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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类，并总结出目前助力所聚焦的层面；以定性研究的方法，分析艺术助力现况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有

针对性地提出改善升级策略。结论 “艺术助力”是传统村落保护性复兴和传承性发展的有效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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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of "Artistic Assistance" in Luoyang Traditional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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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

ing problems of the artistic technique of Luoyang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explore the basic strategies of artistic assistance 

in the revit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ree aspects: image, industry and culture. First, 25 representative tradi-

tional villages a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by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econd, based on typology classifi-

c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the content of the existing art aid is categorized and the current focus of the aid is summarized. 

Last, improvement and upgrading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

rent situation of art assistance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rt assistance"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revitalize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 assistance strategy includes three aspects: image, industry and culture. The design of visual rec-

ognition system helps build the village image, the integration of design and marketing helps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economy, and the introducing of design thinking helps the revival of local culture.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 art assistance; strategy research; rural revitalization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传承与延续的宿体，历史信

息在此逐层叠加、农业社会在此延续演变、乡土文化

在此不断更迭[1]。然而，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下，

传统村落与其他村落一样，也面临着人口流失、文化

断层、环境破损等问题。“艺术助力”是在遵循环境

风貌“在地性”、乡土文化“原真性”、村落社会“本

真性”的前提下，以辅助的形式将艺术化的手法介入

村落发展中，以激活村落的内在潜力，实现村落有机

再生的重要方法。本文以洛阳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

对修复村落风貌、推动村落振兴的艺术助力策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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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研究背景 

传统村落，最初被称为“古村落”，指的是建成

时间较为久远的村落[1]，与其他类型的村落相比，其

最大特征包括 2 点：传统村落包含了大量的传统建筑

和完整的规划格局，系统地记录了人类的活动遗迹，

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村落中保留着传统的宗族社会秩

序和典型的农耕经济形态，是中国农耕社会的缩影。

因此，相比其他村落的现代化建设而言，传统村落的

振兴应格外注重空间形态的保护性和传统文化的传

承性。 

“艺术助力”是在保护乡村原有风貌的基础上，

将艺术形式与乡村发展的目标逐层对接，探索其中的

结合点，然后通过不同艺术形式的介入从多方面助力

乡村振兴的重要方法[2-3]。以“乡村为主、艺术为辅”

的助力理念[3]，既尊重了乡村风貌的“在地性”，保

持了风土人情的“原真性”，维护了村落文化的“本

真性”，也为社会变迁中村落主体性的保护提供了可

能，同时，也能为村落振兴中的环境升级、品牌打造、

文脉传承等具体内容作出积极的尝试。国内外通过艺

术助力推动乡村发展的案例不胜枚举，如韩国釜山的

甘川文化村在保持原有阶梯式特色民居建筑群的前

提下，通过墙体壁画、景观雕塑、画廊等公共艺术，

改善了原有的空间视觉形象，这样的设计使该村落荣

获了联合国人居署颁布的亚洲都市景观奖，还使其连

续数年的游客量都高达 300 万人次以上，成为了韩国

釜山的地标性场所[4]；日本“越后妻有”村的再生，

既最大限度地维持了村落原有的自然风貌，又借助大

地艺术节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5]，以文化观光、空

间体验的形式激活了村落空间的“生产力”，仅 2015

年的经济效益就达到了 50 亿日元；安徽省黟县的碧

山村以村落为重心，通过实践互助、协同创作的“碧

山计划”，把“创意点”转换为艺术产业，以宏观的

文化重构和微观的空间改善实现了“艺术对乡村的复

兴”，仅 2019 年第 1 季度，黟县接待的游客数量就达

到 16.2 万人次，共创汇 3950.8 万美元，同比分别增

长 10.6%和 11.3%[6]。综上，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的反馈可知，“艺术助力”是现阶段传统村落保护性

复兴和传承性发展的有效路径之一。 

2  洛阳传统村落艺术助力的现况分析 

近年来，洛阳市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工作，先

后发布了《洛阳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共洛阳市委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洛阳市乡村产业振兴行动

