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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十三五”时期,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十四五”时期,乘势而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确立了工业反哺乡村,艺术助力乡村振兴的经济、文化发展

策略,并在模式创新上强调可持续发展、绿色环保经济结构的发展模式。党的政策指示在探寻艺术建设乡

村的思路、政策、方法上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同时在党的指引下以艺术为引、经济为核心的可持续

发展策略也为乡村经济的良性发展与艺术丰富乡村文化、精神面貌做出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与政策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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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设计助力乡村振兴主要集中在文化创意领域,所
以创新、创造与艺术创作是主导文化的传播与丰富经济繁

荣的重要推力。这种以创新为主导的文化创新、文艺产品

创新是能够随着各种形式的多元化发展融入到具体的乡

村经济产业之中的。同时在乡村精神面貌的改善上,无论

是从文化、政策宣传,还是在老百姓实际的精神生活艺术

中,都应因地制宜地将现代因素与现实的乡村实际发展相

结合,使得乡村在经济上、文化上、空间环境环保性与可持

续发展性上具备良好的政经、文化发展土壤。

1　中国乡村经济结构、影响因素研究

乡村经济的经济结构是由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
一是农业经济,二是非农经济。从农民农业经济的年工作

时间分布上看,农业经济有全年候的工作时间需要,但是

在现代化农业设备完善的今天,在气候节令的季节性农业

经营因素影响下,农民非农工作的时间占据农村人民生活

的比重,近年来超过农业经济成为主导乡村经济发展的时

间比重。非农经济与农业经济,从以往的农业经济为主非

农经济为辅的形式,转变为非农经济为主(农闲时间的农

民外出打工、养殖副业等),农业经济为辅助的农村家庭经

济结构。但就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所占农村地区的经济

比例而言,二、三产业的占比仍非常小。基本的农民经济

结构模式是,农忙时节为第一产业,农闲时节为二、三产业

(农民进城务工或展开当地副业)。从基础设施建设上,农
村经济已经具备良好的发展潜能。路、网、电、水的四套基

础建设上,国家的“大基建”工程基本已经完成,覆盖了我

国欠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乡村地区的全领域。但从经

济结构的人员配比上,农村人口流失严重,尤其是受高等

教育者与年轻群体人口。
乡村经济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乡村环境因素

以及乡村制度因素、乡村产业因素及乡村文化因素。四种

因素在乡村经济活动的发展之中互相作用,共同推进了乡

村经济的演变与发展。在乡村自然环境上,生态环境与地

理环境的多变与复杂取决当地的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地
理地形条件;而人为环境,主要指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随
着“大基建”工程的完成,乡村的人为基础环境已经大为改

善;在乡村制度因素上,乡村采用的政治制度是基层自治

制度与经济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产业因素的长期

城乡经济二元化的政策发展下,乡村第一产业是主业,第

二产业经过工业化发展为村民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效益收

入。近年来乡村旅游业的兴起给乡村的第三产业———文

旅服务业也带来了起色。在乡村文化因素上,费孝通先生

就勤勉重农的生产伦理进行表述,民俗文化与约定俗成的

熟人社会、民约、礼制社会的管理伦理,都是乡村经济发展

的重要影响点,至今仍对中国乡村社会形式具有框架性的

社会约束作用。

2　乡村经济相关问题与艺术介入乡村经济的相关

研究
乡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①乡村经济空间的衰

退,土改运动、工业化、信息化的浪潮在社会大规模协作的

社会运营模式下,小范围的相对封闭式的经济空间生产生

活方式消失;②乡村经济受到农业经济的主产业经济因素

影响经济活动缺乏,村民娱乐活动单一,网络传媒与幼儿

教育、老人活动与现代化娱乐建设等都受制于经济资金因

素的制约发展缓慢;③乡村经济伦理的消失与乡村经济产

业的同质化,使得当地百姓淡化了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
在乡村经济仿效城市化经济的过程当中模式单一、结构同

质严重。
艺术设计活动在深度挖掘整理提炼乡村文化的过程

中会对村民和游客形成潜移默化的人文文化熏陶,同时也

改变着乡村居住、休闲、娱乐等环境空间的单调现状。在

乡村经济与文旅融合发展的过程当中,艺术介入能够在艺

术行为与创作媒介等方面为乡村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

会。比如,中国云南大理地区,当地的自然环境、悠久历

史、经济产业与礼俗文化通过艺术节的方式吸引着游客的

到访,当地乡村的文创产业、餐饮产业受到艺术节举办、礼
俗文化回归等活动的影响,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为当地人民

