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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工具在新农村景观设计的运用
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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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特色农村建设发展理念提出以来，如何运用建设资源突出乡村风格，改善农村环境，提高新农村建设质量，成为
当今社会热议话题之一。其中，农耕工具作为农耕文化代表性符号，虽然在机械化农业生产浪潮下逐渐消失殆尽，但其人文历
史价值客观存在。本文通过探析农耕工具在新农村景观设计中的运用方略，以期提高新农村建设综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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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工具主要是指农业生产所需器具，伴随时代发展有关器具

推陈出新，为人们农业生产带来便利。新农村建设主要是指针对农

村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建设，旨在拉近城乡距

离，使农村环境优美、设施完善、经济繁荣、文明和谐，继而落实

新农村建设与发展目标。然而，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却存在农耕工

具应用意识不强、形式单一、体系滞后问题，影响农耕工具作为资

源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应用成效。基于此，为提高新农村建设质量，

探析农耕工具在新农村景观设计中的运用方略显得尤为重要。

1. 农耕工具在新农村景观设计中的运用价值

1.1 突显景观特色
新农村建设除应生活生产环境趋近于城市外，还需保留自身特

色，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古村落更需在建设发展中凸显自身风格，使

我国农村得以百花齐放，避免陷入同质化建设泥沼。基于此，新农

村在景观设计中需用到农耕工具，不同地区农耕环境存在差异，农

耕工具不尽相同，设计人员可筛选具有代表性、历史性、人文性的

农耕工具与新农村景观融合在一起，强调农村景观立意，将新农村

景观与城市景观区别开来，继而落实特色乡村建设发展目标。

1.2 传承农耕文化
农耕文化主要是指农民在农业长期生产劳作进程中形成且与国

家政策、文化教育、民俗传统相契合的文化集合，与宗教文化、儒

家等文化融合在一起，以民歌、戏曲、语言、风俗等媒介为依托流

传至今，体现天人合一、崇尚自然、辛勤付出、兢兢业业等精神。

其中，农耕工具是人们了解农耕文化载体之一，看到农耕工具就能

联想到农民挥洒汗水、辛勤耕种、秋收冬藏的场景，在新农村景观

设计中运用农耕工具，使景观环境更具代入感，继而达到通过景观

宣传农耕文化目的 [1]。

2. 农耕工具在新农村景观设计中的运用难点

2.1 意识不强
在城乡一体化建设浪潮下城市基础设施、人居环境似乎成为乡

村建设发展为之努力的标杆，旨在拉近城乡距离，这种建设理念虽

能推动乡村发展，但一味复制粘贴城市一花一草并不能达到特色乡

村建设目的，反之还会弱化乡村特征，传统乡村优秀文化宣传推广

质量随之降低，加之景观设计者对农耕工具价值解读不彻底，未能

从思想深处接纳并应用农耕工具，使农耕工具在新农村景观设计中

的应用难度加大。

2.2 形式单一
景观设计从表面上看是美化环境的一种手段，实则是人文思想

的碰撞，反映新时代审美理念、精神追求、设计实力。通过对农耕

工具在新农村景观设计中应用的方法进行分析可知，将农耕工具模

型摆放在明显位置是较为常见的设计方法，未能深挖农耕工具内涵，

其在新农村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浮于表面，影响农耕文化传承成效。

2.3 体系滞后
新农村景观设计是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等环境共同作用

下的产物，在新农村建设发展背景下农耕工具若想得以有效应用亦

需赋予设计体系性，使农耕工具能被新时代所接纳，发挥其突出乡

村特色及传承农耕文化作用。然而，当前农耕工具在新农村景观设

计中的运用存在体系滞后问题，降低农耕工具景观设计有效性 [2]。

3. 农耕工具在新农村景观设计中的运用途径

3.1 树立运用农耕工具设计新农村景观意识
首先，设计人员需立足农村搜集与农耕工具相关资料，如工具

用途、材质、历史背景、特点等，加大专项研究力度，为农耕工具

与景观设计项目的完美融合奠定基础。在此前提下设计人员需筛选

具有代表性、历史性、人文性的工具及有关资源，旨在突出乡村景

观设计特色；其次，设计人员需深入了解农耕文化，以传承农耕文

化为导向运用农耕工具，确保有关工具的应用与新农村建设基调相

符，赋予农耕文化渗透性；最后，设计人员需在保留农耕工具特点

前提下予以创新实践，使之与景观融合，能被更多人所接纳，与新

时代审美标准相符，开发农耕工具功能，将农耕工具转化为新农村

景观设计不可或缺的资源，增强其设计性、艺术性，达到有效运用

农耕工具设计新农村景观目的 [3]。

3.2 丰富农耕工具在新农村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模式
为使新农村景观设计中的农耕工具得以有效应用，设计人员需

