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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介入视野下红色乡村的景观营建 

——以三门县亭旁镇为例 

赵斌 俞梅芳
1
 

（嘉兴学院 设计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摘 要】：艺术介入红色乡村景观营建和红色旅游已成为当今红色乡村振兴新趋势，但当前红色乡村景观建设

缺乏地域文化、生态共生、红色传承等设计，出现同质化、庸俗化和缺乏特色等现象。立足三门县亭旁镇红色乡村

景观设计实践，从艺术介入视野下提出多元设计方法，并以思维路径为主、设计路径为辅，借鉴“宏观-中观-微观”

的分析框架，以解决政府、社会、村民等不同层面问题。艺术介入红色乡村景观营建，应更具区域差异性、景观艺

术性及方法可参考性，为今后红色乡村景观营建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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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5年来，红色旅游得到国家相关部委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支持。2016年，国务院《“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大

力提升红色旅游发展水平和红色旅游发展工程，培育富有红色文化内涵的乡村旅游品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要突出红色旅游，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基于

以上政策解读,不难发现，国家非常重视红色旅游和乡村建设。 

当前，我国红色乡村旅游开发中存在同质化、庸俗化和缺乏特色等问题，红色乡村景观营建和旅游开发上存在诸多问题，

如偏重红色乡村旅游规划、资源开发与保护、路径与对策等方面，而在乡村景观设计上仅注重具体的景观规划与保护等，难以

构建艺术介入视野下对红色乡村景观设计创新。
[1-6]

本文以艺术介入视野下的红色乡村建设为主题，从多元设计层面借鉴，，宏观

—中观—微观”分析框架，营建生态性、共生性、地域性、艺术性及红色传承性的红色乡村景观。考察艺术介入红色乡村景观

的营建，能提升红色乡村旅游发展和品牌效应，实现红色乡村振兴。 

一、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及亭旁镇红色乡村建设概况 

在艺术介入视野下，从宏观、中观、微观三层次提升红色乡村景观设计，突出红色乡村的地域文化性、生态共生性、红色

传承性，整合红色文化、乡土景观、乡村旅游等资源。 

“宏观-中观-微观”理论在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运用较多，其实用性已经得到实证,但在艺术学上的运用尚不多

见。[7-9]艺术介入乡村(社区)建设的研究，是近几年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才逐渐兴盛起来的。国外这一研究起步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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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本北川富朗、法国卡特琳•格鲁、德国约瑟夫•博伊斯等学者和艺术家都曾以艺术介入乡村为视角，从理论构建到艺术设计

实践，努力促进乡村建设和社会发展。[10-12]我国台湾学者陈碧琳曾以台湾宜兰社区和树梅坑溪环境艺术行动的艺术实践，阐述了

台湾地区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取得的成果和设计经验。
[13]
而渠岩、方李莉、左靖等学者结合中国乡村实际情况，以艺术家身份直

接介入乡村建设，从“许村国际艺术公社”到“青田范式”，从“璧山计划”到“石节子美术馆”，不断地影响和推动着乡村

建设。[14-16] 

艺术工作者把当代艺术思考移植到乡村建设，分析艺术介入的力量和影响，使乡村建设与艺术设计结成一种新型联盟关系。

刘建平、时广东、黄三生等学者从红色文化旅游、遗产、资源开发等方面进行阐释和分析，希望为促进乡村振兴提出可行之策。
[17-19]对国内外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理论梳理可知，“宏观-中观-微观”的分析框架可以运用到艺术学领域中。 

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其实质是一种“中国式的文化复兴”，即“从旧文化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要跟社会各界人士联合

起来，才能重获新生。[20]当代乡村振兴发展道路中，从艺术角度重新定义“发现红色乡村价值”“重估红色乡村价值”等主张，

值得我们深思。 

亭旁镇位于浙江省三门县城西边，被誉为“浙江红旗第一飘”红色小镇。这个红色小镇拥有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如百年

城隍庙建筑群，冬至祭祖、杨家板龙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独具魅力的生态资源，如云海梯田、山林竹海等。同时，亭旁镇

还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28 年，包定等革命先烈带领穷苦百姓在亭旁镇起义，建立了浙江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为了纪念亭

旁起义、缅怀先烈、激励后人，从 1988年起，三门县人民政府陆续修建了亭旁起义纪念馆、纪念碑以及苏维埃政权成立大会会

场旧址、浙江红旗第一飘广场、包定烈士塑像等，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红色景区。1996 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把亭旁起义纪

念馆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7年，又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共青团浙江省委、浙江省旅游局将亭旁红色纪