创造可观的财富收入。再比如被艺术改造的山村———甘

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叶堡乡的石节子村、广东省历史文化名

城、旅游重镇英德市横石塘镇仙桥村,在恢复乡镇、乡村农

耕生活与增加农民收入上也有着重要的乡村文化复兴的

实例参考价值。

3　艺术介入乡村经济振兴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分析

首先,艺术介入乡村经济振兴可持续发展模式在于培

育村民的认同感和参与感,文化的发展通常是自下而上

的,强力性的政府介入使得作为文化的接受者的农民在关

系上一直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民众的艺术创自发性与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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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在这个过程之中是被压抑的,价值经济生活与农业生

活负担自然会压抑民众对未来生活的渴望与活力。
其次,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塑造集体记忆,建设

新乡贤文化。乡村是聚居的居民长久性形成的一个地域

性集体场所。就艺术乡建而言,乡村的地域性特色文化、
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在物质与精神层面都是文

化艺术的传承。如果能激起村民的文化认同,那么艺术介

入乡村的文艺建设就会在集体层面为群众带来常态化的

文化活动参与。例如,通过振兴中国传统节日、举办乡村

艺术节等活动形成地域性的文化特色来增加当地居民的

参与热情。同时,在乡村生态的保护上可持续发展强调的

是在保护乡村地景与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开发

与文旅活动经营,如此才能走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道

路,竭泽而渔的粗犷开发模式是不可取的。

4　基于乡村文化、艺术创新的新文艺创新设计方法

艺术设计助力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具体的

措施方案实践,基于乡村文化的艺术设计创新是打开乡村

振兴的艺术文化设计建设的重要切入点。所以,在具体策

略的实施上,要深度挖掘乡村文化特征,优秀的艺术设计

创新是基于对乡村传统文化内涵的深度把握。例如,从文

创产品设计的角度,首先需要设计师对民间当地的乡村文

化背景、民俗故事、风俗人情、手工艺的发展等方面有更深

入的了解,在对文化的审美价值定位的过程当中确定当地

文化特色标签,只有具有个性与文化艺术魅力的文创产品

才能在商业社会的众多文创产品之中脱颖而出,激起消费

者的情感共鸣,与当代文化、现代社会相互协调适应,让消

费者在体验的过程中了解朴实的乡村文化,以增加消费者

的购买意愿,为当地的文创产业带来经济价值;其次,在遵

循可持续发展的设计原则指导下,要注重文创产品与文化

活动的设计,要采用环保型的材料载体进行艺术赋值,降
低工业产品与文化消费过程中设计活动对当地自然生态

的影响;再次,融通多媒体资源,坚持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

的创新,科技引领的技术创新。充分发挥乡村文化馆、群
艺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在传播中的作用。在乡村文化的软

实力与硬实力基础上共同带动乡村文化的产业发展。

5　艺术介入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验研究与

启示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乡村经济、文化建设,艺术的建设

是必不可少的。艺术在文化软实力方面,对人具有形成性

的塑造作用与影响作用。在促进乡村多元生态价值和综

合功能的深化方面,农业、农村、农民仍是建设之中的重要

核心部分。在艺术乡建的过程之中,经济的发展与“大基

建”工程在2018年度对中国绝大部分乡村地区实现全覆

盖,基础设施的建设已经为文化、旅游、工业反哺农业的路

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挖掘中国本土的农

业产业优势与文化内涵是艺术设计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
在具体的细节实施上,要发展精致农业、立体农业、可

循环的生态农业,提倡农村观光旅游与生态保护,增加文

化创意活动与健康养生的活动宣传。发展民俗等生态体

验性产业,将在城市之中的农村流失人口与中产阶级的田

园生活需求相结合,在经济层面形成人员就业与文旅产业

结合的闭环。
在乡村自身的凝聚力建设与自身组织力的培育上,将

乡村建设居于主体地位,发展集体经济,增强农民个体经

济的抗风险能力与农产消费品议价能力。在具体的产业

模式建设与资本下乡的过程之中,发展农民加公司员工的

双属性模式是保证村民为利益主体的关键。因为,艺术乡

建不可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的强制命令,更为重要的是要

在保证广大农民利益基础上,发展自下而上的村民自尊、
自信的认同感,只有在经济有保障的基础上村民才会去认

同文化价值。

6　结语

艺术设计助力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深度

挖掘乡村文化内涵,通过科技手段、工业基础、政策扶持、
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策略模式与传统的民间乡村文化

相结合,能够在文艺发展与文创产品设计等方面焕发乡村

文化的新形式生命力,所以在坚持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

的推动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上,艺术设计助力乡村振兴的

模式探索是必要的,也是需要通过实践来验证、实施的。
乡村的振兴在文化、经济上一定是需要常态化、系统性的

建设与梳理、发展的,这一过程在于现实促进乡村经济发

展的可持续战略的发展方式与路径创新,同时这也是解决

乡村经济发展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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