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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引导的乡村振兴规划设计研究 Design Research on Landscape-led Rural 
Revitalization

摘   要：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经验，探讨在城乡边缘地带开

展“全生命周期参与式”乡村振兴的思路，以及在项目初期用

景观引导规划设计、促进“自然、乡村、城市”融合发展的策

略。以苏州浒墅关镇的3个村落为例，阐述了运用该设计理念

指导乡村振兴规划设计的实践做法，展示了对乡村风貌实施活

态保护的技术路径。以景观引导乡村振兴规划设计能有效反映

田园乡村的地缘特色，同时通过激发村民作为乡建主体的积极

性，促进以过程为导向的乡村弹性发展。

关 键 词：风景园林；乡村振兴；全生命周期；参与式设计

Abstract: Based on empirical studies in China and abroad, this 

paper explores an alternative way of implementing lifecycle 

participatory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urban-rural fringes, and sheds 

an insight into using landscape-led planning and design strategies 

to guide rural planning and design by synthesizing 'nature, 

countryside, cities' at the early stage of a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ject.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hree villages located in Xushuguan 

Town, Suzhou, it indicates how such design principle and 

strategies could inform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practical ways 

of preserving local 'landscape' alive. It is found from this research 

that landscape-led planning and design would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cal townscape and efficiently facilitate the 

resilient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by engaging local villagers to 

participating in the revitalization process.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rural revitalization; lifecycle; 

participatory design

1  乡村振兴的新路径与方法

乡村振兴与城市复兴既有相似，也有不同。

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为了维持地区生命力而

进行的“新陈代谢”，均要综合考量社会、经济

和环境等要素，并通过产业规划和资源配置，以

及对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的设计，取得社会经

济与人居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和协调发展，即产

村(城)融合[3-4]。不同之处在于：在经济全球化

背景下，城市原有的地域文化和生态环境在由经

济建设主导的快速城镇化、现代化下受到了不同

程度的破坏，城市风貌同质化现象严重；而乡村

受全球化影响相对较小，不少乡村还保留了原有

的文化特色和生态环境，以及基于血缘和地缘关

系的深层次“亚文化”。所以，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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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在

“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城市中国”的城乡结构

转型过程中，已步入“城乡中国”阶段[1]。在后

续的城镇化进程中，为避免出现城乡分割的状

况，除了要继续坚持城乡共生的原则外，对发展

路径和方法的选择也非常关键。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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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

部门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明确了阶段性任务。

为响应国家战略，本研究聚焦于城镇化进程

中问题较为突出的城乡边缘地带，通过案例分析

和设计研究，探讨实现“自然-乡村-城市”和

谐共生的新路径和新方法。

一方面需要城市在经济上反哺乡村，另一方面也

需要乡村在文化上反育城市，真正实现城乡之间

资源的有效流转。

受之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目前乡村

振兴的常见路径为：顺应消费逆城市化的趋势，

有针对性地发展地方非农经济和新兴产业(如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并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再以经济为抓

手，带动当地社会文化复苏和人居环境改善，促

进城乡循环发展，避免“乡村空心化”状况。

为避免因片段、破碎或割裂的乡村认知引

发新的问题，乡村振兴需首先通过人文传承，保

护和修复蕴含在耕读文化与自然生态中的地缘文

化，即乡村之“魂”。唯有留住了“魂”，保留

陈冰，姚臻，张华，(比利时)诺尔夫·克里斯蒂安.景观引导的乡村振兴规划设计研究.中国园林，2020，36(8)：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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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的“形”才有意义，也才有可能让振兴

