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生态文化视角下的农村环境艺术设计探讨 

——以衡阳市北郊灵官庙村两个村组为例
1
 

范洲衡 邓 华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生态宜居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5 ） 

【摘 要】 以农村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为基础，进行农村整体生态环境艺术设计。以衡阳市北郊灵官庙

村为例，根据设计项目背景情况，以实现农村环境艺术设计三大效益为目标，在系统调查分析研究基础上，指出了

农村环境艺术设计的目标任务、理念原则及预期效果，并对两个村组的环境艺术设计总体内容进行了具体表现。 

【关键词】生态文化；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生态文明教育；农村环境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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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环境艺术是农村景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美丽乡村的人居环境，生态面貌以及生活质量等多个方面都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农村环境艺术既能体现出人类的艺术特色也能表现出大自然的生机勃勃，具有一种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

和谐美感。农村环境艺术设计对农村生态环境、整体布局、景观特色、文化内涵、生产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是创建“宜

居、宜业、宜游、宜文”的美丽乡村人居环境的基本方法。所以，对其进行设计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弘扬和建设生态文

化，是提高全民生态文明意识，形成生态文明建设良好风尚的重要举措。农村环境艺术设计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实现“美

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全球化与城市化强势发展的双重影响下，农村陷入生态困境与审美误区，“千村一貌”与城

乡文化同质化现象严重，传统乡土生态审美语境面临挑战。构建生态文化体系，需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

态文明观，切实提高农村生态文化传播能力，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支持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该项目地区生态文明建设

的有关情况，依托生态园林技术资源，提出注重文化教育传统，秉持生态文明精神，兴建生态文化设施，创作生态文化作品，

发展农村环境艺术文化产业。 

1 项目概况 

1.1自然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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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官庙村，地处衡阳市北郊石鼓区松木乡北部，面积 2.38平方公里，到市中心最近 9km,最远 13km,与衡阳县以横江河为界。

本村域是丘陵地形地貌，包括小山林、坡植地、乡民居、田园、菜地、鱼塘、溪流，整体地形西南高、东北低，成“W”字形地

貌特征。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温暖湿润，冬少严寒、夏少酷暑、年降水量 1500毫米，年平均气温 18。C左右，最冷的 1月

平均气温 5.8。C,最热的 7月平均气温 29.6。C。水土偏弱酸性，山地表层红壤丰厚肥沃，深层黄壤沙卵松软，林地、杂草地、

坡耕地、田园、菜园均有部分正在开垦或弃耕。本村东北方向是邻村的大型现代化生态养殖示范基地，东南有古树两棵、古井

多处。东边接壤湖南环境生物学院苗木科研生产基地的森林地段、图书馆、西大门等。东南接本市主干道公路旁的本地综合生

活服务小区园林绿化。西面是山地人工森林、池塘、民居、菜园、田园及本村广大区域。北望万亩良田及巍峨的国家级森林公

园峋峻群峰和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其中有市级保护文物清末民初的杨梅古桥和横江南岸滨水风景带。本村区域田园中有大量

的小溪、荷池、水塘。区域内植物生态茂盛，乔木郁郁葱葱、大多四季常青，灌木和花草冬枯夏荣、鸟语花香，植物主要种类

为香樟、桂花、杜英、含笑、木荷、桉、松、柏、枫、杉、栎、楝、构，竹、茶、枣、桃、李、檵木、木芙蓉、荷花、水草、

菊科、禾本科、玄参科、十字花科及多年生（宿根）花卉繁多。动物主要有昆虫、飞禽、爬行、两栖类、中小型哺育类，分别

有白鹭、草号鸟、野鸡、野兔、松鼠等野生动物频繁活动，白天少见迹象，自然生态环境条件相对优良。 

1.2社会经济条件 

灵官庙村位于松木片区最北端，东南连接 107 国道，与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接壤，西北与衡阳县邻村，北距离南岳

衡山风景名胜区 35km。全村辖 13 个村民小组，510 户，常住人口 2300 人，流动人口 13000 人，全村主要有何、洪、祝、刘、

张、朱等六大氏族。土地面积 3570亩，其中水田 1533亩，山地 1900亩，人均占有耕地面积 0.9 亩。有水塘 11。口,水利灌溉

渠道 21000 米，有通村水泥路 4500 米，通组水泥路 8800 米。村传统产业是农业，优势和特产是西瓜；现种植水稻、油菜、西

瓜、香瓜、橘子等经济作物共 800 亩；养殖业以鸡、鸭、猪为主及少量副业，如食品加工与服务、住房与车辆出租、特种养殖

生产等，年集体经济收入 4000元；人均年纯收入 9680元。 

“灵官庙”这个地名来源于本村中部的一座小庙，灵官是道教最崇奉的护法尊神。道教有五百灵官的说法。其中最有名的

“王灵官”，即南岳道家宫观的第一大殿中，镇守道观山门的灵官就是这位王灵官。原名“王恶”，经过修炼得道后得名“王

善”。村子里还有一个“白鳍庙”，谐音寓意为“百善孝为先”“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村子有一个灵官庙小

