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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乡村景观建设中传统文化 

保护策略研究 

赵莹
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摘 要】：面对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就显得十分重要。文章以湖南省益阳市为例,

指出传统文化保护对乡村景观建设的价值,探讨了益阳市乡村景观建设中传统文化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益阳乡

村景观建设中传统文化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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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消除城乡差别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乡村振兴

战略已经在国家层面全面开展,益阳市作为湖南省的农业大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谋划和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文化振兴具有深远意义,需要持续推进。益阳市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梅山文化、

荆楚文化均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历史烙印。改革开放以后,这里的传统文化被当做商品和经济资源进行开发,不仅给当地的乡村

振兴带来了繁荣元素,同时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益阳乡村景观建设中积极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实现经济和文

化的协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传统文化保护对益阳乡村景观建设的价值 

1.1可以提升乡村建设的品位 

每一个乡村的产生都具有特定的环境、气候与地形条件,并据此形成不同的发展历程和文化风俗,并与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区

别。但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村建设城镇化的趋向日益明显,面对城市对乡村建设的同化,许多具有乡村特质的

传统文化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因此,在乡村建设和景观设计中,要避免同质化设计思路,对古街道、古建筑、古树、古井、古桥

等传统物质文化进行保护,使乡村建设具有其独特韵味,进而提升乡村的整体文化品位。 

1.2推动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经济文化一体下的趋势日渐明显,经济中渗透着文化,而文化中也包含着经济。因此,将文化作为经济

建设的重要元素进行产业体系构建,不仅有助于文化传承,还可以将文化转变为一种物质形态,构成地域经济软实力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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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湖南益阳市作为长沙经济圈的重要城市,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发展潜力巨大。因此益阳市在乡村景

观建设中加强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对文化产业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人文风俗,塑造具有浓厚

地域气息和经济价值的文化产业集群。 

2 益阳乡村景观建设中传统文化保护存在的问题 

2.1缺乏完善的传统文化规划体系 

美丽乡村建设不仅需要强有力的经济建设成果支持,还需要将传统文化保护与乡村经济建设相结合。其目标不仅是要建设强

大的农村物质文明,还需要强化农村传统文化保护,提高国民的文化认同。但是,就益阳市的现状来看,各级地方政府在乡村景观

建设中缺乏整体性、系统性以及长远性的规划,严重影响到乡村景观建设中的传统文化传承。例如,部分地方政府在制定乡村建

设规划时,生搬硬套城镇建设模式,严重偏离当地实际,导致政策的可操作性差,执行效果不理想。 

2.2传统文化遗产遭遇“建设性破坏” 

美丽乡村建设与传统文化保护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关系,因此要求地方政府注重对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但是,受到多

方面原因的影响,益阳市的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仍存在诸多问题。首先,随着农村老龄化和年轻人口向城市转移,许多古建筑由于无

人居住和管理,变得破败不堪。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将美丽乡村建设与房屋翻新改造划等号,导致大量古建筑被人为破坏,造成难

以弥补的文化损失。 

2.3农民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农民是益阳市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在基于乡村景观建设的传统文化保护中处于主体地位。但是,由于长

期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益阳市农民群体在乡村文化保护中的主体地位被人为忽视。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背景下大量农村年轻

人口向城市转移,大多数农村已经成为一具空壳。年轻的农村居民本应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但是人口的持续流出必将导致乡

村文化建设内生力不足,最终导致乡村传统文化的边缘化。 

3 益阳乡村景观建设中传统文化保护策略 

3.1转变新农村文化建设理念 

在改革开放初期,基于优先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实际需求,文化一度成为经济建设的附庸,“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成为相

当长时间内的文化事业发展目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益阳市的清溪村、花香农家乐等一系列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其目的均为

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在衡量项目成功与否的同时,产生多少经济效益就成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显然,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我

们必须要改变上述思路,树立“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正确理念。如果放任农村文化荒漠化行为的持续蔓延,广大农村必将演变

为文化领域的荒蛮之地,美丽乡村建设也将无从谈起。因此,必须要将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将其纳入益阳市各级政

府的工作计划,建立可靠的组织体系,配备必要的人力资源,使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真正融入美丽乡村建设之中。 

3.2构建多方参与互动发展的良性机制 

乡村文化振兴不仅需要各级政府的主导和支持,更需要广大农民的自身参与。因此,针对益阳市农村景观建设中传统文化保

护的问题,建议在各级政府的引导之下,将广大民众吸引到文化振兴和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中,形成政府指导、群众积极参与的良性

文化生态体系。首先,各级政府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引导广大农村群众积极参与到保护优秀传统文化中来,特别是保护那些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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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古建筑不受侵害,间接推动民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使之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其次,要积极发挥乡

贤文化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生于益阳农村,成功在都市的成功人士,在退休后回归益阳乡里,成为新时期的乡贤。

这些人具有极强的引导力和感染力,如果政府做好引导,这些人可以在农村景观建设和传统文化保护领域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

用。 

3.3加强对传统民居的现代保护 

通过笔者的湿地考察,在益阳的农村地区,传统形式的建筑还有相当多的留存。这些传统民居往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具有

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因此,在农村景观设计过程中,应当对这些建筑进行保护,充分发挥其文化传承和保护的作用。 

首先,要正确做好乡村民居的整修和改造工作。在研究中,我们将益阳市的乡村分为传统村落、现代新村以及综合新村三种

主要类型,并针对不同的村落类型采取不同的整修和改造方式。例如,对于传统民居大量存在且保存完好的传统村落,在新农村建

设的景观设计中应该毫不犹豫地进行原生态保留,在不改变建筑外部形态的前提下进行内部改造,以满足居民现代化生活的需要;

对已经废弃的传统民居,可以在征得所有者同意的情况下,将其改造为展览馆、陈列室等公共用房,在使旧房新生的同时使人们感

受其承载的文化内涵。 

其次,要做好益阳农村新建民居的设计探索。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淀,是社会政治经济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层面的反映,对

人文精神和现代文化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当然传统文化只有与生活紧密联系,方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和传承。对益阳新农

村景观设计而言,可以通过在新建民居中融入传统元素,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例如,益阳地区近年来兴起了“农家乐”

之风,在农村住宅建设中,一方面利用现代技术使民居能够保证良好的生活功能,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石板、楠竹、木质门窗等

传统资源和手法,设计出富有传统文化意境的新民居。 

4 结语 

总之,益阳市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要重视农村景观设计中的传统文化保护,以政府为主导,积极引领广大农民和社会组织的积

极参与,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的景观设计,同时做好传统文化景观的挖掘和保护,塑造出具有现代人文气息,

同时又蕴含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村落景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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