后的乡村真正“形神兼备”，留有“乡愁”。而

乡村之“魂”和“形”的保留都离不开“人”的

因素，留在村里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乡村的

未来。所以，乡村振兴的目的并不是把农村建设

成城市，而是通过“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

等平台把乡村建设得更加宜居宜业。不仅留住村

里人，还把更多的人才和资源从城市吸引回来，

同时孕育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土文

化，更好地延续和提升乡村“风貌”[5]。

1.1  留住乡村的“魂”：全生命周期参与式乡建

乡村风貌是人文特征和地理风貌的综合反

映，涵盖该地域的民风民俗、地形地貌等多个方

面。其形成是一个内生的嬗变过程，是历史进程

中民间社会对区域身份的不断选择和认同。因

此对斑驳而丰富的乡村风貌只能进行“活态”保

护，而且在规划建设过程中必须尊重当地居民对

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同理，可持续乡建应是一

个以村民为主体、自下而上推动的“过程”，而

非“产品”，需要用发展的眼光看乡村风貌，先

因地制宜找到一个振兴的起点，再在弹性原则的

基础上追求动态的不断完善而非静止的高完成

度。要避免因快速建造引发的生态环境退化，更

要防止因对某些表象的“拷贝”或“移植”而出

现乡村风貌“城市化”或“趋同化”等现象[6]。

由此可见，乡村振兴的主体必须是当地村

民。乡村规划设计师也不能再将工作范畴局限于

物质空间设计，而是要拓展到“见物又见人，心

中有社会”的发展性规划，并通过驻村式 “陪

伴”，深入了解和理解当地村民的诉求。另外，

乡村规划设计师应尽可能全程、全方位参与乡村

振兴，通过与当地村民的互动，教育引导他们逐

步理解和认同乡土文化，增强身份认同感，从而

促进乡建内部力量的可持续成长，助力乡村振兴

短、中、长期计划的顺利实施[7-8]。

因此，乡村振兴应采用“全生命周期参与

式乡建”的思路，引导相关部门和人员(尤其

是村民和驻村干部)参与乡村的“调研-策划-

规划-设计-建造-运维(及使用后评估)-再复

兴……”，从更全面、更系统的视角来思考影响

乡村风貌的不同因素[8]。而综合比较不同阶段的

投入产出比及潜在风险，可以看出：乡建团队在

项目初期(含“策划-规划-设计”)对关键要素的

前瞻性预判，对于促进乡村的可持续振兴尤为重

要。随着项目的展开，蕴含相对高风险(如增量

成本等)的后续变更对乡村振兴效果的影响将呈

递减趋势。以当前如火如荼的“田园综合体”为

例，虽然被作为培育特色村镇的重要方法之一，

然而由于缺乏对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考量，市场上

不少理应集现代农业、文旅产业和田园社区为一

体的项目仍将产业定位局限在短期获利的低附加

值领域，如农家乐休闲旅游等；或是在自上而下

地照搬照抄城市房地产开发模式。缺少村民参

与、文化商品化、设计周期过短，以及在前期策

划阶段缺少对中长期运维成本和盈利模式等关键

要素的考量，致使部分项目失去了地缘特色。 

1.2  守住乡村的“形”：景观引导的乡村规划设计

传统乡村聚落及构成村落的乡土建筑或民

居，都是当地村民根据自身需求从个体微观的

视角来营造的，是地域文化和适用性建造技术

的综合体现。其“(设计)-建造-使用-翻新或重

建……”的生命周期是一种自组织的机制。虽然

在历史上没有规划师或建筑师的介入，却又“形

具其理”。王竹教授指出，历经数代人生产和生

活沉积而成的乡村聚落，杂乱的表象下却暗含着

村巷的空间秩序、村民的血缘关系、宗族的仪式

活动、邻里的产权界限，甚至还有家族内部的

财产分割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样形成

的聚落形态和社会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异质同

构的[9]。而且，随着时间变化逐渐稳定下来的聚

落结构，其整体肌理呈现出自然生长的有机性和

弹性，也恰是传统人居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核

心体现[9]。 

对乡村发展进行规划设计，绝不能沿用城市

规划设计的思路和经验，更不能根据城里人对乡

村的憧憬来进行乌托邦式的改扩建，而是要先研

究乡村的发生机制和发展规律，梳理村落形态与

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乡村空间布局与变化

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再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研究当地居民在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和社

会结构等方面的转变，进而传承和发展乡建的智

慧[10]。在很大程度上，乡村振兴也是一个以研究为

导向的交互式学习过程，不同利益相关团体参与

其中，通过互动逐渐形成推动乡村发展的合力[11]。

结合国内外相关经验，本文提出了“景观引

导的乡村振兴规划设计”理念，用于辅助全生命

周期参与乡建的前期关键阶段(即“策划-规划-

设计”)。

L a n d s c a p e ( 景 观 ) 一 词 ， 可 以 拆 解 为

“land-scape”，意为“地景”或“地表景

象”，也可理解为自然和人类活动在大地上留下

的痕迹。19世纪初该词被引入地理学，用于描述

“某限定区域在特定时间的总体特征”，它由区

域内的地形、地貌、土壤、水体、植物、动物和

人文活动等元素共同构成，是具有时间属性的动

态整体系统[12-14]。后续相关研究继续探索自然景

观(涵盖地理圈和生物圈)与文化景观的联系及相

互作用，形成了西方哲学中的人地关系思想，并

演化形成后来的“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和“生态都市主义”(Ecological 

