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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传统文化在中国传播很广泛，但是，环境艺术设计相对于传统

文化的历史而言，可以说是新元素，是在近现代刚刚应用的新型的

设计学术。随着国外的友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加深，对于现代

的环境艺术设计呼声最高的就是能够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之结合展现

中国的特色魅力。

“天人合一”是中国思想史一个基本的信念。随着科技的进步，

各种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等运用到环境艺术设计中。

随着人们生使活水平的提高，不同声音在呼吁  “绿色”环境，逐

渐地，意识到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应当融合,开始大胆追求“天

人合一”的审美理想境界。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对光、色、质、

物、形的自然化处理，是融合“天人合一”审美的最好表达方式，

也是满足现代人对“绿色”环境追求的最好呈现方式。

现今许多环境艺术设计师受到国外影响，对外来文化偏爱过重，

在我国环境艺术设计中，模仿西方环境艺术的现象较多，导致我国

本土的传统文化遗失，中国特色的环境设计越来越少。为了促进中

国传统文化回归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我国环境艺术设计师应该加

强对本土文化的重视，合理利用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得到传承。

中国的文化，在环境艺术设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全球文

化交流的不断加深，对于中国文化向世界展示提供了一个平台，来

展示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底蕴。如今对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要

能够达到对于传统文化的正确取舍的地步，因地制宜，结合实际，

结合不同地区的文化体现，来最终达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环境艺



术设计中的完美回归。

美丽乡村建设的活动已经发展了很多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但在生态规划设计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不能满足相关要求。

因此，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根据当地发展的实际情况，

做出合理的生态规划设计，这对美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基于传统文化下的特色村落环境设计，在快速现代化与城镇化

的冲击下，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传承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关系，显得

极为迫切。本书分别以常州幸福村、刘如墩村、济南新农村以及渭

南地区美丽乡村建设为案例，通过发掘当地历史文化风貌、民宿文

化等特色的传统文化，保持传统文化的活态性、延续性和共生性，

逐步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提高村民生活品质，进一

步改善生态文明，促进美丽乡村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悠悠岁月，文化的积淀使得这个神奇的国度每年有数以亿计的

人来追寻这传统文化的脚步。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份神秘，那份传统

文化带来的自身洗涤。在艺术设计中诸多设计师就在追寻着传统文

化的融入。

本书特色 : 通过案例，挖掘环境的视觉营造经验，以建设新农

村为本，探讨如何美化新农村的空间，试图建立能够表达时代精神、

富有情趣的、生态型的新农村美丽和谐的家园。

总而言之，生态型美丽乡村的建设，必须结合当地的环境特点，

借鉴成功的经验，进行合理的规划设计，体现乡村的传统文化和生

态特色。

                                        编者

                                   2017 年  深秋的北京

    本次编著非常感谢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著作出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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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生态型美丽乡村的自然性

美丽乡村建设的活动已经发展了很多年，虽然取得了一的成绩，但在生态规划设

计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不能满足相关要求。因此，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一定

要根据当地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生态规划设计，这对美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型美丽乡村的建设是时代发展

的要求，属于现代化建设模式，具有综合、

全面的特征，要求我们必须严格贯彻可

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实现优化乡村生

态环境，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建设

美丽乡村的目标。根据中央 1 号文件中

提出的“努力建设美丽乡村”重要战略

布局，在落实贯彻过程中，一定要科学

合理的定位美丽乡村建设，借鉴、学习

一些建设成功的生态型美丽乡村，例如

新疆新源县肖尔布拉克镇，努力打造生

态型的美丽乡村。

图1-1-1  美丽乡村

图 1-1-2  新疆新源县肖尔布拉克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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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态环境与城市的生态环境有很大差别，城市主要以人居为核心，而乡村还

与自然生态之间进行了融合。通过对大多数乡村的生态系统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模

式都主要是以自然为核心，即农业生态系统为主，人居生态系统处于辅助地位。

图1-1-3  新疆新源县肖尔布拉克镇

图 1-1-4  农业生态系统



第 1 章  乡村生态环境的特征      传统文化
回归美丽乡村

8

图 1-1-5  人居生态系统

1.2  生态型美丽乡村景观的多样性

1. 自然景观

在乡村生态系统中主要的自然景

观就是山体、农业、果园、林地、草地、

水系等。乡村景观的多样性主要是从

乡村景观的自然属性以及人类的生产

生活活动对土地利用与自然景观格局

所带来的变化这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的。

图1-2-1  自然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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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自然景观—山体

图 1-2-3  自然景观—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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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自然景观—林地

图 1-2-6  自然景观—草地

图 1-2-7  自然景观—水系

图 1-2-4  自然景观—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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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文景观

乡村的人文景观主要是人类长期进行的生产生活活动与自然坏境之间相互作用而

形成的产物。其中，有形的人文景观主要有建筑、街道、场地、生产性作物等；而无

形的人文景观则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产关系等。

图1-2-8  人文景观

图 1-2-9  人文景观—建筑

图 1-2-11  人文景观—农作物地

图 1-2-10  人文景观—街道

图 1-2-12  人文景观—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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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丽乡村生态的易塑性

大多数乡村建设都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制度，其生态环境会随着人为活动的影响而

出现变化。由于乡村自身的自然景观非常多样化，通过科学合理的措施，就可以使乡

村的生态系统快速修复，其生态易塑性非常强（如图 1-3-1，图 1-3-2，图 1-3-3，图

1-3-4，图 1-3-5，图 1-3-6，图 1-3-7，图 1-3-8，图 1-3-9，图 1-3-10，图 1-3-11，

图 1-3-12）。

图1-3-1  乡村自身的自然景观 图 1-3-2  乡村自身的自然景观

图 1-3-3  乡村自身的自然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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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乡村自身的自然景观 图 1-3-5  乡村自身的自然景观

图 1-3-6  乡村自身的自然景观

图 1-3-7  乡村自身的自然景观 图 1-3-8  乡村自身的自然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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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9  乡村自身的自然景观

图 1-3-10  乡村自身的自然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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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1  乡村自身的自然景观

图 1-3-12  乡村自身的自然景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