计划》等重要文件，并在专业扶贫、社会扶贫、行业

扶贫等层面进行了大量的一线工作，且取得了明显的

成效。洛阳传统村落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发展，下面

将对洛阳传统村落艺术助力的现况进行分析总结，为

艺术助力策略的研究提供定位依据。 

2.1  研究对象的基本概况 

洛阳作为我国四大古都之一，有着上千年的历史

沉淀，文化遗迹更是比比皆是，其中就包含了大量的

传统村落。至今为止，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洛

阳传统村落共有 25 个。本节以这 25 个村落为研究对

象，通过实地调研、资料查阅等方法对各村落的发展

现况进行概括，具体内容见表 1。 

2.2  艺术助力现况的分析 

从艺术助力的视域分析，25 个传统村落的助力

主要集中在村落形象、地域经济、乡土文化 3 个方面，

具体内容如下。 

2.2.1  村落形象 

1）现况总结。虽然因为时间问题，各村落空间

环境改善的程度不同，但作为提升人居环境质量的必

然步骤，艺术在村落形象中的助力参与度为 100%。

主要是围绕建筑设计修复村落古建筑、景观设计营造

休闲游园、绿化美化乡村主干道等方面展开。其内容

主要包括 2 个部分。第一，“保护+修补”。在不改变

原有村落格局及传统建筑造型的前提下，通过修缮建

筑外观、升级乡村道路、完善基础水电、增设现代公

厕等公共设施，使乡土特色与生态宜居并存，如甘泉

村，其原有的组团式古建筑群得到了保护与修复，并

成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第二，“传承+迭

代”。在维持村庄形态、保留乡情风景、延续传统风

貌的目标下，探寻传统村落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如

乡土景观、研学基地、乡间民宿等，对空间的功能属

性、造型结构等进行迭代升级，促进传统村落与新时

代的和谐共生，如栾川县的民宿产业、嵩县的农旅研

学基地等。 

2）问题梳理。根据前期调研来看，25 个传统村

落的空间形象改善都采用了村落原有的建筑色彩体

系、材质肌理、工艺造型等元素，因此，空间环境的

视觉效果统一规整。然而，除此以外，景观小品、公

共导视等基础设施与环境的关联性并不高。另外，整

体空间形象的差异化不明显，地域特征不突出。这主

要是由于视觉识别系统设计与使用的缺失所造成的，

据不完全统计现仅有魏家坡村、大王庙村、苏羊村 3

个村落完成了整套的视觉识别系统设计，但是目前只

有魏家坡村开始将其应用于村落形象中，且使用范围

也仅限于网络推广。 

2.2.2  地域经济 

1）现况总结。根据大致统计情况可知（见表 2），

地域经济中的艺术助力多集中于文旅产业和特色农

副产品中，但整理情况并不乐观，除空间环境改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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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对象的基本概况说明 
Tab.1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object 

县 村落名称 发展概况 

小浪底镇乔庄村 

乔庄村的人口已经大量搬出，目前的村落处于“空心村”状态；因为其古建筑

群的保存状态良好，该村成为了各大院校的写生基地，并在周边建设了写生

所需的基础设施 

朝阳镇卫坡村 
卫坡村的建筑得到了良好的保护与修复，村落的公共环境也得到了很大的改

善，同时配合文旅产业，还增加了各类沉浸式演艺节目 

常袋镇石碑凹村 
该村先后建起了小游园、水冲式公厕、文化休闲广场和休闲游园，绿化、美

化村主干道 4 公里，见缝插绿 6000 平方等，整体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城关镇寺河南村大阳河村 村落的公共空间得到了改善，部分主要建筑得到了修复，并建设了博物馆 

