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4 卷  第 24 期 包 装 工 程  

2023 年 12 月 PACKAGING ENGINEERING 511 

                            

收稿日期：2023-07-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21AG014） 

基于 CiteSpace 国内艺术乡建发展可视化 

分析与在地性设计研究 

陈景普，吴明月，闫曦哲，汪瑞霞 
（常州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江苏 常州 213159） 

摘要：目的 乡村振兴战略在十九大第一次被提出，国务院颁布《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学界就掀起了研究热潮。利用科学的知识图谱进行可视化呈现，针对美术设计领域开展艺术乡建研究与

实践的热点与前沿趋势进行分析，总结艺术乡建助力乡村振兴的成功案例，展望艺术乡建未来的发展方

向，进行艺术乡建发展中在地性理念的设计研究。方法 将 2018—2022 年知网数据库收录的以“艺术乡

建”为主题的 346 条文献作为研究对象，结合 CiteSpace 技术，对其发文量、关键作者、关键词语、研

究领域、研究热点等方面进行知识图谱绘制，并进行可视化分析。梳理分析艺术乡建的发展现状，了解

艺术乡建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探究艺术乡建未来发展方向。根据乡村在地性文化的研究现状与价值，提

出“在人”以村民为本的艺术乡建，艺术介入乡村中“在地”承载的自然要素，“在时”乡村在地性文

化传承与创新的研究思路。结果 从 2018 年对艺术乡建的研究数量较少，到 2020 年研究数量开始猛增。

从开始的个案研究到不同艺术种类的介入，到艺术乡建的理论与实践方法的构建，在地性是研究者最关

注的问题。通过在地性设计研究，为多样化的乡村振兴活动提供一定参考。结论 在地性设计是艺术乡

建的基础，通过对不同艺术表现形式在地性设计的研究分析，形成在地性设计研究范式。使地域文化与

艺术表现形式融合发展，为艺术表现形式注入文化内涵，同时促进乡村文化建设和当地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实现艺术乡建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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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as first proposed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State Council 

promulgated the State Council's "Strategic Pla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2018-2022)", setting off a research boom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ping was used for visual presentation. The work analyzed the hotspots 

and cutting-edge trends in art and design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artistic rural construction, summarized 

successful cases of artistic rural construction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looked forward to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artistic 

rural construction, and explored the design research of the concept of local na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rt rural con-

struction. 346 documents with the theme of "artistic rural construction" included in the CNKI Database from 2018 to 2022 

were taken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combined with the CiteSpace technology, knowledge maps were drawn and visualized 

with respect to the number of articles, key authors, key words, research fields, research hotspots, etc.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artistic rural construction was sorted out and analyz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artistic rural con-

struction were learned,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artistic rural construction was explored. According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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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and value of rural local culture, a research idea integrating the concepts of "in the people", namely the ar-

tistic rural construction should be villager oriented, "in the local", namely natural elements in the villages should be inte-

grated in the art, and "in the time", namely the village culture should be inherited and innovated along with time, was 

proposed. As a result, the number of studies on artistic rural construction was relatively small in 2018, and the number of 

studies began to surge in 2020.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ase study to the intervention of different kinds of ar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methods of artistic rural construction, the locality was the most concerned issue 

for researchers.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locality design, it provided certain reference for diversified rural revitalization 

activities. The design of local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artistic rural construction, and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design of locality of different artistic expressions,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locality design is formed. It enables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artistic expressions, injects cultural connotation into artistic expres-

s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

ture, realiz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artistic rural construction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CiteSpace; artistic rural construction; visualization; locality design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这是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18 年，《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是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1]，要按照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条主线，有条不紊地

进行。在 2023 年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将扎实推

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工

作之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的发展理念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

