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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艺术引导下的乡村旅游公共空间环境

——以成都市蒲江明月村为例

董瀛月

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进阶到飞速发展的阶段、乡镇往城市逐步转型的进程中，农村主要劳动力持续输出，乡土

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导致农村建设相对来说落后。在中共十八大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所提出的：中国要强，农业必须要强。中

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建设美丽中国，必须要建“美丽乡村”。从“新农村”到“美丽乡村”建设的转变，

给艺术于乡村的结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本文以成都市蒲江县明月村的艺术引导下的乡村建设为研究案例，通过研究分析明

月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建过程中艺术如何与乡村面貌融合与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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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艺术介入乡村公共空间

我国的农村改善以及转型建设从民国时期就开始了，并

且乡村公共空间的建设对于乡村的转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与存在意义，然而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对于建设“美丽乡村”

的一种践行，并且对于培育村民公共意识以及审美体验有重

要作用，但目前艺术介入对乡村公共空同在学术上的关注较

少，艺术乡建的研究也过于集中艺术家的实践而忽略了对乡

村公共空同的讨论。

艺术进入乡村公共空间，无论是当地民俗引导还是当代

艺术，融入了现代艺术思想理念与艺术行为对乡村建设施加

一定的影响，尤其在当出现具有公共性的文化活动以及公共

空间建设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其承载空间也在这一影响

过程中不断重构与完善，那么在现代艺术介入乡村公共文化

空间的重构中，明月村作为艺术乡建、艺术振兴农村的个案，

明月经历了从自然村到产业村再到文创村的三个阶段，研究

艺术介入到乡村建设以及艺术对于乡建设的促进作用的研

究，并在此为基础去思考明月村的未来，对蒲江县明月村的

公共空间的设置以及氛围营造、空间的构成将是本文要进行

探讨的问题。

二 、公共空间定义

公共空间的定义，狭义的意义是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公

共使用的空间 1。街道、广场等等，广义是指进入空间的人

们，以及展现在空间内广泛参与、交流与互动。而乡村艺术

公共空间指的是人人可以参与的 2、共享的、具有艺术性的，

包括乡村环境中建筑、或围合的供人开放参与的空间，这些

要素构成了乡村中的公共空间，这种划分是对公共空间物质

方面上面的划分，当然，人作为公共空间的重要要素之一，

正是由于人们的参与，公共空间才具有具有了一定的生命力

和价值。

三 、明月村公共空间分析

（一）明月村概况

明月村位于成都市蒲江县，甘溪镇西部，曾是隋唐时期

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的驿站。明月村位于蒲江、邛崃、

名山三县交界之处，属于大五面山浅丘地带，全村 6.78 平

方公里，森林覆盖率为 46.2%，植被保护良好。村中拥有超

过 300 年历史的古窑，该窑因曾以烧制农村土碗为主要业

务，因此一直被村民称为“张碗厂”，被认为是“活着的邛窑”，

2008 年因受到汶川地震的影响，张碗厂塌陷，2014 年 5 月

修复完成，以“明月窑”的新名称面向公众并对外开放，明月

村以“明月国际陶艺村”的新形象正式开村，以明月窑为中心，

建立起以陶艺与扎染体验为主要文创项目的文创村。利用第

三产业的发展带来的人气为村民增加附加值，村里成立旅游

合作社，发展出采茶体验、农家乐等服务业态，切实地提高

了村民的收入。

（二）明月村艺术空间选定

明月村的乡村建设进行了 8 年的时间，到目前为止，

明月村无论是基础设施、经济发展与文化设施与活动都已经

成型。明月村应当是典型的“艺术入驻型” 艺术乡建模式。基

于明月村的陶瓷烧制历史，开设了以陶艺与扎染为主的艺术

工作室，品牌民宿与乡村民宿结合。本次论文从明月村几个

比较大型的公共室内空间入手去探讨艺术引导下的空间设

计以及对乡村旅游所带来的积极作用与影响， 以及明月村

的发展如何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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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月村村民活动中心

明月村南入口是一个形状别致，融入环境的石头建筑

——接待中心，同时也是村民活动中心，内部设有图书馆空

间，村民组织在此举办一月一期的明月讲堂，利用明月村村

委办公室举行明月夜校，宣传文明生活，重建乡风文明。在

空间的营造上， 在建筑的表面以及建筑的周边，随处可见

的就是鹅卵石，这个用鹅卵石堆砌起来的房子，就地取材了

当地河中的鹅卵石作为建筑的材料，通过拼接堆砌这些鹅卵

石形成了文化中心的墙面，也成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形象，

因此村民给了它一个最直接也最朴实的名字——石头房子。

在建筑的设计上采用了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通过体块的重

组与变形让建筑在视觉上更具有美感，且又融入到乡村田野

之中。据介绍，明月村的鹅卵石墙面还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这些石头它每一颗都不一样，有不同的工匠把它们按照自己