学，该村一直比较注重传统文化教育，培养了一代代村民子弟优良的社会道德作风。该村的“杨梅古桥”是一处清代遗迹，寓

意“学成归来,扬眉吐气”;村子北边有一条名为“横江”的小河横贯东西进入湘江流域的衡阳市最大的湿地生态公园。 

在平面图上何老屋与张老屋两个组的干道形成了一个“朱雀飞舞”的图像。以“杨梅桥村”桥头为起点的本村横江流域形

象一条“青龙入海”。据环境调查存在的问题：第一，农村民居环境待改善。旧房基本是“裸房”，没有“穿衣戴帽”，外观

度很差；新建乡村民居和旧有民居风格各异，排列略显杂乱，同时还存在不少棚户房、素砖瓦房和素水泥房。第二，生态环境

有待改善。目前基本上是“秃村”，村域内少见园林绿化花草树木；农民庭院绿化刚刚起步，过度硬化现象比较突出；公共绿

地、园林设施十分匮乏。第三，乡村景观环境要进一步保护和培育。由于缺少规划和管理，乱挖乱填、乱搭乱建，破坏河道等

现象突出；通过整治，环境卫生较好，人文景观保护与生态景观恢复得到重视。 

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灵官庙村面临百年难遇的重大发展机遇——衡邵怀高铁衡阳客运站坐落在村部大楼西南方向

1000米处，衡阳市南北交通主干道蒸湘北路延伸线直抵村部大楼，建成通车后到市中心的距离缩短至 10km以内，相邻的湖南环

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大门正对村部大楼。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关于《2017 年度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村庄名单》，灵官庙村被列入 2017年度省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重点村。 

2 设计思想 

2.1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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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村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以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三大具体目标任务为设计指导思想，全面实

现社会主义新农村总体建设目标任务，保护乡土文化和发挥农村自然生态景观资源优势，将旧的田园、菜园、果园与新的公园、

花园、校园结合起来改造，将其规划成融生态宜居、观光旅游、休闲娱乐、养生度假、生产示范、科技研发、文化教育于一体，

创新打造一个高水准服务于社区生态休闲、学校生态教育的农耕生态宜居文化教育产业基地（图 1）。 

 

2.2理念原则 

根据以人为本，尊重自然，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便于管理,加强自理的基本原则，绡合新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城市发展、

学校扩建为契机，广泛融资社会投入，将政府调配与民间资本相结合，农、工、商、学协调开发，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之路。

强调新农村园林环境景观艺术设计的艺术在于生态审美教育的启蒙,唤起人们对自然朴实之美的认识，从美学角度出发体现新农

村景观设计的生态造园理念，突出适用、经济、美观、朴实的设计原则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2.3预期效果 

（1）加快该区域新农村建设步伐，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新型农业的转型升级;（2）保护生态、生物多样性及地理环境景

观;（3）发展旅游事业，丰富文化生活，促进城乡交流；（4）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证农产品安全，产生经济效益；（5）体现

农村景观构成中的自然形态之美、生产生活之美、历史文化之美。通过城乡比较，鲜明地亮出农村的生态之美，让人们重新审

视自己的家乡，唤醒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热爱家乡的情感和朴素的价值观。 

3 设计项目 

3.1总体内容 

总体规划设计紧紧围绕“生态”二字展开初步规划设计，东南方向是本村主要入口区域何老屋组、张老屋组，为近期重点

建设部分。其中设计了五类标识系统的整体规划设计和“劳动光荣”的形象雕塑文化广场；东北部耕地开阔平整，村边小河川

流不息流淌而过，适宜专项旅游开发；东南方向阳光灿烂接壤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可规划设计为青少年活动场所，其中设

计了生态蔬果雕塑建筑展示馆、生态农庄农耕文化历史体验区，生态农业生产研发示范区；西部山林幽静，田野开阔，溪水蜿

蜒主要规划设计为生态休闲娱乐养生健身区。总体规划为“五标一场四区”体现生态宜居休闲旅游、生态文化展示体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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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启蒙教育特色。 

3.2具体表现  

在“五标一场四区”的设计要求中，将健康、开阔、宁静、朴实、劳动之美，通过自然田园、清洁卫生、乡土文化、手工

技艺、科学技术、自然材料之美，使各种人力生产、技术再生、人文古迹、名址名人等资源，促进农村景观环境艺术建设，发

挥政策、文化、科技、企业、信息、合作、关爱、美化的力量，提升生态环境设计、商业环境设计、公共环境设计、园林环境

设计、农家庭院设计、农村旅游环境开发与建设水平,将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3.2.1 五类标识系统的整体规划设计。本村作为一个地形地貌复杂的外向型区域系统，必须规划设计一个完整的标识系统,