孟津县 

（5 个） 

横水镇横水村 村落的公共空间得到了改善，部分主要建筑得到了修复 

汝阳县 

（1 个） 
蔡店乡杜康村 

以村落为中心，在保护修复原有古建筑的基础之上，建设了杜康风情社区，

并以杜康酒特色产业，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石井镇寺坡山村  

石井镇东山底村 特色产业：林产业 

北冶镇甘泉村 特色产业：瓷业 

仓头镇孙都村 

保护修复老建筑、提升改善村落环境，大力发展文

旅产业 

核心产业：种植业 

新安县 

（5 个） 

铁门镇土古洞村 
打造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红色文化、古代军事文化、民俗文化为一体的

景区；全村森林覆盖率已达 40%，被誉为“国家森林乡村” 

嵩县 

（1 个） 
九店乡石场村 

当地政府依托该村现有资源，在保留村子原始风貌的情况下，对房屋、街道

以及周边环境进行改造、维护，成为当地的特色文化观光地—“石头部落”

上戈镇上戈村 修复改善村落环境，发展乡村游、农家乐等文旅项目，与当地特色农产品苹果 

河底镇城村 

东宋镇丈庄村 
保护修复老建筑，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增加文旅产业带动经济收入 

底张乡草庙岭村 整治村容村貌，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烟叶和乡村旅游业 

洛宁县 

（5 个） 

 

下峪镇后上庄村 
村落的公共空间得到了改善，主要建筑-王家大院得到了修复，文旅产业开始

逐步发展 

宜阳县 

（1 个） 
张坞镇苏羊村 

空间形象开始了局部改善、与高校合作制作了相关的周边但是并未投入使用，

大力宣传与保护当地的苏羊竹马表演 

潭头镇大王庙村 
整体的村落空间按照其原有的夯土建筑形式得到了良好的修缮，已经成为了

网红打卡村落，相关文旅产业、农副产业也随之发展 栾川县 

（2 个） 
三川镇火神庙村抱犊寨 

以旅游观光、古寨文化及影视拍摄为主，并设计了特色活动项目绿林抢亲、

抛绣球、血战抱犊寨，修复村落空间形象的同时，还建设了红色教育基地 

白河镇下寺村 以银杏节带动旅游 

白河镇大青村 

保护修复老建筑、提

升改善村落环境 
以食品饮料厂、构件厂、家具厂、生物肥厂、缫丝厂、

建筑材料厂村内企业为主要经济产业 

白河镇白河街村 
村落的空间修复与改善工作以于 2006 年基本完成，文旅产业开始逐渐发展，

主要产业为养殖业 

白河镇火神庙村 修复古建筑、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大力发展经济林和火神文化 

嵩县 

（5 个） 

九店乡王楼村洼口村 2020 年政府启动了对村落环境的改善工作，并开始了文旅产业的建设  

 
艺术助力在其他文旅项目中的参与度仅有 32%，在农

副产品中的占比仅为 16%。然而，对于已有的助力模

式，在文旅层面常通过微博、抖音、报纸等各类营销

媒体，结合艺术事件、艺术活动，如殷桃节、草莓节、

庙会等，打开传统村落的文化旅游市场；在农副产品

中，对传统村落的特色农副产品进行品牌化升级，从

而促进其特色产业的发展，如上戈村的苹果、杜康村

的杜康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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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地域经济发展情况 
Tab.2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县 村落名称 文旅产业 经济产业 

小浪底镇乔庄村 写生基地  

朝阳镇卫坡村 啤酒节  

常袋镇石碑凹村   

城关镇寺河南村大阳河村   

孟津县（5 个） 

横水镇横水村   

汝阳县（1 个） 蔡店乡杜康村  杜康酒 

石井镇寺坡山村   

石井镇东山底村   

北冶镇甘泉村  瓷业 

仓头镇孙都村   

红色文化  

古代军事文化  

民俗文化  

新安县（5 个） 

铁门镇土古洞村 

“国家森林乡村”  

