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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旨在通过乡村的建设发展激发乡村的内在潜能,
 

塑造村庄现代化

风貌,
 

并使农民重返乡土秩序的和谐.
 

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使命及其任务的复合性与风景园林学科的内涵特点之

间存在耦合关系,
 

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而是循环往复,
 

生生不息的“阴阳太极”式结构.
 

风景园林作为人

地关系协调者、
 

产业融合的催化剂,
 

必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驱动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赋予了

风景园林研究更多更新的领域和更加广阔的新舞台,
 

必将激发出风景园林前所未有的新动能.
 

因此,
 

风景园林学的

发展应当抓住新时代契机,
 

让乡村建设带动独特的中国风景园林学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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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
 

inner
 

potential
 

and
 

shape
 

the
 

modern
 

style
 

of
 

the
 

village,
 

and
 

returning
 

the
 

peasants
 

to
 

the
 

harmony
 

of
 

the
 

local
 

or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as
 

proposed
 

in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re
 

is
 

a
 

certain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complexity
 

of
 

tasks
 

with
 

the
 

connotation
 

char-
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is
 

is
 

not
 

a
 

simple
 

linear
 

relationship,
 

rather
 

than
 

a
 

cyclical
 

and
 

e-
ternal

 

"Yin
 

and
 

Yang
 

Taiji"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s
 

the
 

coordinator
 

of
 

human-
land

 

relationship
 

and
 

the
 

additive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will
 

inevitably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Unprecedented
 

new
 

kinetic
 

energy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will
 

be
 

inspir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
nities

 

of
 

the
 

new
 

era,
 

revitalize
 

new
 

Chinese
 

life,
 

bring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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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风景园林正式被国家确认为一级学科,
 

“风景园林历史理论与遗产保护”
 

“大地景观规划与

生态修复”
 

“园林与景观设计”
 

“园林植物应用”和“风景园林工程与技术”为风景园林一级学科下设置的

5个二级学科,
 

这给予了风景园林学科发展十分丰富的想象和空间.
 

2013年12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
 

“中国要强,
 

农业必须强;
 

中国要美,
 

农村必须美;
 

中国要富,
 

农民必须

富”.
 

为此,
 

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要求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

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
 

不难看出,
 

乡村振兴是全方位和全领域的振兴,
 

并不是单纯局限于经济领域,
 

包括了生态环境的振兴以

及文化、
 

教育的复兴等,
 

乡村振兴需要的不仅仅是乡风的文明、
 

宜居环境的“颜值”展现,
 

也需要通过园

林产业与乡村产业的深度融合来提升乡村的“内涵”品质,
 

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深入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真正实现乡村现代化.
 

乡村振兴不仅为风景园林这一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广阔空间,
 

更寄

予了新的期盼,
 

当然也赋予了风景园林学科全新的使命.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
 

风景园林学科如何

发展,
 

应值得每一个风景园林人思考.

1 乡村振兴与风景园林的耦合性

1.1 从乡村运动发展时间轴看

“振兴”一词,
 

本质上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乡村的地位与作用,
 

清楚表明了我国乡村在历史上曾经有过

的辉煌与成就,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体现了历史的传承与使命的延续.
 

其实,
 

我国重视乡村的观念始于春

秋战国时期,
 

古代著作《吕氏春秋》
 

《乡约》以及老子“修之于乡,
 

其德乃长”、
 

孔子“吾观于乡,
 

而知王道之易

易也”等论述均体现了对乡村重视的意识和早期乡村文化建设的思想;
 

晚清时期,
 

米鉴三父子在翟城村的

实验以及地方实力派的乡村建设,
 

开展了“村治”活动,
 

并制定了《看守禾稼规约》
 

《保护森林规约》
 

《查禁赌

博规约》,
 

开启了民国早期的乡村建设[2];
 

民国年间,
 

乡村建设呈现出了高潮态势,
 

全国各地开始进行大量

乡村建设的试验,
 

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较为著名的案例有卢作孚的北碚模式、
 

晏阳初的定县模式、
 

梁漱

溟的邹平模式和陶行知的晓庄模式等,
 

特别是卢作孚提出的“愿人人皆为园艺家,
 

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
 

“地方皆清洁、
 

皆美丽、
 

皆有秩序、
 

皆可居住、
 

皆可游览”
 