念地命名为“浙江省青少年红色之旅经典景区”。2018 年，三门县亭旁起义旧址被列为长三角区域旅游系统党性教育基地。亭

旁镇党委、政府顺应时势，以红色旅游为主导，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民俗风情旅游，全力激活“红色基因”，着力打造“红色

旅游”金名片，使红色乡村旅游既传承弘扬优良传统，又成为老区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宏观-中观-微观”三层次景观营建 

(一)宏观层面一顶层规划，品牌营建 

本文以艺术介入方式从宏观层面构建红色旅游、生态设计的顶层规划。充分挖掘当地红色文化和特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

营建红色景观、推广红色文化、增加农民收入。 

三门县亭旁镇红色乡村顶层设计以“红”色文化+“绿”水青山模式为基准，突出当地红色文化和绿色生态特色，合理有序

分阶段地推进亭旁镇红色美丽乡村景观设计。全力打造片区、景区、景点和线路四位一体的红色旅游全域规划，提升红色旅游

吸引力，促进乡村全域发展。以镇政府周边红色景点为核心区，围绕红色革命纪念馆、纪念碑及包家村包定故居、城隍庙、古

宗祠等景点，以亭旁红色大道-坑下村-下路朱村为红色线路，以鳌岗村-赖岱村-山后芦村等古村落为绿色线路进行全域规划，

推进“红色文化+美丽乡村”旅游，实现政府、社会、村民共赢。 

红色文化是一面旗帜，是一种精神，理应传播到中国大地每一个角落。浙江省政府高度重视区域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亭旁

红色景观营建和整体形象塑造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定位精准。亭旁镇以推进红色文化旅游来树立区域形象，积极拓展和申

报与红色文化相关的教育基地和党建示范点，开发精品红色旅游项目。二是情景交融。每个红色文化景区都有自己的特色与品

牌，红色景点和景观设计相得益彰、情景交融，如该地“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红色乡村景观设计就很好地实现了红色

景观与乡村风景的统一。三是有效传播。在信息技术发展迅速的当今社会，传统传播理念已经跟不上现代节奏，亭旁镇红色文

化旅游宣传通过各种媒体，以微信、微博、电视等多种形式进行有效传播,塑造红色品牌。 



 

 3 

宏观层面设计按照顶层规划、品牌营建的步骤积极推进，充分发挥当地生态建设和特色旅游业优势，把各个乡村串联成线，

以点带面，不断提升亭旁镇红色文化品牌形象，设计达到情景交融，传播宣传力求有效，从内在逻辑进行演绎分析与宏观设计。 

（二）中观层面一有机更新，红色传承 

村庄肌理是构建在丰富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与经济社会互动关系之上的乡村聚居格局，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

价值。[21]目前，亭旁镇乡村肌理模式主要有散点式、街巷式、组团式、条纹式等 4 种。以包家村的景观营建为例，在设计上注

重村庄肌理的有机更新，主要从村庄空间环境、传统建筑特色、街巷、门窗等方面进行肌理营建，注重有机更新，如在建筑形

态外观上注重保留具有地域及乡土特色的砖瓦、门窗、屋脊等传统建筑肌理，或以当代艺术的手法对其重新设计与改良，保持

村庄肌理整体形态的延续和主要节点的有机更新。在空间设计上，将当代艺术介入村庄肌理，达到艺术与乡村肌理的有机结合。

亭旁大道红色景观工程成为亭旁镇打造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未来将更加突出红色遗产的挖掘和红色文化的传承，达到以红色旅

游振兴乡村和产业发展的目的。根据亭旁镇政府要求，设计组对亭旁大道 10个节点进行景观设计，以“红船驶进三门湾”为主

题的公共景观为重要节点，通过景观雕塑的形式展现，突出首创、奋斗和奉献为内涵的红船精神。为了更好、更有效地传播亭

旁镇红色文化，在亭旁高速入口山体岩石上设计包定起义红色宣传画，以大型版画形式传递“浙江红旗第一飘”精神，在高速

出口与县城出口交界处，设计一组红色景观雕塑，由一组异质同构的红色五角星组成景观廊道，寓意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生

活幸福和谐，而“党指挥枪”的雕塑则是将党徽的镰刀锤头设计成扳手，在枪管上刻上 1928,这寓意着 1928 年亭旁就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闹革命，并且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和建设。 

