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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艺术村落对辽宁省特色小镇的启发研究 
白岩  刘洪帅 

（大连大学）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特色小镇作为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发展重要的一环。通过传承特色小镇文化资源，强化以文化价值为

中心的地区凝聚力，使其在社会、经济、环境、文化方面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本文以韩国艺术村落为例，从认同感、参与性、社

会性、可访问性、经济性、环境性、脉络性、地域性、艺术性等要素分析，总结建设经验，为辽宁省特色小镇未来发展夯实基础。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经历了压缩的、激进的、脱

节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我们的生活和意识逐渐个人化和碎片化。

城市化过程中地区开发或城市开发也以住宅供应和改善落后的环境

为目的，在没有充分考虑该地区社会状况的情况下，以拆除或重新

整顿现有居住的方式推进。随着国家经济增长面临由于环境恶化、

能源枯竭、生态破坏等不可持续的危机，世界各国提出了追究并开

发可持续发展理念。“可持续城市再生”需要城市基础，城市自然能

源的保存和保护、现代城市设施的链接和利用、城市基础事业的再

生、以居民为基础形成属于自己的地区文化。不仅可以满足城市人

的生活需求，还可以充分发挥对社会、经济、产业、文化的波及效

果。 

本研究将选取韩国代表性的艺术村落-甘川文化村为分析对象。

案例选择具体标准是，以一定的经济产业为基础，过去成为城市中

心型产业，现在虽然是落后的产业设施，但是具有当地社区文化要

素、具有可再生价值的经济条件或物理基础、具有潜在恢复力的地

区。通过设计的可访问性，实现了目前物理价值的 大化，在当地

社区生活中形成文化和艺术交流中心的案例。通过研究地点的开发

方式和政府提出的提议、与相关企业的合作以及居民的参与，选定

了以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案例。服务集团的大部分不是专家或者

特殊阶层，而是普通大众，具有大众性，改善地区的基础设施，提

供便利的娱乐活动和艺术、文化交流平台等大众性的案例。 

表1  韩国甘川文化村 

韩国甘川文化村 

年份 1995年8月—2012年 

建筑特征 生活艺术文化交流区 

地点 韩国釜山广域市沙下区甘川二洞一带 

概要 

"甘川文化村"是隶属于甘川2洞的村庄，是1955年8月总部位于中区宝水洞的太极道教徒800户4000多人移居到国有

土地天马山半山腰定居后形成的信仰村。甘川文化村的城市更新项目始于2009年，一位平民艺术家在名为“梦想釜山

的马丘比丘”的比赛中获胜。从那时起，在当地居民的参与下，城市更新中心的运营支持以及根据《城市更新法》的

法律和制度支持，开展了一个以村庄为导向的创意城市更新项目，其目标是保护村庄景观，改善具有文化艺术特色的

环境。一直持续到现在。 

梦中的釜山马

丘比丘 

艺术家创造工作条件、改善文化贫瘠地区的生活环境、与居民

一起振兴公共美术。设置了10件造型艺术作品，为村庄注入活力，

通过创造新的空间，重振充满活力的村落。 

  

迷路迷宫 

打造画廊、光之家、黑暗之家、摄影画廊、书吧、和平之家等

主题的空屋，以及通过布置雕塑和壁画营造出独特的情感和景观的

胡同，还开发迷路迷宫旅游路线及制作村庄地图。 

  

"电影之家" 
2011年2月11日，文化村被选为“电影之家”3号店，并在主要

电影拍摄地贴上认证证书，以提高釜山的形象。 
  

项目 

加倍喜悦项目 

村庄艺术项目是建设有规模的艺术村的"幸福项目"，由"加倍喜

悦项目"主题故事和生态美术项目"艺术庭院"组成。共制作安装公共

艺术作品10件，其中“空屋工程”2件，“胡同工程”4件，包括村

口文化村造型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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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项目

的观光事业开

发 

旅游商品开发：战略商品开发、滞留型观光商品及活动、体验

项目的开发等，为制作商品实施居民技术教育。 

故事情节开发：发行故事情节手册、制作填色书、Flash动画制

作（英语、中文、日语字幕处理） 

  

表2  韩国甘川文化村要素分析 

要素 内容 

认同感 通过增加建筑、土木、环境、卫生等多个领域的项目来实现全面合作 

参与性 扩大居民的参与性和开放性，鼓励当地居民为社区进行艺术创作，为社区注入新活力。 

社会性 

以“甘川文化村运营协会”为中心，确保一亿两千万韩币的预算，在釜山广域市政厅和沙下区厅的合作下，将执行四亿韩

币左右的预算。甘川文化村每月都会发行《甘川文化村报纸》。报纸发行费用由釜山市提供的补助和乡村记者团每月缴纳的一

万韩元会费。 

可访问性 
民宿周围没有停车位，需要利用附近的公共停车或者大众公交，存在不便之处。住在民宿，可以欣赏甘川文化村的夜景。

如果提前申请，还可以参加陶艺、金属工艺、麻花、木工艺、拼图等体验项目。体验项目是常驻在甘川文化村的艺术家组成。

经济性 
利用现在的旅游文化产业，以当地特产为基础，进行销售和宣传，构建“自立型生活共同体”，形成通过自主经营获得收

入的结构体系。利用当地剩余房屋，经过居民协商后登记为乡村企业，作为住宿场所经营。 

环境性 
当地社区再生是通过生活环境改善项目进行的，改善生活条件，改善路灯、道路、墙壁修理、公共卫生间、广场、停车场

等基本生活设施。 

脉络性 

甘川文化村是生态、历史、感情上具有鲜明色彩的区域社区空间。主要基地正在创造新的文化和艺术空间。除了通过村报

宣传村里的行政管理，形成村民之间的交流外，还通过SNS的宣传增加访客。《甘川文化村报》每月发行2300~ 2500份，向当地

居民发放1000份，其余部分存放在当地政府机关，传递甘川文化村新闻。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通过 他们经营的SNS（Social Ne

twork Service）访问并发布照片和文章，显现出间接的广告效应。 

地域性 
甘川文化村由于地域、宗教和文化原因，将村子象征性区域按照颜色划分，墙壁的颜色通过祈祷或祭祀时穿的韩服的颜色

来表达。通过宗教信仰，在社区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共鸣。村落通过整体文化再生，构建了符合当地文化特色的社区。 

艺术性 

通过社区艺术再生项目进行。2009年的“ 梦中的釜山马丘比丘”和2010年的“ 迷路迷宫项目”鼓励学生和当地居民参与

 并制作艺术作品。给村庄注入了活力，形成了一个新的空间。2012年，开发了与“马丘比丘胡同项目”融合的旅游项目，将

地区宗教色彩反映到当地的社区艺术中，形成了“通过环境色彩看到变化的村庄形象”，因此，社区居民不仅活跃了社区，还

共享艺术。 

综上所述，当地居民自主参与、主导的小镇再生区域， 终可

以实现当地共同体的再生结构，并可以自行形成和激活当地文化。

特色小镇的研究不仅要改善经济效益、物理环境为优先目标，还要

从政策角度出发，正确结合可持续当地居民满意度进行研究。同时

还要提高人与人之间的互惠性、信赖性、生活空间质量。目前，世

界各国面临着新新冠状病毒的威胁，这要求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要具

有包容性、安全性、抗灾能力。可持续发展的特色小镇，只有综合

环境、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利害关系，形成合理的协调关系，并

且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时间投入和政策基础支撑，内部因素才能获

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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