即 

（1）入口处本村形象标识门及总平面标识牌。（2）简介知识牌。（3）交通道路指示牌。（4）提示警示牌。（5）公共服务标

识牌。各个入口以东南西北四个汉字作为造型，分别对应于不同功能分区，有东边生态科技型字形，南边青少年活泼型字形，

西边山林地休闲健身型字形，北边田园开阔高大型字形，恰如其分各具特色。在设计标识系统时，根据现场生态环境设施，设

计系统风格，展现生态形象和内在文化，确定各标识牌所放置的位置和数量、尺寸等。在标识系统制作中，多使用竹木材石料，

配以相应材料工艺和光伏 LED景观照明艺术设计，创造出贴近自然生态特点，与乡土环境氛围相得益彰。 

3.2.2“劳动光荣”形象大雕塑文化广场 

大雕塑是一位传统农民形象，扛着锄头，提着马镫，走在日落而归的途中。农耕“劳动光荣”这个概念必须成为一个核心

主题,融入整个生态环境艺术设计的方方面面，突出表现于生态文明教育的点点滴滴，集中表现为雕塑的传统农民形象，以现代

科技的艺术手法，融古今于一体的、大红色的大型轻钢架结构，无论在晨曦、正午、晚霞里，还是在风霜、雪雨、雷电中，其

形象都十分生动鲜明，岿然矗立在广袤的田野之中。 

3.2.3生态蔬果雕塑式建筑群展示区 

通过焊接钢结构、雕塑玻璃钢装饰，创作一批生态蔬果雕塑式建筑群和环境生活娱乐设施，展示普及生态农副产品的科学

生产、销售和消费知识，以充分吸引广大少年儿童们的兴趣和喜爱（图 2）,产生社会教育和地方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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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生态农耕文化生活历史体验区 

利用本村历史遗留下来的部分传统农耕土地、设施设备和工具材料，例如田园、耕牛、水车、锄头、镰刀、风车、斗笠、

蓑衣、陶器、竹筷、草纸、稻草等，通过再造再现传统农耕时代的土建筑、篱笆墙、石板路、泥荷塘、小溪流、木板桥等乡土

环境特点，对比出与城市环境生产生活的截然不同(图 3)。 

 

3.2.5生态农业生产技术研发示范区 

本区主要结合相邻高校的园林植物教学基地建设、畜牧兽医教学基地建设、生态文明现代化图书馆建设和本村现代化农业

生产生活实际等，来进行生态环境科学艺术专业知识的高效传播与展示教育。 

3.2.6生态养生休闲娱乐健身文化区 

本村的景观旷奥度比较明显，是由大面积田野和山林形成的，其水土情况特别适合广种各类竹子，以产生“曲径通幽”、

“无竹不居”的宜居效果，开发“竹文化”创意主题村落，并将其打造成乡村自行车骑行线路；举办竹文化节和乡村自行车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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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观赏赛，建设花卉观赏园、采摘园和特色农家乐；依托山势地形、田园流水开发水陆赛道，承办各种主题越野车赛、漂流赛；

完善配套设施，修建停车场、凉亭、走廊等，提高接待能力，形成集观光、休闲、健身和餐饮为一体的“城市后花园”。依托

区域生态资源，建设“都市生态绿洲湿地公园”延伸功能区。除了管护好已种的樟树、银杏树、桂花树及适地果树和花灌木及

棕桐科植物和地被花卉外，还应大力恢复适生的本土经济果树林、保健养生类植物、鸟食密源类植物、多样的水生湿地植物等，

以区别城市常用植物品种，并按照 3A级旅游景区标准建设风景路、风景河、风景亭台廊阁塔等配套服务设施，开发乡村娱乐采

摘项目。依托相邻高校森林植物园林基地，建设郊区“世外桃源”。充分发挥其生态生活功能，面向群众开放作为休闲娱乐健

身场所和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图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在此村特别设计了一个代表村里地名的“灵官庙”民俗主体建筑于本村

何老屋后山上的松树林中，还在本村地形最高处设计了一个瞭望本村全景的传统高阁楼塔，与每一个功能区域相呼相应，相得

益彰。然而，如果没有本村整体环境系统各个方面的技术与艺术设计、建设与管理相配合，仅此某一两个代表性的东西是达不

到全村保护开发建设整体效果的，在此特别强调的是无论哪一项功能技术设计，还是哪方面环境艺术设计及建设管理，都要尽

可能处理好与城市生态环境的区别与协调，充分展现出生态与人文、现代与传统巧妙结合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与农村生态环境

艺术设计的应用，突出美丽新农村环境建设的整体景观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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