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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江明月村公共景观发展现状问题及文创设计对策
高雪梦

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乡村文创愈来愈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在打造各类景观文化时都想从中体现出这一概念，尤其是近年来许多乡

村都想利用自身的优势来发展特色旅游去满足人们对乡愁的寄托、对绿水青山的追求、对乡村田园生活的向往，因此对乡村

的景观文化进行再设计的需求愈加迫切。本文结合蒲江明月村具体问题与需求，以其原有文化风貌为基础，提出对当地传统

元素提炼更新、乡村文创与公共空间景观进行融合互动等方式实现空间功能多元化，营造具有地域文化的乡村公共空间景观

氛围展开粗浅的探索，为今后的美丽乡村规划建设提供一些可行性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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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蒲江明月村发展概况

明月村地处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境内，全村幅员面积达

6.78 平方千米，森林覆盖率 46.2%，距离成都 90多公里，生

活着 700多户人家，2000 余口村民，明月村村民历代守着雷

竹园、茶园以及一口百年古窑，过着耕种、种茶、制陶的农

家生活。蒲江明月村是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的皈宁驿

站，2009 年前是四川省市级贫困村，在 2014 年因旅游开发

政策的实施实现了扶贫工作的成功，被评为“中国乡村旅游创

示范基地”，同年这个寻常的乡村由一口“活着的邛窑”——明

月窑蜕变为“明月国际陶艺村”，成为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乡村

振兴的典范之一，是新村民与原住民并存的新型村落代表之

一。明月村文创项目持续引进，散落于茶谷松林，上一百余

位艺术家们齐聚明月村，与原住民互帮互助，共同点亮这个

日益蓬勃的幸福美丽新村庄。

二、乡村文创下蒲江明月村公共空间景观现状与问

题

（一）特色文化体现薄弱，丧失地域文化

村落建设如火如荼的当下，“趋同”现象日益凸显，蒲江

明月村建设发展也不例外。蒲江明月村独特而原始的自然地

理环境成为自身发开优势，但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以旅游开发

为主的单一建设模式使其日渐遭到破坏，独特地域风貌逐渐

淡化，蕴含传统历史价值的文化景观未得到有效的保护与改

善，虽比以往有了新面貌，但与其他新兴村落相比依旧雷同。

明月村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而今的明月村有着其他村落雷

同的乡村街道、公共空间的设计更多是生硬模仿城市广场设

计，几个具有设计感的建筑突兀其间，大面积的硬质铺装或

简单布置一些街旁设施，整个空间景观呈现出一种生硬无趣

之感，没有辨识度，缺失了明月村传统景观特色的融入。若

能够围绕其自身浓厚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还原宋时岁

月，打造无边松林、青山环绕之境，呈现独属于蒲江明月村

的诗意生活景象。

（二） 原始环境遭到破坏，景观环境杂乱

在实地考察过程中发现明月村部分公共空间原有功能

通过开发和接待游客之后呈现出不断衰减或遭到破坏，许多

农田、池塘等都渐渐荒废，无人问津，在村落景观视觉遭到

破坏的同时使得村落原生环境逐渐恶化。明月村在变成国际

陶艺村之前是四川省市级贫困村落，受各种地理环境等因素

的影响，经济相对落后，发展相对迟缓，村民生活条件较差，

导致村民环境意识薄弱，匮乏对生活景观环境的保护。此外，

明月村的建设缺乏对现状的考量，并无设计出符合明月村的

改善方案和后期维护方案，规划意识较差，从而导致村民随

意建房开发农田的现象，一系列无序开发对明月村传统景观

及周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以及自接待游客以来自然

生态环境及建筑、景观等遭到程度不等的消耗和破坏。乡村

自然景观的保护和营造必不可少，一个宁静和谐、自然淳朴

的村落风貌是本地村民赖以生存的环境，也是游客们梦寐以

求的世外仙境。

（三）部分公共空间设计华而不实

为了加速对美丽乡村、文创型乡村和旅游特色产业的打

造和发展,很容易走上宏观统筹建设道路,忽视村民的主体地

位，在这些乡村的建设中出现了大量的乡村建设既无法满足

很多村民的实用需要,也无法为很多的游客提供必要的实用

性功能。彭一刚先生在其编著的《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

中扩大和延展了村落空间的研究领域，对村落公共空间结构

与自然、社会三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提其认为聚落景

观与村民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实际上，乡村公共空间对于

目前我国研究来说是现在进行时，存在的问题也是日益凸显

的。在一定程度上，各类规划项目的落实与实施促使明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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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造内部公共空间景观的时候出现效仿城市建设理论方