Urbanism)。在我国，历史上基于“风水”理念

发展起来的“堪舆术”，也是通过仰观天象、俯

察地理，分析气候气象、地形地貌、水源水质和

土壤植被等自然元素，推算城池、房屋或其他人

造地景的最佳选址和坐向，再通过相应的规划设

计，调形理气，使人居环境最终达到顺应自然、

“天人合一”的境地[14]。

如果说当代人居理念的核心思想是因地制

宜，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景观作为一个

跨学科的学术概念，用其引导规划设计将有助于

解读当前的城乡关系，从更全面的视角出发理

解在地居民的环境行为特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

系——既要依赖和保护自然环境，又要用适当的

方式开发和利用自然环境[14]。因此，用景观引导

乡村振兴不仅有助于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

的历史遗留问题，还能作为自然资源部门统筹协

调国土空间资源的途径，辅助城乡规划管理和生

态保护修复等工作。基于景观的乡村振兴，有助

于自下而上地增强当地村民的文化认同，通过引

导他们主动投身乡建，守护和延续地方文脉和土

地伦理[13]。

2  研究实例：营造苏州的“城中田、门口地”

苏州浒墅关镇地处江南水乡，有着明显的水

乡特征和厚重的吴越文化。历史上因兴修水利，

农业和手工业等都很发达，坊间有“先有浒墅

关，后有姑苏城”的说法。

1996年版的苏州总体规划确立了“一核四

城”的城市空间发展骨架和“四角山水”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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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缺少整体发展的策略和资源聚集的能力，且村民

诉求多聚焦于短期收益，缺乏远景规划。不少留守

村民一方面期待城市生活品质，另一方面却又在缺

乏恰当指导的乡村实践中陷入矛盾和迷茫。

针对上述挑战，研究团队结合项目所在地

的地缘优势，参考一些西方国家从“城市化”到

“逆城市化”的发展历程，提出了“三村一体”

的发展策略，即以当地村民的“生活”为核心，

修复乡土文化，重塑生活型农业镇区——围绕

“田文化”对村落进行活态保护，以田园生产、

田园生活及田园生态为核心要素，打造离苏州

城市最近的特色田园乡村，即“城中田、门口

地”。该策划案响应《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

行动计划》，力争通过传承农耕文化留住乡村的

“魂”，通过重塑水乡风貌守住乡村的“形”，

并发展相关产业链，营造宜居宜业的社会经济环

境，振兴乡村“人”的生活[15]。

2.2  景观引导的乡村振兴规划设计

景观引导的乡村振兴规划设计需先从大景观

入手，以苏州平原水乡聚落整体景观结构的发展

脉络为基础，顺应生态演化的规律，面向未来引

领项目基地的发展。苏州位于太湖水网平原，总

体地貌呈“一山二水七分田”的形态。古城选址

于太湖至吴淞江的中间地带，水系由西向东，为

城区提供了清洁的水源。城中生活污水顺流至娄

葑湿地，净化后经吴淞江接长江出海。这种宏观

格局，并在后续发展中努力维持上述城市形态。

浒墅关位于“四角山水”的西北角，属于太湖流

域苏州段的上游(图1)。

浒墅关人文历史悠久。自明宣德年间设钞关

以来，区内生产生活均以“田作”为根本，当地

居民也一度因关席、田产而生活富庶安逸。20

世纪初引入蚕桑工业后，浒墅关开始进行产业转

型。时至今日，昔日辉煌的关席、蚕桑均已褪去

光华，曾经的田园景观和农耕文化也几近没落。

本案聚焦浒墅关镇下辖的3个农村片区——

青 灯 村 、 九 图 村 和 华 盛 社 区 ( 以 下 简 称 “ 三

村”)，留存有苏州中心城区为数不多的保留农

田。作为“城郊融合类乡村”的代表性案例，它

们集中反映了当前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城乡边缘

地带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三村现状分析及发展策划

青灯、九图和华盛3个行政村的规划总用地

面积约6.1km2，包含29个自然村，辖区内现有

本地户籍人口约5 613人(1 510户)，外来人口

约4 200人。由于区内产业结构较单一，且以种

植业和低端加工制造业为主，故村级经济不发

达，生活配套附属设施不足。现有耕种面积约

333.3hm2，然而村民中从事在地农业耕作的人

数较少，大部分青壮年凭借地缘优势选择就近外

出务工，导致在地人口老龄化严重。以“关席”