“不只要发展乡村经济,
 

更要让它环境优美”等思

想,
 

对今天中国乡村振兴实践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在20世纪30年代,

 

以陈翰笙、
 

薛暮桥等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开始对旧中国的乡村问题进行较为系

统的调查、
 

思考与研究,
 

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在革命风暴时期的探索、
 

1950年代

中后期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初步实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几个重要阶段,
 

培养了一大

批革命知识分子,
 

他们积极探索“三农”问题,
 

为我国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2].
 

进入21世纪以

后,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新时代全方位的乡村振兴战略实

践,
 

美丽乡村建设正方兴未艾.
从乡村运动发展时间轴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乡村建设理念萌芽较早,
 

早期都是学者、
 

实业家和民间力

量主导;
 

只有在1949年以后,
 

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后,
 

乡村建设才得以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进行推

进.
 

从总体上不难看出,
 

各时期乡村振兴的内容与任务,
 

生态环境与景观建设都是其核心,
 

因此乡村振兴

与风景园林的关系十分密切.
1.2 从乡村振兴战略任务看

乡村振兴的根本任务是要激发广阔乡村的内在潜能、
 

优化城乡资源空间配置、
 

重塑乡村生态环境及风

貌、
 

营造新时代乡村生活空间、
 

修复与保育文化自信之根等,
 

实现“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
 

“从村容整洁

到生态宜居”
 

“从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
 

“从文明和谐到乡风文明”的目标.
 

风景园林学的理论与实践均与乡

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和目标任务间具有很高的契合度.
1.2.1 风景园林塑造乡村外观“颜值”

我国广阔乡村的“颜值”应主要体现在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两个方面,
 

而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与风景

园林的学科使命———人居环境建设和历史文化传承息息相关.
 

一方面,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因

此,
 

应该根据风景园林的理念与理法,
 

遵循大地艺术法则,
 

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改变乡村脏乱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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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
 

加强乡村生态环境治理,
 

构建稳定和谐的乡村自然体系,
 

营造“天人合一”的宜居环境和独特乡村景

观风貌.
 

另一方面,
 

乡风文明既是新时代乡村振兴发展的保障,
 

也是乡村文化和精神文明对外展示的形

象,
 

风景园林本身不但是文化的载体,
 

而且还是文化的传承者与传播者,
 

风景园林必将重塑乡风,
 

助力

乡村文明.
1.2.2 风景园林提升乡村内在“品质”

现代化的乡村绝不仅需要“颜值”佳,
 

而且应是农民富、
 

产业兴、
 

可持续发展内动力强的生长有机体,
 

因此,
 

必须提升乡村的内在“品质”.
 

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既是乡村振兴的根本,
 

也是乡村内在的“品质”要
求.

 

园林产业被誉为“朝阳产业”,
 

特别是花卉苗木生产在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
 

通过发展园林产业,
 

加速一、
 

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
 

促进乡村旅游业发展,
 

在塑造乡

村的外观“颜值”的同时,
 

更有效地提升了乡村的内在“品质”,
 

意义重大.

图1 风景园林与乡村振兴动态关系

1.3 从风景园林学科内涵看

风景园林具有“时间”+“空间”
 

“意向+具

象”的属性,
 

在风景园林的“道、
 

法、
 

理、
 

术、
 

意、
 

象、
 

制、
 

用”的基本范畴内[4],
 

风景园林与乡村振

兴间存在循环往复,
 

生生不息的“阴阳太极”式结

构的耦 合 关 系(图1),
 

而 非 简 单 的 线 性 关 系.
 

“融”是其核心,
 

既是新时代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

关键,
 

也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风景园林的

“道、
 

法、
 

理、
 

术、
 

意、
 

象、
 

制、
 

用”将乡村振兴的

生产、
 

生活、
 

生态与风景园林学的宜居、
 

宜业、
 

文化紧密融合,
 

并分别形成彼此呼应的关系,
 

无

论是乡村领域的生态、
 

生产、
 

生活,
 

还是风景园

林学领域的宜居、
 

宜业、
 

文化,
 

融合发展都是必

由之路,
 

图1动态圆展示的整体不等于各组分的

简单之和,
 

而是更优.
此外,

 

风景园林的技术领域象限与乡村振兴

的实践领域象限间也存在明显的正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图2).
 