法来解决其内部建设的现象，由此明月村部分公共空间建设

华而不实，脱离村落空间结构与自然、社会诸多要素之间的

关联并没有满足村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更多的是注重简

单、整齐划一的设计模式，从而导致利用率低下，只追求形

式美感、视觉效果、功能匮乏。笔者在实地考察过程中发现

明月村经过美丽乡村打造后实行了“新村民”与原住民的新模

式。新村民是为明月村引进文创项目，焕新原始明月村风貌，

增强明月村地域文化氛围而入驻的一些艺术家和匠人。他们

的到来为明月村带来了久违的新鲜气息，一些具有现代的建

筑、景观设计随之破土而出，但它们在满足现代人追求新、

简、异的同时却不曾想忽视了原住村民的主体地位，忽视了

人居环境的基本特性，真正使村民得到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

不断减少。明月村村民是其最大的体验群体，公共空间设计

得不到实际的改善，公共空间规范没有得到落实，只是表面

功夫，照此以往会加剧公共空间景观的消耗，产生不必要的

浪费与环境污染，传统与现代的天平秤如何维持等量平衡仍

需进一步思考。

三、乡村文创下蒲江明月村公共空间景观设计策略

（一） 保护乡村自然风光

乡村有别于都市最大的特点就是空气清新、山清水秀以

及舒适安静的自然环境，对于久居喧嚣城市的市民来说这是

对他们最大的吸引力，而乡村田园风光所展现出的清静幽

雅、淳朴自然的景观韵律也成为了乡村文创不可忽视之处。

明月村的茶山竹海、松林月色、雷竹柑橘是其乡村景观文化

的特色代表，现代城市文明的发展让乡村富有浓郁的传统文

化显得弥足珍贵，也让乡村的历史文化气息更加浓厚。蒲江

明月村民风朴实，从古至今一直盛行着明清儒雅之风，人与

环境和谐共生，为秉持绿色发展理念，落实于实际乡村旅游

打造，发掘与延续悠久的传统文化，营造一种能够体现乡村

原有的自然文化风貌且适宜旅游观光的自然景观。一种舒适

怡人的农家生活及自然和谐的田园旅游环境的营造可采通

过瓜果蔬菜分类种植、田野彩绘等方式。此外，明月村特有

的雷竹、茶田、松林、柑橘等农产品可作为自然景观元素来

创作乡村景观文化专题，通过具有地域景观特色的文化创意

设计能够极大的吸引来往游客的广泛关注，打造一张独具乡

村特色的新名片。

（二） 提炼陶文化景观符号

经过四五年的蜕变明月村从市级贫困村摇身一变成为

明月国际陶艺村，上了央视，成了网红打卡地，慕名前来的

游客数不胜数。明月村烧窑的历史从南北朝开始，村子里有

一口三百多岁的古窑，被誉为当今唯一一座“活着的邛窑”，

当地称之为“张碗厂”。悠久的明月村陶文化留存在这个充满

机器与人工造物的时代，可以实现人们的生活渴望艺术，实

现对手工记忆的唤醒，实现对自然的亲近。乡村文创视角下

的公共空间景观设计中充分利用当地传统文化，并采用艺术

设计手法结合文化创意的形式通过建筑外观、景观小品及植

物等多种载体呈现出来，营造出独具特色的空间文化氛围，

既可以大大提升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又能够实现可持续的旅

游收益。明月窑陶文化景观符号可成为蒲江明月村独特的标

志符号，也正是与其他乡村文化所不具有的地域性文化标

志。陶瓷是时间慢熬的艺术产物，倾入了个人的情感与创造，

凝结着手工艺人的专注与心血，那是机器产物所匮乏的，也

是现代城市人所陌生而向往的，明月村的陶文化是其乡村景

观的代表，同时也体现了乡村地域景观文化的特色。在乡村

公共空间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将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相融合

作为基础，提炼并添加体现村落文化以及民族文化的元素在

其设计之中，有助于增强乡村独有的文化特性，烘托空间文