嵩县（1 个） 九店乡石场村   

上戈镇上戈村  苹果 

河底镇城村   

东宋镇丈庄村   

底张乡草庙岭村  烟叶 

洛宁县（5 个） 

下峪镇后上庄村   

宜阳县（1 个） 张坞镇苏羊村 苏羊竹马表演  

产学基地  
潭头镇大王庙村 

红色教育基地  

古寨文化  

影视拍摄  

栾川县（2 个） 

三川镇火神庙村抱犊寨 

红色教育基地  

白河镇下寺村 银杏节  

白河镇大青村   

白河镇白河街村   

白河镇火神庙村 火神庙会  

嵩县（5 个） 

九店乡王楼村洼口村   

 

2）问题梳理。目前地域产业的发展更倾向于传

统产业，以线下实体经济为主，就目前艺术手法在其

中的介入情况而言，大多停留在表象层面，如对农产

品包装的设计与升级。虽然已有部分村落开始通过艺

术事件、艺术活动等发展新型的文旅产业，但根据近

5 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其整体数量并不多，仅有乔庄

的高等院校写生基地、大王庙村的产学基地、魏坡的

沉浸式实景演艺节目《魏坡谣》和节庆类活动啤酒节、

抱犊寨村的特色文旅项目绿林抢亲、抛绣球、血战抱

犊寨等，但其影响度尚待提升。整体来看设计思维与

地域经济的融合度不高，从设计营销的视角出发，通

过艺术“造事”的形式发展的多元化新型经济并不丰

富，因此，目前洛阳传统村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趋于

同质化的现象。 

2.2.3  乡土文化 

1）现况总结。乡土文化主要集中在物质文化层

面与非物质文化层面。在物质文化层面，主要是对传

统建筑、村落历史、民俗文化的展示，同时也会采用

视觉营销的方法打造地域特色文化标签，并围绕其标

签展开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以提升传统村落的辨识

性，但是 25 个村落中仅有魏坡的“豫西地区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建筑群”、杜康村的“杜康酒文化”、

甘泉村的“碗窑岭”、土古洞村的“国家森林乡村”、

石场村的“石头部落”、大王庙村的“古村落活化石”、

火神庙村抱犊寨的“古寨文化”、下寺村的“中国银

杏之乡”、火神庙村的“火神文化”，9 个村落有自身



322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8 月 

 