风景园林包含的社会、
 

保护、
 

规划和设计等

技术领域对应乡村振兴的生产、
 

生态、
 

生活和文化等实践领域.
 

风景园林5个二级学科的综合理论与技术

正作用于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反过来,
 

乡村景观作为风景园林学研究与实践的范畴,
 

给予

了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动力源泉.
 

风景园林的研究与实践可以从乡村探寻设计的自然灵感,
 

汲取设计语

言,
 

这必将为中国传统风景园林学总纲———“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的命题注入新时代的新活力.
 

因此,
 

风

景园林是乡村振兴的有力推手,
 

乡村振兴又反推风景园林学科发展.

图2 风景园林与乡村振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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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景园林在乡村振兴中的担当

2.1 风景园林是人地关系的协调者

人地关系与乡村振兴成败息息相关.
 

“时代”决定了风景园林的角色与工作的重点,
 

“地域”则时刻保持

着景观营造对于建立人地联系的坚持.
 

风景园林对乡村景观的营造与重塑有助于找到解决乡村发展困惑的

方向,
 

故乡村景观营造的地域延续将是未来风景园林学科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5].
 

乡村景观通过美好“环
境”可使人们获得对于土地的回归,

 

这是当下大多数乡村建设都比较关注的方面.
 

然而,
 

目前乡村“环境”的
最大问题并不是居住功能得不到解决,

 

而是人们难以从乡村中获得更多情感需求的满足.
 

其实,
 

美好环境

的“营造”应当以实现乡村地与人紧密联系为目的,
 

环境“营造”就是获得美好“环境”的过程,
 

因此未来乡村

美好环境的“营造”就很可能成为实现将乡村与人紧密联系的重要方向.
2.2 风景园林是乡村产业融合的催化剂

以风景园林为桥梁和纽带,
 

“嫁接”乡村一、
 

二、
 

三产业,
 

可实现“1+2+3=6”及“1×2×3=6”,
 

即第六

产业的融合发展目标,
 

通过产业间嫁接产生的“杂交优势”,
 

达到1+1>2的发展愿景,
 

风景园林的规划思

路能有效加速一、
 

二、
 

三产业的更好融合发展.
 

风景园林可充分挖掘乡村的农业资源、
 

自然资源和文化资

源,
 

通过加工、
 

包装和旅游IP打造,
 

开发、
 

拓展和提升农业的多功能性,
 

赋予农业科技、
 

文化、
 

教育和环境

价值,
 

使农业的功能拓展至生态休闲、
 

旅游观光、
 

文化传承、
 

科技教育等领域,
 

内涵覆盖生产、
 

生活、
 

生态

等方面,
 

从而实现农业与文化、
 

旅游、
 

教育、
 

健康、
 

环保等产业的有机统一[6].
2.3 风景园林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驱动力

乡村建设的核心是维护和构建乡村完整的社会关系、
 

文化体系和生态结构[7].
 

首先,
 

乡村建设的主导

者是村民,
 

一切乡村建设活动都必须符合村民的利益与愿望,
 

村民、
 

游客、
 

外来务工人员以及乡村产业投

资者之间应构成新型的乡村社会结构,
 

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乡村的健康发展;
 

其次,
 

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

灵魂,
 

乡村振兴之路也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8].
 

因此,
 

必需保护文化价值体系,
 

在大力加强乡村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的同时,
 

要重塑乡村社会规范,
 

大力培育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
 

催生新型乡贤文化,
 

激活传统乡

村文化中的活性因子;
 

此外,
 

乡村存在优良的生态环境、
 

独一无二的聚落及珍稀动植物资源和其他许多需

要保护的生态关键点[9],
 

因而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生态保护,
 

维护良好生态循环结构.
 

风景园林可

在构建“传承+创新”的乡村聚落环境体系、
 

“管控+转质”的乡村生产性景观体系、
 

“保护+利用”的乡村区

域绿地体系等方面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核心动力[10].

