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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乡村中软装设计方案与思考

——以蒲江县甘溪镇明月村为例

秦义华

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该文以成都市蒲江县甘溪镇明月村为例，通过对地域文化分析以及文创乡村中的规划设计分析了文创乡村中软

装设计方案以及对于软装的思考。通过考察文创乡村中的软装设计，以小见大对文创乡村中软装设计提出新的设计方向，并

提出了明月村软装设计的启示，为特色文创乡村中的软装设计发展建设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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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环境艺术考察这门课程中，笔者有幸来到了蒲江县明

月村进行专业考察，经过为数不多的时间，基本考察走访完

了整个明月村，这是现今存在唯一的一座仍在烧制古窑的村

落。这个小小的村落打造得非常完善，它以陶艺为核心，文

创产业做支撑，引进多个创意集群，成为了文创乡村中的典

范。在考察过程中从明月村的整个文化脉络以及空间设计软

装陈设，进行了分析以及思考，并从新的方向提出了创新性

思考。

一、明月村概况

明月村位于蒲江县甘溪镇，坐落在五面山，在三县交汇

处，离成都 110 公里。明月村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主要是

在明月村中仍然在保留的 4 口磁窑。明月村存在的窑是最典

型的邛窑，邛窑是中国最为古老的几座民窑之一，研究价值

非常高。但不幸的是由于 2008年汶川地震的影响，明月窑

受到了损毁，从而停止了使用。随着后来政府的支持与推广，

明月村凭借自己得天独厚的文化积淀与打造策略成功改革

成为了乡村建设的模板。明月村这样成功的文创乡村案例并

不是偶然，从我们的考察当中已经可以深深地明白这一点。

明月村具有非常良好的地理环境，所处的地区景观风貌良

好、周边具有几千亩肚饿茶山和竹林，并且在明月村中仍然

保留了特色的农家小院，从而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在明月

村，竹林与磁窑，配上一壶好茶，就是追求惬意生活的开端。

除了优越的环境，明月村至今良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依

靠长远的规划。首先非常重要的就是依托本地的文化底蕴优

势，引进了非常多知名的艺术家、陶瓷艺术家以及收藏家等

等业内人才。以这些艺术家自身引流的项目作为发展的基

础，文创乡村的旅游业为载体，最终实现了本地文化的传承

保护。本地文化在引进人才入驻后，新旧居民在乡村当中就

自然地需要做一个熟悉融合，在政府的扶持与帮助下，文创

乡村可以自行展开关于共建文化乡村的产业活动与讲座，增

加新旧居民的思想层面意识。在实践方面，新居民可以通过

展开相关活动，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能够更好实现文创大

发展。同时也使得本地村民拥有新的板块收入，让一个成功

的文创乡村实现游客与村民的互利共赢。解决了人才问题，

基础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从考察的过程当中能够非常明确

地观察到明月村的基础设施相对是比较完善的，并且整体具

有规划感以及设计感，环境条件是吸引人才以及游客的直观

条件。良好的且具有设计感的环境是激发人们灵感的重要基

础，这对于文创乡村来说是一个必备的条件。从这一点来分

析，明月村无论从自身环境条件还是基础建设上来说都非常

具有竞争力。

二、明月村的建设

在我国有非常多的乡村基数，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域独

到的文化特色与文化底蕴。一个成功的乡村建设需要在前期

厘清其独特的文化脉络，准确定位出本乡村的优劣势，才能

明确建设的方向。在我们文创乡村当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

保留其文化特色，并且在建设过程当中去强化文化部分，做

到了核心的这一点才能为建设特点打下牢不可破的基础。明

月村的建设亦是如此，政府抓住了明月村的核心特点并予以

建设才有了现在明月村文创乡村的成功典范。从旅游者的角

度进行分析，在当代社会的影响下，人们内心是非常渴望世

外桃源，希望逃离喧嚣的闹市生活，在自然当中寻找内心掩

藏的那份平静。在自由当中感受自然带给我们的馈赠，悠闲

地生活、惬意地交流，在生活当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故事。在

文创建设中，需要明确市场的大需求，探寻旅游者的内心世

界，才能够在规划当中找到适宜的设计核心。在明月村这样

的新农村打造建设过程当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以及方面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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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多的，需要充分考虑到村民们的心理需求及物质需求，为

