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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审美视角的乡村
景观意象营造研究

Study on Rural Landscape Image Construction Based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esthetic Perspective

摘   要：乡村携带着传统文化基因，是保存、传承和发扬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乡村景观意象营造如何实现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是立

足村庄现有基础开展乡村建设要解决的急迫问题。对乡村及其

概念形成、发展与演变进行了探讨，对传统文化审美视角下乡

村景观意象的基本类型进行了建构。乡村景观的基本意象可分

为生产意象、田园意象、山水意象、聚落意象和文化意象5个

类型。并对3处典型的杏花村景观意象营造案例进行了分析，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景观意象营造应注

重乡村景观意象的积累和挖掘、注重基调意象或核心意象特征

的凝练、注重意象体系的差异化构建。希望能够对乡村景观意

象营造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 键 词：风景园林；传统文化；审美视角；乡村景观；意

象；营造

Abstract: Bearing traditional culture genes, rural areas are important 

carriers of preserving,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How to realiz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rural landscape image creation 

and integrate it with real culture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rur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existing village found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ountryside 

and its concept, and constructs the basic types of rural landscape im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esthetics. The basic image 

of rural landscape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production image, 

pastoral image, landscape image, settlement image and cultural image. 

Three typical cases of landscape image creation in Xinghua Village 

are analyzed.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rural landscape image constructio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accumulation and mining of rural landscape 

image, the conciseness of key image or core imag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construction of image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onclusion is expected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rural landscape image construction.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raditional culture; aesthetic 

perspective; rural landscape; image; construction

乡村景观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类型之一，是以农业

活动为基础，以大地景观为背景，由聚落景观、

田园景观、社会生活景观和自然环境景观等共同

构成的，集中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3]。从地

理学的角度看，乡村景观是具有特定景观行为、

形态和内涵的景观类型，是土地利用粗放、人口

密度较小、具有明显田园特征的地区。从景观生

态学的角度看，乡村景观是指乡村地域范围内不

同土地单元镶嵌而成的复合镶嵌体，兼具经济价

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具

有重要的意义。传统乡村景观体现着尊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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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和农业大国，以农为

本、以耕为重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乡村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乡村的发展是建设文化自

信的重要来源。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意见》提出“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1]，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强调“立足村庄现有基

础开展乡村建设”[2]，指明了乡村建设的方向。

乡村携带着传统文化基因，是保存、传承

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乡村文化建设

是乡村建设的难点，同时又是乡村建设的灵魂。

敬畏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生存智慧。本文试图

从传统文化审美视角对乡村景观意象的形成、发

展与演变进行梳理，对乡村景观意象的类型进行

建构，以及对乡村景观意象案例进行分析，以期

为乡村振兴背景下进行乡村景观意象营造提供建

议和参考。

1  传统文化审美视角下的乡村景观意象

1.1  乡村及其概念的形成、发展与演变

人居环境是在人类进化与文明创造的过程

中产生的，早期人类生存场所及各种活动的基

地，因其临时、移动或永久、固定的情况，有部

落、墟落、聚落和村落等名称，聚落的归宿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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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城邑和村落[5]。汉字“村”出现较晚，至许

慎《说文解字》时尚未形成。“村”这一概念约

在东汉时期形成①，宫川尚志认为汉代的乡聚是

六朝村的前身，魏晋六朝时“村”已是普遍的聚

落称呼，“村”作为村落称呼的明确记载在中

国的法令中是从唐代开始[6]。加藤繁认为唐代的

“庄”组织至宋代为村[7]。刘再聪认为明人关注

的视角转向“村”这一聚落本身，清人对村的地

域性和制度性特征均予以关注，尤其注重村的实

际性与社会性[8]。

在对村的态度上，唐宋人认为村为鄙陋之

意，宋人程大昌曾对此有总结，“故世之鄙陋

者，人因以村名之”[9]，南宋时期以村为鄙的态

度有所改观，陆游有“莫笑农家腊酒混”句，

又刘克庄号后村。明代文人以村为号者已屡见不

鲜，乡村已经成为精英蕴藏之所。传统乡村的形

成、发展和成熟经历了较为长期的演变过程，时

人对乡村的态度也随该过程发生演变，进而对乡

村景观意象的审美产生了重要影响。

1.2  传统文化审美视角下乡村景观意象的类型

意象有多个概念和解释。西方的意象(image)