乡村振兴战略到艺术乡建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在过去

的五年里，对乡村振兴的研究呈现出爆发式的发展趋

势，各种艺术形态纷纷与乡村融合，并找到了切入点，

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形态，主要是以文化创意产业

为主导的。本项目将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近 5 年

与艺术乡建有关的议题进行可视化分析，并以艺术乡

建为切入点，从乡村振兴的视角，探索未来艺术乡建

的方向。资料表明，文化建构与“在地性”的研究在

学术上已愈来愈深入，且呈现出上升之势。因此，本

文通过“在地性”设计与艺术乡建发展的可视化分析

相结合的方式来探索艺术乡建未来发展的趋势，提出

在地性设计的价值和实践意义。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科学知识图谱是一种知识域的可视化工具，由于

具有直观的图学特性和谱系序列特性，可以用来刻画

知识单位、群体之间的网络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交

互、交叉、衍化等复杂关系[2]。借助科学知识图谱，

研究人员可以迅速、清晰地理解相关领域中的知识组

成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而能够快速地对一个新的领

域有宏观、系统地认识[3]。为了保证文献样本的权威

性和有效性，本项目选取了 2018—2022 年知网以“艺

术乡建”为关键词，通过“全文著录与引证”的方式，

将其输出为“全文参考文献”，并以文本形式输出，

包含文献名称、作者及单位、摘要及参考文献等重要

资料，截至日期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利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共得到 346 份有效样本。 

1.2  研究方法 

本项目拟通过文献计量法、比较法、信息可视化

等研究手段，利用中国学者陈超美在 2004 年提出的

CiteSpace 技术[4]，并在 CNKI 内建的定量分析工具基

础上，对艺术乡建过程中产生的可视性数据进行采集

和整理，提出相应的可视性数据，以明确其在我国的

发展方向。基于此，本项目将利用关键词共现图、关

键词聚类图、突现词图、时区图、文献数量折线图等

可视化图谱，对其进行深度挖掘、总结和分析，从而

揭示其在艺术乡建中的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 

2  国内艺术乡建研究现状 

2.1  发文量分析 

从艺术乡建发表的论文中可以看出，在该领域的

研究中，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发展一直有着广泛而深入

的知名度。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 5 年内的期刊数

据进行切分，获得 2018—2022 年的期刊数据（见图

1）。艺术乡建论文数量总体呈递增趋势，从 2018 年

的 19 篇增加到 2022 年的 117 篇，而 2022 年度的论

文数量截至日期是 2022 年 12 月，实际发表论文数量

应该比这个数量要多。 

根据 2018—2022 年间发表的文章数目，该时期

可划分为两个阶段（见图 1）。2018—2019 年是第一

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已呈现出“起步”的态势。十

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这一概念[5]，因此，进入到 2018

年，“十九大”之后，对“乡村振兴”问题的研究也

进入到一个深化的阶段。以“乡村振兴”为背景，以

技术和设计为核心，以理论和实践为主线，探究艺术

乡建内容。与此同时，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乡村

振兴的政策。《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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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艺术乡建文献发文量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artistic rural construction 
 

在 2018 年 6 月印发，明确了“五个总体目标”和“六

个重点”[6]。由此，对“三农”问题的内涵进行了界

定，为“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7]。从理论和实践两

个层面来看，对于未来的艺术乡建研究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 

第二个阶段为 2020—2022 年，该阶段学术论文

呈“爆发式”增长态势。艺术乡建是当前学术界十分

关注的问题，在前期工作基础上，以《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 年）》为依据[8]，从产业、人才、

文化和生态等多个方面对乡村振兴下艺术乡建进行

了深入研究。研究更注重艺术乡建的具体内容，如公

共艺术、乡村建设、艺术介入、在地性、村落改造等

主题。 

2.2  核心作者及其情况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艺术乡建领域有着突出贡献、影响

力较高的作者，通过 CiteSpace 技术获取国内作者合

作关系图谱（见图 2），核心作者发文分析表（见表 1）， 
 

图 2 中的节点大小决定频次高低。东南大学方李莉学

者的论文发表数量为 6 篇，主要是对中国艺术乡建的

现实和前景进行探讨，渠岩学者在广东工业大学发表

论文 6 篇，重点放在当代乡村建设中的艺术实践，向

丽学者发文 4 篇，张颖学者发文 3 篇，分别侧重于艺

术乡建各大领域。对艺术乡建核心作者共现图谱分析

研究，在可视化图谱中（见图 2）Q>0.3，S>0.7，通

过对聚类分析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聚类分析数据

是可靠的，具有较高的信赖度[9]。同时核心作者节点

数量为 33，网络密度为 0.002 6，综上所述，可以看

出我国在艺术乡建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2.3  核心机构及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对科研院所合作网络及节点知识图谱的分