的文化标签；在非物质文化层面，主要是通过美育的

形式对传统技术、民俗文化等进行传承，以提升乡民

的艺术素养、培养其文化自信、激发乡民的主体意识，

进而促进乡民参与村落振兴的主动性，但因为大部分

的村落尚处于初步开发阶段，所以关于乡民美育的推

广并不广泛，但孟津、洛宁、新安的部分村落已经展

开了积极的探索，如孟津县的国画牡丹创作培训，唐

三彩、牡丹石等传统制作工艺的传承，对本地的民间

艺术进行挖掘与整理，以艺术培训的形式对其进行传

承，既保护了传统技艺，又增加了乡民的副业收入[7]。 

2）问题梳理。因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载体是人，

所以存在的不可控因素较多，因此现有的艺术助力多

聚焦于以实物形式所呈现的物质文化层面，且以陈列

展览的模式为主，如祠堂、家庙、绣楼、学堂等，将

非物质文化融入其中以研学体验、民俗参与、文创开

发、美育活动等动态化保护传承的形式虽已出现，但

其数量相对较少，且大部分活动都存在持续性不强、

系统性不强、深入性不足等问题。 

3  洛阳传统村落的艺术助力策略研究 

整体来看，现有的艺术助力从不同程度上，推动

了传统村落的发展，但仍存在一些阶段性的问题。本

章节结合艺术赋能的理念，借助城市营销的三重关系

论[8]，根据洛阳传统村落艺术助力所聚焦的 3 个层面

以及存在的问题，对洛阳传统村落的艺术助力策略进

行研究。 

3.1  形象助力：打造传统村落视觉识别系统，助力

传统村落视觉名片的建设 

村落物理空间的改善为村落振兴提供了良好的

环境基础，视觉识别系统的设计为村落的品牌形象塑

造与传播提供了保障[9]。视觉识别系统是指以设计的

手法，塑造出的具有识别功能的系统化符号标识，是

村落品牌效应形成的重要媒介[10-11]。视觉识别系统在

平面范围内实现了快速且广泛的传播，提升了村落的 
 

知名度[12]；在空间范围内，优化了交通秩序、强化了

视觉差异性，进而增强了空间的体验满意度[13]。 

对洛阳传统村落而言，其视觉识别系统应从“内

外双循环”的形象设计和线上线下的多场景展开。首

先，因为大部分洛阳传统村落的视觉识别系统都处于

起步阶段，所以其首要工作是打造视觉识别系统的形

象。“内”“外”指的是村落识别系统的受众，“内”

代表本地居民，“外”代表外地居民。对内，要实现

文化认同，视觉识别系统的符号形象要与本地居民思

想认知达到高度认同，即视觉识别系统的图像造型是

当地大多数人所认为的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要素；

对外，要做到图像共识，其图像造型要简易且具有高

度的识别性，使外地受众能够快速辨识出图像所代表

的信息，从而了解传统村落的特色文化。遵循内外双

循环的原则，对内可培养其文化自信心，对外可提升

其文化传播力。传统的视觉识别系统多应用于空间导

视系统、观光地图、周边产品等实物中，线下场景的

应用能够提升空间体验的满意度，加强受众对其品牌

形象的理解；线上场景主要是各村落的数媒形象，通

过数字化处理将其应用于客户端的操作界面中，便于

其品牌标识的快速扩散和品牌认可度的无形培养。 

3.2  实践案例：大王庙村视觉识别系统设计 

洛阳大王庙村，地处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潭头镇

镇北，距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因为其村落风貌受

到了相应的保护与改善，所以其文旅产业得到了快速

发展。为了更好地推广村落，潭头镇政府与地方高校

合作（见图 1），打造了大王庙村的专属视觉识别系

统（见图 2）。针对字体设计，选择与建筑风格一致

的沧桑且具有分量感的古风字体作为原始字体，然后

再与传统屋顶飞檐翘角的元素相结合，对字体的笔画

进行调整，根据建筑粗糙的夯土墙面，为字体添加相

应的视觉肌理。以此方法类推，延伸出更多的“村落

文字”。针对色彩设计，对村落的自然色彩（风景、

天空、植物、农作物等）、人工色彩（老建筑、公共 

 
 

图 1  合作协议 
Fig.1 Cooperation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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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部分视觉识别系统设计图 
Fig.2 Design of visu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空间、基础设施等）、人文色彩（历史、民俗、人文