在心理学上称表象，指感知印象在人的意识里

的遗留物(记忆的表象)或加工品(想象的表象)，

西方审美和艺术理论也常将审美意象归诸想象

活动的产物。20世纪初，意象派将意象界定为

“在一刹那时间里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的东

西”，当代符号学派的艺术理论家苏珊·朗格把

意象看作“情感的符号”，认为“艺术品作为一

个整体来说，就是情感的意象”[10]。凯文·林

奇在其《城市意象》一书中提出了意象为市民

对城市应有的独特的感觉形象，具有可识别性和

可印象性[11]。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意象指主观情

意和外在物象相融合的心象，南朝梁刘勰在《文

心雕龙》中首次明确提出该词，“玄解之宰，寻

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12]。

在美学研究方面，陈望衡认为农业景观审

美可分为自然性和人文性两大类。自然性是农

业景观的基础，其核心则是生命性；人文性则

主要体现在历史怀旧和特色文化上[13]。在乡村

景观意象方面，刘沛林开启了古村落空间意象

研究的先河，他将中国古村落景观的基本意向

概括为山水意象、生态意象、宗族意象和趋吉

意象4个方面[14]，将中国古村落的意象大体分为

景观意象与文化意象2个层面，并根据古村落选

址、空间布局、地域差异等因素将古村落意象要

素分成了自然环境、宗族观念、宗教信仰、民族

个性和文化内涵5个方面[15]；王维等提出了耕读

文化理念下的古村落空间意象[16]。这些意象分类

相对偏重以建筑为中心的村落布局的空间意象研

究。因此，有必要从传统文化审美视角下对乡村

景观意象进行进一步探讨。

基于乡村景观分类和传统文化审美角度，

笔者认为乡村景观的基本意象可分为生产意

象、田园意象、山水意象、聚落意象和文化意

象5个类型。

1)生产意象是指从乡村中以农业生产为主的

活动与内容所提炼出的意象。以农业生产为根基

建立起来乡土情结，成为中国传统艺术意境表达

的重要源泉。从《蜡辞》到《诗经》，再到农事

诗歌的出现和发展，从早期岩画、陶器中的农

业图案，到以《耕织图》为代表的体系化的表达

(图1)，贯穿了传统文化审美的始终。生产意象

涵盖了生产对象、生产内容、生产方式、生产工

具、生产活动等。

2)田园意象是对乡村日常生活和生活场景的

艺术化和诗意的书写，与农业生产所不同的是，

田园意象更侧重对乡村日常生活的描摹与观察。

从《归田赋》到陶渊明的田园诗歌开创，再到耕

读并举的诗意田园书写的拓展；从山水田园题材

的《辋川图》到隐逸题材的《归去来兮图》，再

到田园生活情趣的《东庄图》，使得寄情田园成

为传统文化在审美中的重要内容。田园意象既有

对乡村闲居体验的情景提炼，又有士人隐逸的精

神寄托，还有对农人生活状况的时政补察，饱含

了对乡村生活的深切情感。

3)山水意象是对乡村所处自然环境的审美提

炼，是乡村生态基底的诗画意象总结。魏晋已

降，山水自然审美已成为士人的自觉行为，从谢

灵运山水诗的开创到描绘山水景物的唐代山水田

园派，再到强调画趣的宋代山水诗歌；从宗炳的

“以形媚道”到郭熙的“可游可居”，再王原祁

的“画中龙脉”，山水诗和山水画是士人隐逸人

格的外化，成为传统文化审美的核心内容。

4)聚落意象指乡村聚落景观形成的意象，乡

村聚落景观是乡村地区人类的居住场所。聚落所

在的自然地理条件、地形地貌，聚落布局与形

态，建筑的类型、功能与形式，聚落中的动物与

植物，以及气候、气象、季节与时间等变化带来