化氛围，从视觉上为村民带来文化归属感，为乡村公共空间

景观带来创意美感，为游客带来文化新鲜感，更有利于地域

文化特性的展示与延续。

（三）空间功能多元化设计

明月村公共空间景观设计需满足本地村民与外来游客

的不同需求，在进行空间规划时须重视对空间功能的多元化

与灵活性的思量。乡村景观文化通常是以建设美丽乡村为出

发点，通过对乡村现有的自然风貌和民俗文化进行设计来满

足大家对美丽乡村的期待，呈现美丽乡村与传统乡村两者的

不同之处，在乡村景观文化设计中同样可以借鉴城市景观文

化设计的经验。先将明月村整个空间归类划分，再针对每种

类型进行景观设计。其一，在场地改造设计中应基本遵循原

有的地形地貌并充分利用其优势条件，设计出富有视觉美感

和体验感的公共空间景观。其二，在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对村

民原有生活习性和生产模式的保留，注重对传统功能的保留

与延续。其三，在空间设计中纳入交流、观光、休闲、活动、

农耕等基本功能，并适当发展一些新兴业态，比如观光农田、

手工陶艺、扎染体验等，使空间原有功能与新功能彼此融合

碰撞，达到空间功能利用最大化，实现综合性的空间体验氛

围。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名乡村旅游要建设集创意农田、

观光体验、循环农业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有效实现空间功

能的多元化有利于提升乡村空间活力，实现本土村民具体需

求与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并存，增强乡村旅游的体验感，进而

推动乡村产业经济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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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乡村文化视角下的蒲江明月村公共空间景观设计应将

乡村自然风光保护与营造、陶文化景观符号提炼以及空间功

能多元化设计等方面纳入今后的建设之中，更加有助于明月

村营造乡村文创的环境氛围、传承优秀悠久的历史文化、结

合与时俱进的现代理念。明月村所打造的自然风光以及所具

有的文化景观本身就是一张名片，吸引了大量游客的到来。

目前，文化创意在公共空间景观设计处于一个匮乏良好且具

有互动性的交流阶段，视觉上雷同没有地域文化支撑，很难

拉近游客与明月村的距离，也很难留下深刻且独特的印象。

设计之初应对明月村地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提炼，在设计中

合理运用陶文化、扎染文化、茶文化、雷竹元素等诸多土生

土长的特征元素，采用合理的设计手法提炼出曲线、不规则

图形等造型元素，利用现代化设计手法对空间形态、景观小

品、植物等进行创意设计，将文化创意根植于乡村公共空间

景观之中，有助于唤醒明月村村民对历史的记忆，传承与发

展蒲江明月村传统文化，强化明月村乡村文化底蕴，提升明

月村整体活力。因此在发现一系列惯性问题之后，应从问题

出发，总结一路上的得与失，蒲江明月村仍处于成长与提升

的路上，在其未来的公共空间景观设计上，从造型、视觉效

果、氛围营造等诸多方面应注重与蒲江明月村深厚文化底

蕴、优越厚地理条件、丰富自然资源等相互关系体，从落地

的景观中立体且生动的展现出乡村文创“乡村＋文创”的主

题，进而推动蒲江明月村文创旅游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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