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濒临失传，乡土文化也面临

凋敝的危机。所幸三村仍保存着相对完整的乡村

体系——小桥、流水、民居、土地庙和村民的土

地信仰，以及蕴藏其中的乡规民约。

研究团队曾参与过浒墅关镇的多个乡建项

目，并通过驻村调研和在地工作坊等形式，对三

村及周边村庄现状进行了调研，深入了解当地村

民的需求。三村的发展受周边城镇影响较大，

一度被定位为“城镇服务型乡村”，主要为苏

州高新区及浒墅关镇的低收入阶层提供生活环境

(“城中村”)，或为相邻城镇提供制造作坊(“城

边村”)。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当地居民也渴

望能通过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业等进一步提高

自身的生活水平；更有部分受访村干部提出采用

“腾笼换鸟”的置换策略来推动地方经济结构调

整，加快转型升级。

对现状问题的梳理可以看出：当前三村在规划

层面面临巨大的挑战。三村均有改善民生的意愿，

的水循环体系塑造了苏州城遵循自然规律的适应

性景观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地人的生

存和生计。

基于上述生态景观构架，研究团队对不同类

型的景观进行了梳理，根据历史成因及相对稳定

性(或在“时间”维度上的相对可变性)(图2)，将

其划分为：与地理圈相关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如

地形地貌、土壤水体及相关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

活动)、与生物圈相关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如土壤

水体、植物、动物及相关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活

动)、与人类文化圈相关的文化景观(如时代特征

较鲜明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活动)。

研究团队还遵循三村的发生机制和发展规

律，从时间轴和空间背景的角度来综合考量与

当地居民生存、生计相关的景观元素，提炼出

了“自然景观(地理圈)-农业景观(生物圈)-聚落

景观(人类文化圈)……”的景观序列，力求取得

“和谐共生、主客共享”的效果。具体设计思路

如下。

水乡：研究团队率先对三村内的水网进行

系统梳理。浒墅关镇内水网密集，青灯村与九图

村之间的西塘河更是为保护苏州环古城风貌、改

善城市河道水环境所建的专项引水工程。且作为

应急水源，西塘河两岸背水坡堤脚外100m范围

内的水域和陆域为一级保护区。基于现状和相关

史料，规划接续部分断头的河道，以确保区内的

图1  苏州市中心城区“一核四城、四角山水”空间结构图及浒墅关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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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和地下水循环，并在此基础上对三村的生态

