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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乡村振兴、让艺术、设计留住乡愁 
——以“天然居农家乐”为例 

杨馨雅
（四川工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乡村振兴”已然定位到国家战略层面，艺术、设计作为激活各类乡村振兴资源的良好途径，用艺术、设计的方

法留住乡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提高乡村的生活水平，以艺 术、设计为媒介驱动乡村的产业升级、环境进步与文化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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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将“乡村振兴”定位为国家层面的重要战略。乡村振兴的系统

工作需要多层面、多角度的丰富实践，各学科专业均可以从自

身领域出发进行探索研究。在这样的总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

多的艺术家、设计师、文化产业工作者深入思考如何利用文化

与艺术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涌现出一大批富有探索价值的实

践案例，体现了设计、艺术对乡村振兴的驱动作用，艺术、设

计在实践工作中不断引发灵感、联结资源、催化产业、催生创意，

值得梳理总结与深入研究。 

一、艺术、设计在乡村振兴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我国乡村是中国万千人民的生根，是承载中国发展的记忆

与土壤。在发展上存在着自身的问题与诸多矛盾。首先，乡村

在与现代化结合、加快发展时，缺乏系统的管理与规划，造成

断点式、片段式发展；其次，乡村人口基数庞大，受教育面小，

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制约着乡村的发展；再者，乡村与艺术、

设计的联合发展缺乏较为充实、强力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

这也是在探索乡村设计中的曲折之路；另外，乡村振兴中艺术、

设计与环境保护、规划治理等专业的结合发展也是需要整体规

划设计、资源整合的。

二、艺术、设计融入、驻留乡村振兴

“美丽乡村的建设”需要艺术、设计的力量。首先，乡村

的建设离不开专业、科学的和理论支持。“乡村振兴，教育先

行。”在专业、科学和理论的支持下，艺术课堂作为艺术助力

乡村建设中常见且有效的形式。如 : 玩泥巴、编稻草、染布、

剪纸……在传统美术课或田野大课堂上，艺术家们充分利用当

地工艺资源，聚焦留守儿童的心理纾解等难题，引导学生们关

注乡村环境和生活，帮助他们发现美、表现美。同时，以新技

术或时下大众最为流行的方式介入乡村艺术教育，如：短视频、

采风、考察等，释放艺术与科技结合所产生的巨大能量，使学

生们放飞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快乐学习中积累审美经验。其次，

在乡村振兴建设中需要培养高素质专业人。在艺术、设计为乡

村振兴带来支持的同时，乡村建设的推进也为其提供了就业、

实践的平台，以及艺术创作的素材。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乡村

启动艺术家驻留计划，以长期、可持续的项目吸引艺术家驻村

开展在地性艺术创作，让培养高素质专业人的方式更加多元化。

艺术、设计既是激励者，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也是创造者，

用不同的艺术手段与不同产业融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

乡村振兴。

三、艺术、设计改造乡村、振兴乡村产业	

乡村振兴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

组织振兴”，其中“产业振兴”占据首位，产业振兴是实现乡

村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富裕生活 的基础。艺术、设计在众多领

域可助力产业振兴。如：乡村环境设计改造、设施 升级，在此

前提和基础上，通过艺术、设计打造、包装、传播农产品，提

升农业 产业的价值，用现代艺术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天然居农家乐”是在天全县城厢镇的一个实际项目，主

要完成农家乐的环境升级改造、配套农产品的文化重构、产业

化开发。其不仅是以经济成效为主的实际项目，还是助力当地

乡村精准扶贫，农产品、地方文化重构的项目。早几年，农家

乐因经营不善关闭。近年来，该地方政府顺应“农+旅+艺+产”

产业发展思路，引进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建成有藏茶村、红军村、旅游度假疗养等项目的乡村旅游，当

地大批乡民回乡发展，农家乐的建设方案在政府的政策指导下

逐渐落地。“源一设计”团队结合当地的文化背景、农产品种

类等多种因素，对农家乐进行了室内外空间环境改造升级，打

造具有当地土司文化的室内外环境。结合文创产品的风行，通

过对竹笋、腊肉等包装、衍生品的再设计完成了农产品的升级

换代，大大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推动了农产品的发展；既可

以通过增加的收入提高村民经济能力和生活质量，又能够通过

地方性农产品加工工艺的传承将赋闲在家的村民转变为生产人

员，提高了乡村的凝聚力和稳定性。让产业扶贫结出幸福果。 

四、艺术、设计驱动乡村文化振兴，塑造文化自信	

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中，艺术、设计作为辅助力量

不断激发创意的灵感，参与、推动社会的进步。通过提取、运

用天全县地区文化、农产品特色的元素符号，挖掘其地方特色

与农耕文化，提取当地富有特色的产品文化与川西建筑上的檐

口、墙花、门窗样式等要素，将这些川西特色纹样进行重构，

运用到一系列产品包装里，将其建设成具有自身文化特点的川

西产品。以此增加川西产品传统文化氛围，塑造产品文化形象。

在此案例里，艺术是以一种更通俗、更简单的方式介入乡民的

生活，这种方式使乡村的滋味重获新生，让在外漂泊乡民们找

寻到乡愁的记忆点。

五、结语

提炼和升华乡村自身艺术资源是重塑地区乡土记忆、使民

间艺术重焕光彩的重要使命。艺术、设计已然同社会共进步，

走入了千家万户。艺术、设计在乡村振兴是互为联动关系，不

仅承担着保留乡村风貌、优化基础设施、美化环境的作用，而

且还承担着驱动乡村产业升级、促进乡村文化生态健康发展的

重要任务。 

在深挖乡土特色的同时，不忘资源保护、尊重当地乡民意愿，

多元结合，唤醒被时光掩埋的乡土记忆，方能使艺术、设计与

乡村振兴同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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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艺术设计的创新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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