的不同感受均对聚落意象产生影响。从《剡中溪

谷村墟图》到《江村落照》，再到“村舍茅堂，

宜其风水”，理想的乡村聚落环境选取基于先人

长期规划选址的生存经验的总结，而长期对山水

环境的观察，又促进了先人将乡村聚落与山水环

境在审美上的结合，因形就势，互相促成。

5)文化意象主要指基于乡村的所处环境，以

及乡民的生产水平、生产方式、民族习惯、社

会关系等所形成的观念、思想、信仰、价值、

习俗、文艺的审美提炼。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乡

村”词汇的形成，到唐代作为基层组织，再到明

清乡村的重文重教；从居野鄙陋之地到质朴屯聚

之所，再到精英蕴藏之处，乡村传统文化蕴含的

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展现了长久的魅

力与风采。

2  乡村景观意象营造案例的分析——以杏花

村为例

诗歌与绘画是传统文化艺术中最为重要的

2个门类。笔者以《全唐诗》为例进行查阅和检

索，得到关于意象的村的条目达160个之多，大

致分为以自然景物命名、以地名命名、以人物命

名、以方位命名、以姓氏命名、以植物命名、以

动物命名、以人工实物命名、通名9类。作为诗

歌意象的“村”出现在类书中的情况约始于南宋

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编纂完成的私人类书

《锦绣万花谷》，该书甫自问世，其所存资料就

在各种情况下得到利用[17]。现存前集四十卷、

后集四十卷、续集四十卷。其中，前集卷二十五

收录有“农家”“村落”条，后集卷二十六有

图1  梁楷《耕织图》局部(来源：克利夫兰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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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条。该书“农家”条主要收录的是与农业

生产相关的意象，“村落”条收有略杓、瀼东瀼

西、卜邻3条，“村”条收有常用的乡村意象17

条，有花柳村、浣花村、落花村、杏花村、田野

为村、黄叶村、朱陈村、老木村、客愁村、江

村、楚村、孤村、渔村、兴廉村、村流、村皷、

明君村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渔村条中收录了宋

迪《八景诗》中《渔村落照》的诗句，“数间茅

屋好杨柳，篱边蓑网横腥风”，为宋迪《八景

诗》之仅存者[18]。

现以杏花村景观意象营造为例进行简要分

析。杏是原产中国的果树，有悠久的开发利用

历史，在文化审美和意象中具有多重属性。杏

花在谷雨、清明季节盛开，正是我国黄河、长

江中下游地区春耕春种的重要时节。作为这一

时节最鲜明、最普遍的节候标志，杏花具有农

耕、乡土、民俗、草野、平民社会的生活气息

和文化意义[19]14-15。

最著名的关于杏花村的意象，当属《清明》

一诗。该诗最早被《锦绣万花谷》收录在杏花村

条中，系为唐诗，后为《千家诗》记为杜牧所

作，遂讹传至今。文化界就该诗的作者、成诗时

间、空间位置等问题多有争议，成为一件著名公

案[20]。然而不可否定的是，《清明》诗中关于杏

花村的意象已成为淳朴田园乡村、乡俗民风的典

型文化符号，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代虞集

在此基础上加以提炼，形成了“杏花春雨江南”