情感等）进行取色与归纳，通过明度对比将各类颜色

依次排列编辑成谱，根据村落的特性，设计出其配色

组合。针对造型设计，使用符号学的设计方法，从老

建筑的结构形态、构成要素等方面，提取相关的符号

元素进行再设计。之后对文字、色彩、造型 3 类基础

元素进行组合，设计出系列化的识别符号，并将其应

用于导视系统、农产品包装、文创产品中。对线上线

下的协同推广来说，线上指的是通过地方权威媒体或

者自媒体，在微博、抖音等平台上对其进行推广，并

为大王庙村开设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相关的节庆活

动。线下指的是将视觉识别系统应用于村落公共空

间、产学基地、河大抗战办校旧址等各类空间环境中，

以及村落的节日庆典、研学活动、艺术论坛、爱国教

育等情景环境中，从而塑造村落的整体视觉形象。 

3.3  产业助力：融合多类型艺术设计方法，推动特

色化村落经济的发展 

《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 年）》指

出：产业发展应突出其特色化、差异化、多样化，丰

富产业内容，创新产业方式。“交叉-融合-创新”的方

法是实现经济发展多元化、地域经济特征差异化的有

效途径。如 2020 年“国际茶日”县长直播带货活动，

将互联网技术与电子商务相结合，活动首日，销售

总额就突破了 6 000 万元[14]。贵州舍烹村，将农业产

业与文旅产业相结合，通过景观设计将农田打造为

地域特色鲜明的“农旅”观光景区，并成为贵州省

同步小康创建的最佳示范村。公益助农品牌——“27°

农”，以品牌化的形式将多个贫困县的农产品整合，

通过视觉设计创建农产品的品牌形象，以电商平台

促进产业发展，至今已帮助 3 600 户贫困家庭实现了

减贫增收[15]。 

从艺术设计角度构建的“交叉-融合-创新”，主

要是将多类设计学科、设计方法等融入传统村落的各

个产业中，以“不确定性”的交叉组合搭建艺术与村

落经济的联系（交叉）；以科学的方法探索艺术与经

济的关联性，并将其关联点与交叉点融合为一体（融

合）；以创新性的设计方法对融合为一体的交叉点进

行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创新）。交叉，对村落特色

产业进行“产品化”细化，将各类型的设计学科明细

化，对设计方法进行逐个罗列，之后对各部分进行交

叉组合。融合，交叉组合后会得到新的分组，根据“产

品”的内容、特征、属性等，廓清与其建设相关的艺

术设计维度，对其搭配组合的可融合性进行评估，去

“糟”留“精”。创新，从具体细节入手，对新的组

合形态进行丰富，从互动设计、沉浸设计入手，优化

文化观光的空间体验度；从参与式设计、协同设计入

手，升级文旅产业中的人文风光；从服务设计、文创

设计入手，拓展村落经济产品的运营模式与品牌形

象。最终是评估环节，使用 SWTO、PEST、机会威

胁矩阵等常用的市场营销环境分析法，对传统村落的

经济产业进行评估，从中选择出市场前景较好的村落

“产品”，投入市场运行，以实现“特色产业”的多

元性与创新性。 

3.4  实践案例：魏（卫）坡村多元化特色经济产业

打造 

孟津魏（卫）坡村，坐落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

是洛阳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建筑群。魏（卫）坡村

的复兴，以其最具地域特色的“老屋”为“产品”，通

过“老屋修复（建筑设计）—品牌打造（艺术营销）—

艺术活动（艺术策划）”3 个层面的交叉融合、逐层

扩展[16]，打开了文旅市场。通过对老建筑的缮治，为

村落的发展提供了“老屋”展示与体验、游客接待与

游览的基本功能（见图 3）。在此基础之上，以“洛

阳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建筑群”为文化名片，

强调其文化遗产的悠久性与独特性。在文化品牌的引

领下，策划开展了“共话研学”“四大发明”等研学

活动、“乡村文化旅游节”“汉服庆典”“丰收节”“千

叟宴”等节日庆典、“千年麻布彩绘”“青少年书画大

展”等艺术展（见图 4）。一系列的艺术活动提升了

魏（卫）坡村的知名度，借助自媒体对魏（卫）坡村

的人、物、事、景等进行宣传，使魏（卫）坡的“文

化古村落”形象深入人心。以“交叉-融合-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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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建筑环境修复与设计 
Fig.3 Architectural environment restoration and design 

 

 
 

图 4  魏（卫）坡村相关艺术活动 
Fig.4 Art activities in Weipo Village 

 