的理解拼在一起，它是一个全手工的，所以，它（石头房子）

实际上是跟明月村的那种状态是一样的， 就是有很多不同

的人在一起。这想要表达的就是，虽然现代艺术与本身明月

村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在艺术引导下的乡村振兴，

让现代材料于本土材料相融合，就村民活动中心的形式表

达，是以体块分割，重组，以民俗与传统相融合，用生态的

方式去表达，让活动中心融入在自然环境中，明月村通过“石

头房子”，提升社区居民在生活情境的美学层次，为乡村建设

展示出一种可能。

2. 品牌民宿

明月村的艺术乡建中民宿作为一个重要部分，对明月村

的转型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在民宿群中，作为

艺术特征显著的“樱园”是由艺术家何多苓先生所设计的极简

主义特征建筑群，坐落于松林茶园，有 1000 平米的超大露

台，被称为是明月村的白宫，在阳台即可眺望西岭雪山让我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艺术家工作室和屋顶花园，每栋不同的建

筑之间用天桥相连接，既营造了一种游玩的乐趣，又仿佛置

身于花园，顶部的不同方形花坛， 植物的不同搭配，让游

玩这里的人都留恋忘返。

3. 路径系统设置

乡村的路径系统作为连接乡村各个区域板块的纽带，在

明月村的路径系统中，沿道的院墙具有浓浓艺术性和地域文

化特色，材料则是采用当地传统材料红砖去构成实部以及镂

空形式，受明月村陶文化影响， 院墙形式表达上创造性的

利用碎彩色陶瓷片来进行围墙的设计，来砌筑围墙，通过重

复排列构建一些具有艺术特色的图案，让蒲江的明月村区别

于其他的村落，以艺术性装饰，围合空间，点缀了住宅周边

环境，同时也渲染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氛围，并且几乎家

家户户都可以体验到陶艺创作，供游客观赏和体验，就室内

空间来说，在材料上，建筑的墙面使用了天然的材料类似于

土墙生态材料，尽可能的融入到自然环境中，地面采用木板

拼贴，室内装饰主要是写意的陶瓷板，以及一些陶器作品展

示，引导游客可以参与到陶艺创作中去。

（三）明月村的文化艺术认同感，促进可持续发展

艺术介入乡建的两个途径，一个是传统文化的、民俗文

化的再现，第二个就是现代艺术介入乡建，打造具有国际化

潜力的示范村落，用艺术的手段重建“石头屋”、陶艺坊、扎

染馆等公共空间，不管是明月村塑造的国际陶艺中心打卡地

的活力 IP，还是一个文创展示馆的小小杯子，让这些古老的

乡土传统文化唤起村民内心深处的共略，增强乡士认同和归

属感，特别是关注乡村本地文化和居民生活的艺术作品和活

动，有利于引起“新一代” 村民的自豪感。 吸引了大量游客

的到来，同时能让明月村的万里茶园、雷竹，陶艺、扎染文

创作品走出明月村。

艺术乡建并不是一个暂时性的过程，艺术乡建应该是可

持续的。艺术修复”是在探索一种生活具有更深层次关系的艺

术形态的确立，这是一种积极的艺术理念，是让艺术回归到

它原初的形态——站在文化构建的源头，参与到生活形态的

构建中。从物质层面来讲，最重要的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融

合， “恢复原有的民俗传统，重建房屋、改造道路、广场等

公共空间，举办村民都能参与的公共艺术活动，增强村民的

乡土认同感，同时增强新村民“自豪感”或者使外来游客从活

动中了解传统文化并且主动参与到明月村的公共交往中。艺

术乡建公共空间建设中，保护和利用明月村当地的乡村资源

实现，在有限的情况下选择天然环保无公害的乡土材料，新

建和改建的建筑需融合当地的茶文化、陶文化等乡土文化，

并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内涵，对于乡村的历史文化、艺术美

等方面有一定的知识传递，能够在新老村民心中形成文化认

同以及自豪感，这些措施都能够一定成都上推动明月村的可

持续发展，为明月村的公共空间注入活力和价值。

四、结论

笔者从村民活动中心“石头房”、陶艺空间、扎染空间、

精品酒店以及民俗酒店的融合等几个限定艺术公共空间进

行分析和艺术特征，总结得知艺术对于乡村建设公共空间的

发展确实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强调艺术介入乡村物质形

态修复的同时用艺术去重建一种信仰，重建人与人、人与自

然、人与宇宙的共生关系。艺术介入乡村，重要的并不是艺

术本身，也无关审美范畴，它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行动以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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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可能性进行探索，通过人们心灵与生命感觉的抢救，

以确立人们对于生活与参与感、主体性，也是艺术乡建的核

心。明月村从一个贫困村落到示范村的转型成功，乡村环境

面貌改革、村民活动升级、艺术介入乡村公共空间的形式表

达方式进行探析，笔者希望基于目前的明月村的案例给研究

者和艺术工作者提供些意见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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