的审美意蕴，成为江南水乡风景的文化符号。杏

花村意象在绘画方面也成为重要题材，如宋徽宗

有《杏花村图卷》传世，王翚有《杏花春雨江

南》(图2)等。杏花村意象的出现使得全国各地

传闻或实名杏花村者众多，甚至出现在清代皇家

园林圆明园中。现列举3处典型的杏花村景观意

象营造案例进行分析。

2.1  朱陈村

朱陈村因白居易《朱陈村》诗而成为传统

乡土社会理想的符号。“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

陈。去县百余里，桑麻青氛氲。机梭声札札，牛

驴走纭纭。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县远官事

少，山深人俗淳。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

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村之民，死为村之

尘。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一村唯两姓，世

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黄鸡与白

酒，欢会不隔旬。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死

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既安生与死，不苦形与

神。所以多寿考，往往见玄孙”。白居易笔下的

朱陈村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民风淳朴、黄发垂

髫、怡然自乐，朱陈世代通婚，村民安宁长寿，

朱陈村体现了农耕社会乡土生活最美好的风貌，

寄托了白氏对乡土社会小国寡民的民生理想。此

后，朱陈村与桃花源并称，成为诗、画的重要意

象。朱陈村与杏花村意象的关联由苏轼完成，苏

轼在《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娶嫁图〉二首》中有

“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即苏轼

在任徐州知州时，曾因劝农到过朱陈村，对村中

杏花留下了深刻印象。

该案例中，杏花村为基调景观意象，独特的

文化意象为朱陈村的核心主体意象，生产意象、

田园意象、山水意象为辅助意象。生产意象方面

包含了耕、织、樵、汲等生产活动，田园意象方

面则提取了老幼欣欣的交往意象、黄鸡白酒的宴

会意象。白居易和苏轼2位大诗人的联袂宣传，

使朱陈村成为乡土社会中真实存在的和谐人居的

杏花村景观意象营造案例(表1)。

2.2  金陵杏花村

金陵杏花村在南宋时即有记载，明成化年

间以杏花闻名。姚福《青溪暇笔》卷九：“杏花

村在金陵城中西南隅凤凰台下，其地今为骁骑卫

营。国初人惇朴，不知城中有村也。近日居人

有丈尺之地，必栽杏一二株，日以渐多。每春暖

风和，杏花烂漫时，都人争携酒肴，盘游其间。

游人如在锦云之内，日以千数，真乡村野店、乔

林茅屋之趣也。”明正德《江宁县志》：“杏花

村在京城西南隅，与凤凰台相近，村中人家多

植杏，树间竹成林。成化间，成国庄简公时司留

钥，因视城经此，爱之，尝值杏花开，命驾一

赏。是后游者，每春群集，遂成故事。”朱之蕃

《金陵四十景图考》“杏村问酒”图题：“在江

宁县治西下浮、上浮两桥之内，逼近城隅，与凤

凰台相接。旧有古杏林，立春多游人，老圃厌其

蹂践攀折，伐而为薪，仅存十一于千百，牧童无

复指村店者。近岁芳园棋布，盛以衰，成旧迹，

不至终泯耳。[19]155-158”

该案例中，作为基调景观意象的杏花栽植较

多，保存时间较长，形成了良好的杏花村景。文

化意象为其主体意象，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如成

国庄简公朱仪、南京吏部尚书倪谦等的带动，结

合《清明》诗意，使金陵杏花村成为南京著名的

观赏杏花的场所，形成了“杏村问酒”或“杏村

沽酒”的文化意象，并被金陵八景、二十四景、

四十景纳入。生产意象、田园意象、山水意象为

图2  王翚《杏花春雨江南》(来源：辽宁省博物院)

表1	 	 	 																			朱陈村的乡村景观意象营造

基本意象 意象内容 营造作用

生产意象 桑麻、机梭、牛驴、汲水采薪 辅助意象

田园意象 黄鸡与白酒，欢会不隔旬 辅助意象

山水意象 徐州古丰县、去县百余里、山深 辅助意象

聚落意象 杏花 基调意象

文化意象 人俗淳、老幼欣欣、朱陈两姓，世为婚姻、亲疏有序，少长有别、死者绕村而葬、四世同堂 主体意象

表2	 	 	 															金陵杏花村的乡村景观意象营造

基本意象 意象内容 营造作用

生产意象 植杏 辅助意象

田园意象 乡村野店、乔林茅屋之趣 辅助意象

山水意象 留都、与凤凰台相接 辅助意象

聚落意象 杏花，下浮、上浮两桥之内 基调意象

文化意象
《清明》诗意。自成国公朱仪后形成了每年一度的游赏活动，“都人争携酒肴，盘游其间”，形

成了杏村问酒的意象，被金陵八景、二十四景、四十景纳入
主体意象



21中国园林 / 2022年 / 第38卷 / 第6期

辅助意象。山水意象方面，依托六朝古都和明代

留都，该杏花村位于凤凰台附近，杏竹成林，又

临近浮桥，可达性强，易为游人所到；田园意象

突出旁观欣赏的乡村野店、乔林茅屋的诗画意

趣。金陵杏花村成为典型的以诗意营造的杏花村

景观意象营造案例(表2)。

2.3  贵池杏花村

杜牧曾任池州刺史，故为贵池杏花村巧妙

所用。诚如《四库全书》提要所言：“按：杜牧

之为池阳守，清明日出游，诗有‘借问酒家何处

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句，盖从言风景之词，犹

之‘杨柳’‘芦荻洲’耳，必指一村以实之，则

活句反为滞相矣。[21]”不过得益于《杏花村志》

的编辑和体系的建构，使得今人对贵池杏花村的

历史、名胜、景物、诗文能够有清晰的印象，这

使得贵池杏花村成为杏花村意象的乡村景观营造

佼佼者[22-24](图3)。郎遂(1654—约1739)，字赵

客，号西樵子，贵池杏花村人，清诸生。郎氏于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将《杏花村志》授梓成