他们提供现代化的建设条件以及商业模式。通过整理当地核

心的文化脉络找到核心竞争力。明月村主打的当然是在文化

脉络下的休闲旅游特色，在考察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在建

设的初期，明月村的核心就被保留下来了。除了核心的古窑

以及扎染项目设置，还有非常多的手工艺副产品。文创乡村

建设过程当中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要不断地完善地区当中的

产业链，通过不同门类的搭接形成一条持久稳定的产业链，

帮助文创乡村的持续性发展。文创乡村的建设背后会付出巨

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人们对于地块的美好期望，因此

所有的前期准备建设都是必须以可持续化的目的作为基础，

让文创乡村一直处于良性的循环发展。一切的文创乡村中的

基础建设，都是为了建设出一个具有活力的村落。文创乡村

最终的目的就是创造收益，推动发展。那么在创造收益的过

程当时也需要留意多方面群体之间的关系，最终需要互利共

赢才会真正为群体之间的积极发展创造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明月村中的软装

明月村的考察过程当中，我们去了非常多店面进行了参

观，明月村里面的软装设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由

于明月村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文化脉络，整个文创乡村中

的室内设计是非常古朴的设计。能够观察到在空间当中有一

些贯穿的材质运用，如：木、石、竹、土等。这些材质非常

准确地表达出了明月村的整个的地域特点与空间特色。这些

材质整合在空间之后基本就已经奠定了软装风格的基础。软

装设计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细腻的情感活动，不同的空间都会

蕴含其不同的空间情感，作为设计师我们需要敏锐地抓住空

间情感进行设计表达。软装设计的前期就如同文创乡村前期

规划一样，需要找出并厘清空间的文化脉络以及空间中的情

感需求，精准地抓住空间当中的需求。明月村是一个依托当

地文化脉络、磁窑所构建的文创乡村。那么空间当中必然是

要遵循这样的脉络，从地域文化当中寻找元素。

既然是文创乡村，自然在空间既定的空间情调上，软装

的选择不能是过于精致的。文创乡村的空间情感不如同办公

空间或是酒店空间一般表达的是商务或是精致的空间情感。

整个空间是休闲的、惬意的，那么在材质的选择当中，我们

需要选择的是更加贴合人类自然情感的木质以及温暖的布

艺或是编麻。这种材质的大致定调也体现在了明月村当中，

明月村中许多的室内空间中都运用这样的材质，也能够看见

空间中也运用到了扎染的布料，这种布料也是非常的具有本

地特色，同时也贴合了整个明月村中所存在的项目。现在市

面非常流行的说法叫做“去硬装”化，想表达的情感非常简

单，就是单纯说明了软装在空间当中的重要性。在明月村当

中，作为一个成功的文创乡村案例，不仅是前期规划得好，

还在于对空间情感的把握也得非常到位。当我们走在明月村

当中可以非常清晰地感知到，无论从内还是从外，都建设得

非常统一。统一的材质、统一的空间情感，都将整个明月村

拉倒了统一的调性上。明月村中的软装能够分析出，大多都

是选用的木材，木质的桌子、椅子以及茶几、边几等。与室

内硬装的材质融为一体，且在软装的色彩的选择上多选用蓝

色，与明月村的扎染的颜色相呼应。由于空间当中多数都会

运用扎染布艺，所以在其他布料色彩的选择上也要注意搭配

与融合。在软装质感上，可以看到大多数的软装都是选用较

“拙”的材料，如原木、原石等。许多木料的选择也是选用

没有精致处理过的，保留了木材本身的休闲感。除了空间情

感本身就表达了这种休闲的情感故选用这样的软装外，本身

的项目材料造价也决定了软装的定位。在软装的选用过程当

中有许多的因素都能影响到软装的空间效果，如同材质本身

的质感、造价、制作工艺、以及尺寸的设置等。软装作为在

空间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工具，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许多