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天人合一。农耕工具作为农民耕种所用器具

根据自然条件设计而来，体现农耕文化“天人合一”特性，在景观

设计进程中为使农村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和谐统一，亦需凸显该特

性，使农耕工具得以有效应用，作为贯穿古今的媒介，增强新农村

景观设计创新性；第二，功能优化。除突出农村景观设计中农耕工

具的审美功能外，还需开发其他功能，例如在秋季可将传统剥除玉

米粒设备放在指定地点，周边设计小型粮仓放玉米，村民可将剥玉

米视为体验类娱乐项目，继而丰富农耕工具在新农村景观设计中的

应用模式；第三，产业融合。新农村发展离不开经济建设，在农村

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背景下乡村旅游业兴起，如何将乡村景观设

计与该产业关联在一起，成为农耕工具多渠道应用需解决主要问题。

例如，农村可将传统地方特色农耕工具生产制造以手工作坊的形式

融入景观设计范畴，使人们在游览景观时明晰农耕工具诞生过程，

对传统手工艺有所了解。在设计旅游型景观时还可将农耕工具视为

装饰物，在景观中灵活运用，旨在渗透农耕文化，达到乡村文旅效

果，这些装饰物需具有真实性、可操作性，为游客体验使用农耕工

具提供有力条件，使农耕工具在新农村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模式得以

丰富 [4]。

3.3 健全新农村景观设计体系，有效运用农耕工具
第一，解读景观设计规范、标准、政策，明确新农村景观设计

目标，加强顶层设计，为有效运用农耕工具奠定基调，这就需要设

计人员率先解读特色乡村建设政策，引领设计人员根据当地客观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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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制定景观设计方案，确保农耕工具的运用与乡村经济环境、自然

环境、人文等环境一致，达到突出新农村建设风格目的；第二，深

入乡村地区进行现场踏勘，搜集与农耕工具、设计场地相关一手资

料，在此基础上分析设计需求，以美化环境、完善设施、经济繁荣、

文明和谐为导向有效运用农耕工具，旨在扎实推进新时代新农村建

设活动；第三，结合实际设计方案（草案），调查乡村基本情况，

在符合景观形式、功能、意境等要求前提下妥善运用农耕工具。为

突出新农村以人为本建设优势，职能部门可面向村民展示有关设计

方案并征询村民意见，在此过程中优化该方案，为新农村景观设计

目标贯彻落实铺平道路，确保农耕工具的应用和谐性、人文关怀能

力、功能性兼具；第四，绘制设计图，运用 BIM 技术展示农耕工具

在景观中预期的设计成果，在设计进程中不断统筹与农耕工具设计

应用相关资源，调整有关工具应用目标，以此为由持续改进设计方

案，为农耕工具与景观和谐统一奠定基础；第五，以景观持续优化

及农耕工具与时俱进为导向颁布制度，如景观设计反馈制度、农耕

工具在景观中的运维制度等，保障有关工具可以持续发挥功能性作

用，避免农耕工具在景观设计中的地位不断弱化，出现浪费设计资

源消极现象；第六，加大设计人员培训力度，组织设计人员学习农

耕文化，了解农耕工具，学习先进设计知识与技术手段，能自主统

筹调配、分析挖掘设计所需资料，可立足农村环境树立为民服务意

识，继而有效应用农耕工具设计景观。除学习实践、创新进取、高

效服务外，设计人员还需具备专项研究能力，可立足新时代针对农

耕工具新农村建设景观设计现况加以研究，明晰设计优势与劣势，

找准设计变革着力点，将新时代主旋律、社会主义价值观、审美标

准、政策决议等要素引入设计体系，确保农耕工具可扎根新农村，

作为农村景观设计不可或缺资源有效突出新农村特色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耕工具在新农村景观设计中的运用具有突显景观

特色，将城乡景观区别开来，避免景观同质化设计发展，传承我国

农耕文化，营建良好人文环境必要性。基于此，设计人员需积极了

解农耕工具，加大专项研究力度，树立运用农耕工具设计新农村景

观意识，丰富新农村景观设计中农耕工具应用模式，同时健全设计

体系，为农耕工具的有效运用铺平道路，继而推动新农村建设活动

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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