中观层面设计，厘清了亭旁镇红色乡村的空间组织、村庄肌理、公共景观及未来发展方向等，从乡村内部空间进行解读和

剖析，在设计路径和景观营建方面注重有机更新、红色文化传承与构建。 

（三）微观层面——注意比例，创新景观 

1.亭旁大道红色乡村景观设计的比例与尺度：宜人、宜游、宜赏 

“尺度一般不是指要素真实尺寸的大小，而是指要素给人感觉上的大小印象和其真实大小之间的关系。” [22]尺度在量的表

达上主要是通过视觉感知获得，也就是平时所说的尺度感、空间感，除了视觉感受外，它还有功能要素，符合人机工学要求，

满足基本尺度规范，平衡各种功能关系，使之达到人性化、艺术性和实用性。日本学者芦原义信在《街道的美学》中提出街道

空间界面存在一种比例关系，当街道宽度（D）和街道两侧建筑物高度（H）之间的比值（D/H）在 1-2之间时，整个空间的比例、

尺度给人一种舒服感，建筑与街道的关系较密切。
[23]

在当今美丽乡村建设中，应注意把控合适的建筑尺度和宜人的景观体量。

亭旁大道红色乡村景观设计的比例和尺度，正是借鉴芦原义信教授提出的“街道空间界面比例美学”原则。另外，芦原义信在

其《外部空间设计》中写道：“外部空间，每 20-30m,或是有重复的节奏感，或是材质有变化，或是地面高差有变化”，便可以

打破其单调，生动起来。[24]亭旁镇大道宽约 15m(D),周边建筑总体高度约 9m(H),D∕H=1.7,这个比例尺度较符合人性化的要求。

另外，亭旁大道红色景观设计的高度整体把控在 4-7m,做到了宜人、宜游、宜赏，可以给游客、村民带来更好的参观体验和室外

活动选择。 

2.艺术介入红色乡村的景观创新：合情、合理、合景 

艺术介入红色乡村建设，是以艺术为媒介共构乡村文化认同，美化家园建设。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极大地推动了

当地经济的再生与发展，作为一种经验模式被世界各国和地区进行借鉴和效法。在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的乡村复兴模式中，台南

市土沟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设计者从“人”“文”“地”“产”“景”5个方面进行设计，成为艺术与社区合作促进乡村复兴

的标准模式。亭旁镇红色乡村景观设计，主要由“一纵两横”三条景观主要轴线构成：“一纵”是由桂林路、铁坦路、教堂巷

和石街路形成的东西纵向；“两横”则包括南北两个轴线，南轴线的相对收敛安静的红色文保单位，由包定故居、包子聪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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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组成，北轴线则以动为主，开放热闹，由红色、非遗主题广场及配套商业、公共服务设施和景观小品组成。景观节点采用主

要轴线和次要轴线为主，通过空间序列的松紧收放变化，使红色景观和绿色植被都自然吸纳到参观者视线范围。在一些景观节

点上，以现代艺术手法植入红色景观小品和雕塑，人行道前利用旧材料创建合情、合理、合景的景观空间，达到情景交融，诗

意栖居。 

综上，微观层面设计，一是以艺术介入亭旁大道红色乡村景观设计比例与尺度为主，达到宜人、宜游、宜赏的设计效果；

二是以艺术介入红色乡村景观创新，达到合情、合理、合景的视觉体验。 

三、基于“宏观-中观-微观”三层次多元设计方法的模式构建 

艺术介入能改变地域景观，重新发现事物的价值，改变人们的认知，改变事物固有的发展轨迹,开拓新的路径、新的场域。

艺术介入红色乡村景观营建，宏观、中观、微观三层次多元设计方法需遵循全面、逻辑、演绎、相关联的原则，厘清宏观、中

观、微观三者之间联系和区别。 

第一，整个实现路径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在艺术介入红色乡村景观营建时，设计者需要不断地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

不断接收外界信息以保证其设计的生命力，在出发点和终止点之间形成一个有机循环的开放系统。 

第二，思维路径和设计路径两者相辅相成，从方法论的高度阐述艺术介入红色乡村景观营建模式创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第三，以艺术介入为导向，以传承与创新为目的，在红色乡村景观营建中须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做考虑与调整。 

第四，整个实现路径要求设计师不仅有设计思考和艺术创造能力，还需要有艺术介入红色乡村景观营建的实践能力，以“和

谐共生-有机更新-红色传承”为设计路径，以艺术介入为导向、从被动设计到主动设计，构建艺术介入红色乡村景观营建模式，

其内涵释义如图 1所示。 

 

图 1基于宏观-中观-微观三层次多元设计方法的模式构建 

四、结语 



 

 5 

艺术作为一种全新的乡村建设介入手段，以其在造物设计、力量整合和文化保护传播等方面的创造力优势及介入方式的多

样性而别具一格。[25] 

本文借鉴了一个“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层次框架分析理论，从艺术介入视野对红色乡村景观营建提出思考，明确了红色

乡村景观营建的方向，介绍了亭旁镇这一典型案例。希冀能给相关红色乡村景观设计提供可操作性、可复制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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