书。该书体例颇具特色，以图入志，保存了大量

的一手文献。

郎氏及诸撰序者对贵池杏花村的优势和特点

有较为全面的见解。一是地因人重，围绕核心的文

化意象，“使杏花村而不遇家樊川，则亦与荒郊篱

落汩没于寒烟野蔓中而已”；二是山水环境的独特

性，“齐山以岩石胜，杏花村以平原胜，皆有江与

湖为之助”；三是注意总结和提炼其他景观意象，

“山水之秀，花卉之盛，村落之古，人文之萃”；

四是注重资料的细致搜集，“有湖山林麓之幽奇，

有亭台寺院之美观，有酒家花墅、骚人墨客之踪

迹”“旁搜博采、细大不捐”。

郎氏以杏花村意象为核心构建了杏花村十二

景。这十二景和图中，白浦荷风、西湘烟雨、茶

田麦浪具备了生产意象；杜坞渔歌是田园意象和

人文意象的反映；平天春涨、三台夕照、栖云松

月、桑柘丹枫、梅州晓雪既含有山水意象，也含

有聚落意象；黄公酒垆、铁佛禅林、昭明书院既

含有聚落意象，又含有人文意象。

在十二景的基础上，郎氏将村中现存或已

不存的名胜、建置、古迹、丘墓进行了统计(共

106处)，加以人物、诗文、户牒、族系等人文

内容，构建了完整的贵池杏花村景观体系，丰

富了贵池杏花村的乡村景观意象和文化内涵。

这使得贵池杏花村在作为《清明》诗发生地的

基础上，成为景观意象最为丰富和饱满的杏花

村营造案例(表3)。

3  乡村振兴背景下进行乡村景观意象营造的

启示

在乡村景观意象营造中，如何实现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

化相融相通，是立足村庄现有基础开展乡村建

设要解决的急迫问题。通过对传统文化审美视

角下乡村景观意象的梳理，对乡村景观意象类

型的建构，以及乡村景观意象案例的分析，可

以得到以下启示。

3.1  注重乡村景观意象的积累和挖掘

传统乡村景观意象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

过程。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乡村”词汇的形成到

唐代作为基层组织，再到明清乡村的重文重教，

图3  《杏花村图》(引自清《杏花村志》)

表3	 	 	 															池州杏花村的乡村景观意象营造

基本意象 意象内容

生产意象 荷风、茶田、麦浪、桑柘

田园意象 渔歌

山水意象

山 湖山、虎山、钵顶山、芙蓉岭、茶田岭、马鞍山、耀龙山

水 西湘、白浦圩、平天湖、芙蓉塘、杜湖

洲 梅林洲

坡 马站坡

聚落意象

建筑

学校 宋贡院

祠观 关帝庙、旗纛庙、社稷坛、梁昭明庙、寓思亭、秦公祠、杜翰林祠、水神庙

寺庙
清凉境、净林、三圣庵、乾明寺、栖云庵、萃月庵、华严庵、西隐庵、三台庵、也罢了庵、

郭西禅院、光孝寺、回澜庵

驿站 秀山驿

渡口 杜坞渡、河泊所

操演 演武场

酒垆 黄公酒垆

舫 陆舫

亭 杏花亭、秋浦亭、如剡亭

楼 秋浦楼、湖山楼、丽景楼

阁 文选阁

斋 乘云斋

堂 湖山堂

轩 怀杜轩

桥 圣母桥、吊桥

门 桑柘门

井 双眼井

坊 杏花村坊、昭德坊、兴贤坊、独柱坊

园林
湖山别业、窥园、焕园、永怀堂、丁相国园林、息园、自西草堂、半亩园、杜坞、杜坞庄、杜坞草

堂、花园

丘墓 元理问郎礼卿墓、明处士郎观璟墓、王相郑恕墓、登仕郎郎思舜墓等

文化意象

石 广润泉断石

碑刻 西峰铁笛、西峰铭石刻、宋封康卢二将军敕碑、紫石碑、宋崇宁褒封敕

雕塑 铁佛

文艺 题咏、辞赋、宸翰、文章

人物 人物、闺淑、仙释

宗族 户牒、族系、传奇

乡村的整体意象从居野鄙陋之地，变为质朴屯聚

之所，最终演变为精英蕴藏之处。乡村景观意象

也随之不断沉淀、积累，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的

和谐关系。因此，立足村庄现有基础开展乡村建

设，要注重已有乡村景观意象的积累和挖掘，充

分认识乡村景观意象及特征，发挥已有乡村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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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的价值。新时代乡村景观内涵和意象要远比

