非遗文化和海防历史，打造非遗文

化园、烽火公园等文化景观，传承和弘扬乡村文化，提

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

3.1.2  乡村美化措施
（1）绿化与彩化：通过增加耐盐碱乔灌木植物和开

花地被植物，丰富乡村植被景观，提升乡村生态环境质

量。（2）设施完善与提升：对乡村道路、水系、公厕等
基础设施进行艺术化改造和提升，如中心河水系的亲水

平台建设、旅游大道的慢行绿道打造等，提高乡村旅游

的舒适度和便利性。（3）智慧旅游建设：引入智慧旅游
系统，如智慧公交、智慧租车、三维地图等，提升乡村

旅游的智能化水平，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体验。

3.1.3  总结
高塘岛乡通过艺术介入与乡村美化策略，成功打造

了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景观。这些措施不仅提升了乡村

的整体形象和环境质量，还增强了游客的旅游体验和文

化认同感，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2  案例二：以西周镇官山村为例
西周镇官山村，位于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依托其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致力于发展乡

村旅游。本文通过分析《西周镇官山村旅游发展策划暨

近期重要节点景观方案设计（终稿）》文件，探讨乡村

旅游景观设计中艺术介入与乡村美化的实践路径。

3.2.1  艺术介入策略
（1）主题提炼与文化融入：官山村以“清风文化”

为核心，通过艺术手段提炼文化符号，如清风寨古道、

信大房红色文化等，融入景观设计。如红色堡垒景观，

通过主题精神堡垒、主题石柱小品等艺术装置，展现革

命历史，增强游客的文化体验感。（2）材料选择与本
土特色：景观设计大量采用竹、砂砾、老石板等本土材

料，既降低了成本，又体现了地方特色。如滨水步道提

升中，采用塑木游步道，既环保又美观，与周边环境和

谐共生。（3）创意景观节点打造：通过艺术介入，打造
具有吸引力的景观节点。如龙鳞坝周边景观提升，新建

景观亭、亲水平台，结合全息投影和灯光秀，提升夜间

景观效果，成为乡村旅游的新亮点。

3.2.2  乡村美化成效
（1）环境美化：通过绿化整治、河道清理等措施，

官山村的自然环境得到显著提升，为游客提供了更加舒

适的游览体验。（2）业态丰富：艺术介入不仅美化了
乡村环境，还带动了相关业态的发展。如清风味道美食

街、清风乡宿等，丰富了乡村旅游的产品体系。（3）社
区参与：景观设计过程中注重社区参与，通过改造闲置

房屋、利用本土材料等方式，增强了村民的归属感和参

与感，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2.3  结论
西周镇官山村的乡村旅游景观设计实践，充分展示

了艺术介入在乡村美化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主题提炼、

本土材料运用和创意景观节点打造等手段，不仅提升了

乡村的视觉效果，还丰富了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和业态

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结语

艺术介入乡村旅游景观设计，是乡村提升风貌，促

进乡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通过因地制宜挖掘本土文

化资源，注重艺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强化互动性与参

与性，营造意境以提升文化内涵，重视生态性与可持续

性等策略的应用，打造出具有独特魅力与文化内涵的乡

村景观。可以预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加快推进和乡

村旅游的不断发展，艺术介入乡村旅游景观设计将展现

出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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