方式打造的具有多元特色的复合型文旅产业，市场反

馈情况良好，2016 年十一黄金周期间，魏（卫）坡

村共接待 15.3 万人次，营业收入超过百万；2017 年

春节期间，共接待游客 32.62 万人次；2018 年春节的

中国年活动，共吸引游客 112 万人次，文旅产业相关

收入合计约 3 000 万元[17]。 

3.5  文化助力：导入创新性设计思维方式，驱动乡

土文化的复兴 

艺术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起着强有

力的助推作用，设计思维是艺术助推作用得以实现的

有效保障。设计思维是对设计行为的统筹规划、问题

解决方案的论证推敲，是将艺术由“造物”转为“谋

事”[18-19]、由“表”助力转向“里”助力的复合型问

题解决模型。如福建龙潭村通过公益艺术画室的形式，

重塑了乡民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的增强改变了乡民的

生活方式，激发了本地创意文化的发展，在不到 2 年的

时间里，不断有新村民加入、打工人返乡，龙潭村常住

居民由 150 人增加到了 400 多人，实现了人口回流[20]。 

针对洛阳传统村落在文化层面已经形成的模式，

从艺术育人、艺术造事、艺术生活 3 个方面导入设计

思维，从育人层面激活传承主体、从造事层面挖掘创

意性、从生活层面演绎活化传承，旨在对洛阳传统村

落现有的文化发展模式进行完善与升级。艺术育人，

通过绘画、手工艺等课程传授技艺，培养乡民的艺术

思维；通过村落环境的改善、乡村基层文化阵地的建

设，营造乡民生活的艺术氛围。艺术造事，现有的文

化开发主要集中在传统文化产业上，将设计营销的理

念和 CIS 理论融入其中，通过艺术活动打造标志性的

艺术事件，促进村落文化产业的发展，如山西许村的

国际艺术节、韩国安东的假面舞会。艺术生活，通过

育人将艺术理念带入乡民的生活理念中，通过“造事”

丰富乡民的生活内容，生活理念与生活内容的改变，

增强了乡民与乡村建设的互动，以及对文化传承的参

与，进而促进了乡村生活景观的打造。 

3.6  实践案例：爱和小镇艺术驱动文化再生的探索 

爱和小镇，位于洛阳市洛宁县，是洛阳地区典型

的设计思维助力传统村落振兴的成功案例。秉承“艺

术扶贫/教育扶贫/美育扶贫”的理念，把艺术育人、

艺术造事、艺术生活结合在一起，通过对乡民思想意

识、生活理念的培养，激活社会的内在潜力，推进乡

村社会的正态发展[21]。公益艺术快闪活动——“中国

当日艺术展”，通过艺术活动邀请艺术家参与，在提

升当地知名度的同时，也将活动所募集到的 94.8 万

元经费应用于当地的美术教育中，在小学设立“美教

教室”，惠及当地 7 万多中小学生；连续举办 7 届的

“小手画三彩”国际儿童三彩釉画大赛，征集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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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地的小朋友进行绘画教学，并组织小朋友们参与

釉画大赛，通过艺术的学习与创作，培养山区儿童的

艺术素养；“乡村艺术公园”建设，通过露天观景台、

“缸文化”小径、植物景观设计等基础项目，将艺术

形式融于生活环境，并聘用当地贫困户参与景观的维

护，共聘用 23 人次，每人每年收入可达 2 万元以上

（见图 5）。爱和小镇的艺术助力促进了当地文旅产

业的发展，近年来年均游客达到 8 万余人次，收入 2 000

余万元，逐步实现了稳定增收，同时也提升了乡民文

化自信心与自豪感。 
 

 
 

图 5  爱和小镇艺术助力图示 
Fig.5 Aihe Town project illustration 

 

4  结语 

在如今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以保护性复兴和传承

性发展为中心，从“现况分析—发现问题—解决方案”

的基础研究思路出发，以艺术设计的形式“穿针引

线”，与已有的村落形象、地域经济和乡土文化的发

展结合起来，针对每个层面所存在的问题构筑一个

“立体”的艺术助力策略。村落形象，在现有的村落

风貌得到良好修复的基础上，提出视觉识别系统的设

计，为村落打造特有的品牌形象；地域经济，针对已

有经济产业以传统模式为主的现况，通过跨界融合的

思路，设计新型体验式经济产业；乡土文化，从文化

空间的保护转向“空间文化”的重构，以美教的形式

建立人与乡土文化的联系，助力乡土文化的延续与演

绎[22]。通过形象助力打造村落的品牌形象、产业助力

推进村落的品质产业、文化助力营造村落的品质文

化，各部分相互融合、互相推进，从而实现传统村落

的保护性复兴和传承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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