传统丰富，生产类型、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生

产组织、生产能力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乡村田园

生活、乡村人居环境、社会关系也随之改变，这

就需要不断提炼新的生产意象、田园意象、山水

意象、聚落意象、文化意象，传承与创新并举。

3.2  注重乡村景观基调意象或核心意象特征的

凝练

提炼乡村景观基调意象或核心意象特征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该特征的提炼既要从传统乡村

景观意象中汲取营养，又要从新时代乡村景观意

象中锤炼锻造。传统乡村景观意象中有许多耳

熟能详的基调意象或核心意象，总体而言有假以

自然景物、地名、人物、方位、姓氏、植物、动

物、人工实物等，这些基调意象或核心意象通过

文人墨客以诗、画形式的提炼与传播，形成了代

表性、典型性和普适性强的文化符号。新时代背

景下，乡村景观审美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传

播途径较传统而言大为丰富，然而新的乡村景观

意象特征，需要从5个方面不断提取和进一步凝

练，成为新的基调意象或核心意象。

3.3  注重乡村景观意象体系的差异化构建

乡村景观所处的自然禀赋、社会关系不尽

相同。在具有相似景观基调意象的条件下，乡村

景观都会因生产意象、田园意象、山水意象、聚

落意象、文化意象的不同而形成个性差异。杏花

村乡村景观意象营造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朱陈

村以独特的文化意象成为乡土社会中真实存在的

和谐人居的杏花村景观意象营造案例；金陵杏花

村因其地近当时的留都南京，注重《清明》诗中

的诗意营造；贵池杏花村则突出其历史上真实存

在的杏花村，以《杏花村志》编纂为契机，构建

了完整的贵池杏花村景观体系和多重乡村景观意

象。值得注意的是，3个典型的杏花村的推动方

式各不相同，朱陈村主要通过白居易和苏轼的联

袂宣传，金陵杏花村主要通过勋贵官宦兼文士的

推动，而贵池杏花村则以村志编纂推动。现存材

料中以贵池杏花村的景观意象最为丰富和饱满，

体系最为清晰完善。

4  结语

本文对乡村及其概念形成、发展与演变进

行了探讨，对传统文化审美视角下乡村景观意象

的基本类型进行了建构，对以杏花村景观意象构

注释：

① 历史学者对狭义上“村”的最早来源尚存争议，(日)

宫川尚志、刘再聪等认为成书于东汉的《周易参同

契》中有“得长生，居仙村”句，为“村”的最早来

源；汤勤福认为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中提及“村”

字，以及《晋书》中记载挚虞论汉章帝时之语，提及

“邨人以为怪”，较之《周易参同契》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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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3个案例进行了分析。传统乡村的形成、发

展和成熟经历了较为长期的演变过程，时人对乡

村的态度也随该过程发生演变，进而对乡村景观

意象的审美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乡村景观分类

和传统文化审美角度，提出了乡村景观的基本意

象可分为生产意象、田园意象、山水意象、聚落

意象和文化意象5个类型。基于乡村景观的基本

意象，以杏花村乡村景观意象营造为例，对朱陈

村、金陵杏花村、贵池杏花村3处典型的杏花村

景观意象营造案例进行了分析。朱陈村以独特的

文化意象成为乡土社会中真实存在的和谐人居的

杏花村案例；金陵杏花村因其地近当时的留都南

京，注重《清明》诗中的诗意营造；贵池杏花村

则突出其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杏花村，以《杏花村

志》编纂为契机，构建了完整的贵池杏花村景观

体系和多重乡村景观意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行乡村景观意象营造中应注

重乡村景观意象的积累和挖掘、注重乡村景观基

调意象或核心意象特征的凝练、注重乡村景观意

象体系的差异化构建。希望能够对乡村景观意象

营造提供一定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