家具的尺寸直接影响了空间的视觉感与使用感，软装可以说

是将人体工学的功能运用到了极致。同时软装可以表达非常

多的情感诉求，在明月村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围墙上

嵌入了多个陶瓷罐作为墙体的装饰。这样的墙体装饰非常直

观地体现出了地域特色，同时这种陶瓷罐也可以直观地运用

在空间装饰中，点明了当地的地域文化。明月村中多个考察

地点确实也能观察到随处可见的扎染及陶瓷装饰作为空间

中的软装进行运用，如软装陈设及挂画。明月村作为文创乡

村，自然是有非常多的文创产业，其中有一家文创店以陶瓷

挂画为主。陶瓷挂画大多都是写实和注重写意的类型，非常

具有本土特色。但大部分的画面还是趋于传统，其实还可以

考虑继续进行创新设计。通过这种传统形式下的画面创新，

可以将传统与现代进行有机结合，增加文创乡村中的文创产

品与现代社会的接受度与融合度，可以百搭多种风格的空

间，达到传承保护创新的目的。

四、软装思考

从明月村的考察当中，感受了许多不一样的情绪，软装

方面让我有了些许思考。明月村作为一个成熟的文创乡村的

案例，他的整体风格固然是高度统一的。但是不是只能做成

这种高度统一呢？我不禁思考到这里。现在全国有非常多的

文创乡村案例都做得非常成功以及成熟，每一个案例都有值

得我们思考以及学习的地方。笔者认为明月村的软装高度切

合了其文化脉络，但并没有高于文化。空间情感只是平平地

撞击在了游客们的思想上，并没有提升整个空间的情感。如

果我们从提升空间情感以及质感的方向去思考，我们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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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许多多不同的答案。软装在后期的发展一定是在符合空间

情感的基础上高于情感，软装作为空间当中表达诉求最为突

出的设计语言，必然是需要有两点存在的。现在的明月村整

体软装并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会觉得空间中运用的这些软

装非常合适，但不会觉得它具有亮点。就如同现在市面上的

商业售楼部以及样板间，在我看来不过就是千篇一律，毫无

文化以及亮点可言，最终只能论为商业的淘汰品。时代在不

停地进步，人们的思想以及需求也在不断地进步，这样的发

展趋势不可避免地需要我们空间设计的进步。如若只是做合

适的设计，终究是会被淘汰，只有做高于空间的设计才能够

表达空间真正的诉求情感。

在文创乡村中的软装中，我认为可以多给软装增添情感

设计，不应该只是局限于简单的形式。如同在考察过程中所

提及的用陶瓷罐作为墙体装饰，这种设计手法是否过于直

白，能否有更加创新新颖的方式进行语言的展示，这些方面

都是可以探讨的范畴。另外在陶瓷装饰画的方面，能发现许

多的陶瓷画画面都过于传统。从市场的层面进行思考，装饰

画作为空间中非常重要的软装类别之一，能够起到点亮空间

的作用。明月村的陶瓷装饰画在形式上固然是新颖的，但是

在市场当中的实用性是否会有其局限性呢？如果陶瓷装饰

画能够在提取本土文化色彩再进行现代化的创新，将陶瓷装

饰画的画面重新进行设计，加入更加艺术以及意向的画面改

良，让这种传统形式的装饰画能够搭配多种风格的空间，从

而打破传统画面的局限性，是否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面呢？

很多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发现，提出并且找到解决的思路。

软装对于空间当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并且越来越多空

间已经开始将软装作为重点设计。软装设计其实没有唯一，

软装更多的是依赖于个人审美。现今人人都有审美，每个人

都能设计搭配出自己认为美的软装方案，这样的软装设计是

没有对错的，只是有高低区分。而作为一个合格的软装设计

师我们恰恰需要的就是找到高水平界限，将空间中的情感表

达到极致。明月村考察中的软装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思考，

明月村的软装在前期充分考虑到了自身地域特点以及元素

的运用，软装设计方面也能找到相应的设计元素进行整体设

计，不过如何能在文创乡村当中找到共同元素对空间进行创

新设计，同时在空间设计中如何能够更加和谐地将文创乡村

产品融合在空间中也将是未来我不断探究的方向。

五、总结

明月村的考察为我们带来很多的思考，这样成熟的文创

乡村为社会做了一个良好的设计典范，无论是从前期的规划

设计还是落实到每个商家的空间设计，都是非常具有探讨意

义的。文创乡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依托文化所建造

的世外桃源，需要打造出满足旅游者精神需求以及文化传承

保护的一片精神栖息地，这里情感与生活的交织是设计与规

划的核心部分，同样空间中的软装设计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

环节。其中对于软装设计方面上文也进行了浅析探讨，软装

设计今后在文创乡村中的发展必然是迅猛的。不同的文创乡

村中需要不同的软装设计进行差别化区分，明月村中的软装

设计具有借鉴意义，空间中将扎染及陶瓷元素充分运用，使

得整体空间感情和谐统一。软装设计作为空间中非常重要的

一环，是需要不断思考以及不断创新的。软装设计是空间中

最直观的情感表达，明月村中的软装设计是满足了当下地域

文化的情感表达，这一种情感的表达是针对当地文化特色及

历史脉络的一种直观表达。在对于软装的思考中，也许能找

到新的软装设计方向，倘若不用如此直观的元素表达空间情

感，是否能将一些隐晦的元素以及方式融入在空间设计及软

装设计中，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方向。不过在未来明月村的

软装设计方向是否能有更深的进步空间还需要实践以及时

间的检验，本文只浅谈部分软装设计的方案思路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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