系统进行修复。同时，还对村中与水乡相关的文

化景观(如桥等)进行梳理，强化地域文化元素符

号。将青灯村内众缘桥、张广桥和南蒋桥等物质

文化遗产，以及围绕其产生的文化活动作为乡村

振兴启动工作的重点，力求通过设计营造江南水

乡“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

农田：丰富的水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

地的生产方式，即主要依赖淹灌(即格田灌溉)的

万亩水稻田，以及目前仅存(恢复种植)的2万m2

蔺草田(蔺草为生产关席的原材料)。作为与自然

水景联系最为密切的人造地景之一，这些农田也

是苏州中心城区范围内仅余的良田。然而，随

着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大批村民进

厂上班，当地农耕文化已后继乏人。因此，设计

方案将该项目重新定位为都市农业，旨在将其与

为城市提供农副产品的城郊农业区分。短期策略

弱化了当地农田的“生产”属性，却突出了其作

为“城中田”的“景观”属性；通过与水景相结

合，优化和提升农田景观空间格局；同时对其生

态和社会等功能做进一步的开发，如保留原生态

的田作活动作为市民教育农园等，强调了田园生

活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教育示范意义。在此基础上

的中、长期策略计划引入集约化经营模式(如生

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等)来提升其盈利功能。

希望能有效恢复当地的耕读文化，并通过结合

“互联网+”等科技手段，最终实现城乡共享。

聚落：丰富的水资源也决定了原住民“择

水而居，依水而筑”的生活方式。当前村落的空

间形态及建筑的风貌类型，反映出江南的栖居文

化和建造艺术，也体现了原住民对自然生态和传

统风水文化的尊重。由于与当地社会网络异质同

构，村落空间形态表现为小微环境秩序下的随机

差异[9]。对此类文化景观进行再规划时，切忌大

拆大建，或因“发力过猛”而造成对当地社会关

系网的破坏。本案采用“低冲击”“微介入”的

设计理念，依托原有的宅基地做“加减法”——

首先拆除违章搭建，再在保证基本单元结构稳

定的基础上，以增强人居环境与自然生态的联

系为根本目的做有机微更新。考虑到建造和运

维成本，设计方案强调了在地性(如当地建材、

“低技的”建造方法等)和落地性(如建造技术与

成本、所需人工与时间等)。在规划设计中努力

保留一切“时间(历史)”留下的痕迹，作为振兴

乡村的“触媒”。例如，青灯村因受周边城镇影

响，现存有不少废弃的小制造作坊，它们的原

址被尽可能地保留下来，以反映特定时期当地

生产力、生产关系变化对乡村空间形态带来的

影响，并通过植入新的功能和业态(如医养、展

陈等)，使其成为该项目与其他乡村振兴项目的

区别之一，真正体现出其作为“城中田、门口

地”的特色。

上述“(山)-水-(林)-田-村……”景观序列

引导的乡村振兴规划设计策略(图3、4)，有助于

通过修复当地生态韧性，解决好与村民生存和生

计相关的民生问题，并对村庄的“里子”问题

(如排污、交通、垃圾和水电等)进行逐级整治，

以全面提升人居环境质量(图5)。而且，通过将

设计作为研究和探索乡村振兴问题的重要方法，

研究团队还对全生命周期参与式乡建的后续工作

[如“建造-运维(及使用后评估)-再复兴……”

过程中的多方联动]进行了多方案的比选，最终

建议构建村社合作金融(即“内置金融”)来整合

资源，将三村的村民整合成能通过乡村振兴获得

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提升村民主体参与乡建的意

识和能动性。再在此基础上，短期通过引入文创

产业和与电商合作，完成当地产业的转型升级，

打造“农业＋文创＋服务业＋……”的新农业景

观品牌；长期则通过建立与城市资源双向流转的

图2  景观引导乡村振兴规划设计工作层级
图3  乡村景观的“(山)-水-(林)-田-村”层级梳理(一)
图4  乡村景观的“(山)-水-(林)-田-村”层级梳理(二)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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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引入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参与乡建和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并通过筹划建设康居特色村和孕育

自然教育产业基地，形成“田园＋康养＋教育＋

文旅＋……”的新型产业模式。最后，通过设立

启动区来验证相关规划设计策略的效果，循序渐

进地推进相关工作。

在后续访谈中，上述规划设计思路得到了当

地村民和有关部门的肯定。他们认为，这种“先

生态后业态、先地下后地上、先规划后建设、先

实验(启动区)后推广”的工作流程，不仅有助于

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将资源配置与空间规划设计

有机融合，统筹兼顾地开展农村田园风貌保护和

环境整治，还能有效提高当地村民的乡土认同感

和参与积极性 。

3  结语

综上所述，“景观”既是人与自然互动的媒

介，也是自然与人在历史演化过程中和谐共生的

载体。目前相关研究的侧重点正在从“普适性”

向“在地性”进行转变[16]。因此，以景观引导乡

村振兴规划设计，可以更有效地反映田园乡村的

在地特色，同时更好地激发村民作为乡建主体

的积极性。另外，得益于景观的动态属性，景

观引导的乡村振兴规划设计也是一种以过程为

导向的弹性发展设计，能因时因地地对乡村风

貌进行“活态”保护。该设计理念在很大程度

上有助于激发乡建参与者(包括设计师和艺术家

等)对乡村问题的反思，促进对“乡土建造”观

念的重塑[17]。类似的设计思维也被景观都市主义

的簇拥者用于指导城市规划设计[12]。 

面向中国乡村，风景园林和城乡规划相关

研究的发展趋势也在发生转变，将更加关注蕴含

于空间中的社会学及人类学意义，并将变化的聚

落形态视为“将逻辑的理性思维与情感的感性思

维从概念转化为实际景观形象的媒介”，用于探

索和解读不同地域环境下乡村物质空间结构形成

的动力因素与机制[16，18]。因此，乡村振兴需要

采用前瞻视角，传承和复兴承载乡村源文化和乡

愁记忆的景观，再在此基础上从全生命周期视角

出发，有选择地引领当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转

型，促进城乡循环发展。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或拍摄。

图5  九图村北向鸟瞰实景图(改造后的启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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