3 风景园林学发展的新契机

3.1 时代赋予风景园林研究新领域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
 

风景园林承担着在更广范围协调人地关系的重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

学论断,
 

从本质上阐明了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正关联性,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风景园林学作为一

门建立在更广泛的自然科学和人文艺术学科基础上的综合性应用学科,
 

其使命除调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外,
 

还承担协调与规划产业发展的任务.
 

因此,
 

当代的风景园林应特别关注生产性景观以及生命 生产 生活 生

态的关联性,
 

加强自然景观、
 

农业景观和聚落景观的系统化理论研究与实践.
3.2 时代赋予风景园林广阔新舞台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
 

全国城镇人口6.66亿人,
 

占总人口的49.68%,
 

农村人口6.74亿人,
 

占总人口的

50.32%;
 

城市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5.3%,
 

农村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94.7%.
 

可见,
 

我国的乡村面积辽阔,
 

农村人口在不断缩减,
 

农业发展相对落后,
 

城市“人与地”矛盾日渐突出.
 

在当今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
 

如

何解决日益严峻的城乡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的发展.
 

因此,
 

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
 

中国风景园林的主

战场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已是必由之路,
 

乡村空间地域的特殊性,
 

必然要求风景园林理论、
 

技术与方法等与

时俱进,
 

建设“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自然景观理所当然应是风景园林肩负的使命,
 

风景园

林在广阔的乡村大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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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时代赋予风景园林乡村重塑新职责

在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中,
 

广阔乡村正面临着环境污染日益加重、
 

生态质量全面下降以及文化流失致使

的乡村活力与吸引力降低等严重压力.
 

乡村振兴就是要解决这些乡村“疑难杂症”,
 

因此,
 

乡村重塑势在必

行.
 

乡村重塑就是由城镇化进程引起城乡人口迁移,
 

并以此带动农业经营模式转变及居民点用地调整,
 

进

而改善乡村整体环境的历史过程[11].
中国前所未有的城乡人口大迁移,

 

史无前例的土地整理与环境修复,
 

为风景园林提供了千载难逢的

机会,
 

同时也需要风景园林人主动打开思路,
 

积极探索乡村重塑的理论、
 

方法与路径,
 

在顺应人地变迁

趋势的同时,
 

实现对乡村生态和文化景观的保护与修复、
 

新型农业与乡居景观的重塑、
 

休闲游憩景观的

保护与利用.
 

在规划层面,
 

应探索建立乡村绿色基础设施保护框架和网络,
 

整体提升乡村生态系统的结

构与布局弹性;
 

在技术层面,
 

根据适应性转变等原理,
 

研究增强乡村环境自维持能力,
 

提升乡村环境承

受能力的路径;
 

在管理层面,
 

摸索建立“刚性 弹性”相结合的管理机制,
 

进一步优化乡村重塑的实施、
 

评

价和调节机制.

4 小结与展望

我国乡村建设思想渊远流长,
 

乡村运动的历史过程始终与环境建设相关,
 

在乡村振兴新时代下,
 

风景

园林顺应时代发展被赋予了更多内涵与任务.
 

乡村振兴的内涵特征决定了风景园林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风景园林要抓住时代的机遇,
 

并基于学科的自身特点及优势,
 

既要主动承担乡村规

划设计及其实施的重任,
 

同时又要积极研究针对乡村振兴特殊性的风景园林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论,
 

为重

塑独特的乡村景观,
 

培育构建新的乡村生活方式、
 

社会关系和价值体系贡献力量.
许多风景园林人都在思考如何塑造属于中国的园林景观.

 

塑造属于中国的园林景观,
 

除了坚定传承传

统风景园林优秀的理念、
 

理法外,
 

在当今实践中,
 

更应向自然学习,
 

从自然中寻找设计的灵感及语言.
 

乡村

景观是一种具有明显地域性特征的自然地景,
 

是当地气候、
 

土地及人文过程综合作用后的物质形态表露,
 

是一种乡土景观,
 

也是现代风景园林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由此所形成的作品必定是属于地区的、
 

属于民

族的,
 

也一定是属于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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