析，可以更好地反映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及合作情

况。在图谱中，节点和字符越大，这个机构的信息就

越多；更多的连线，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见图 3）。

将 Citespace 中的节点设置为“institution”，找出节点

之间的关联。图谱中共有个 117 节点，连线 21 条，

网络整体密度仅为 0.003 1，艺术乡建相关领域的研

究机构总体上较为零散，虽有相关机构，但发表论文

的数量较少，影响也不大，从整体来看，尚未形成一

支凝聚力较强、影响力较大的科研队伍。然而自 2020

年以来，各大机构间的协作蓬勃发展。从前期的合作

关系来看，双方的合作关系以小型合作为主。近两年

来，高校间的合作逐渐增加，以四川美术学院为代表，

10 多个高校成立了研究组。表 2 是发文量前十名的

作者及所属机构。从机构发表论文的数量来看，四川

美术学院的论文发表量是 多的，共有 12 篇，经分

析发现，四川美术学院在艺术乡村建设、乡土创作艺

术研究、乡村艺术创作语言等选题上涉及范围比较 

 
 

图 2  作者合作关系图谱 
Fig.2 Author collaboration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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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作者发文量及机构 
Tab.1 Author's publications and organization 

序号 核心作者 所属机构 文献量/篇 年份 

1 方李莉 东南大学 6 2020 

2 渠岩 广东工业大学 6 2018 

3 向丽 云南大学 4 2021 

4 张颖 四川美术学院 3 2019 

5 王永健 中国艺术研究院 2 2019 

6 康泽楠 南京农业大学 2 2018 

7 孙振华 中国美术学院 2 2019 

8 路艳红 太原理工大学 2 2022 

9 季中扬 南京农业大学 2 2022 

10 刘怡 淮阴师范学院 1 2022 

 

广。从研究内容来看，广东工业大学、云南大学文学

院、四川美术学院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艺术介入乡村空

间研究、艺术乡建视角下导视设计、文创乡建等方面，

其中四川美术学院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在地性

设计出发为乡村建设的路径发展提供了新借鉴。中央

美术学院的“乡村建设”项目，着眼于当代艺术介入

乡村建设的大潮流与乡村建设实践的多元化。从“艺

术介入”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村落进行艺术干预和保

护，以期让它重新焕发生机，传承它的历史文脉[10]。

此外，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学院、广东工业大

学城乡艺术建设学院各侧重于艺术乡建构建模式的

研究、人类学视角下艺术乡建驱动机制等方面探讨。

从研究主题上看，“艺术乡建”“乡村振兴”“在地性”

等核心研究领域则更多地集中于核心科研单位。 

 
 

图 3  机构合作图谱 
Fig.3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mapping 

 
表 2  机构发文量图表 

Tab.2 Chart of institutional paper volume 

序号 所属机构 文献量/篇 年份

1 四川美术学院 12 2018

2 广东工业大学 10 2018

3 云南大学文学院 8 2020

4 中央美术学院 7 2019

5 东南大学 6 2020

6 中国艺术研究院 5 2018

7 中国美术学院 5 2018

8 广东工业大学城乡艺术建设学院 5 2029

9 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4 2021

10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院 4 2022

3  国内艺术乡建的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 

3.1  研究文献关键词热点分析 

本研究分析了近五年（2018—2022 年）文献的

关键词出现频数，进而计算热点关键词网络图谱（见

图 4）和高频词列表（见表 3）。关键词是对文章内容

的提炼，当 1 个关键词出现 2 次及以上时，称为关键

词共现。使用 CiteSpace，以 Keyword 作为节点类型，

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4）。其中，圆圈的大小

表示关键词的频次，频次越高，圆圈越大。图中出现

频次 大的为艺术乡建，其次为乡村振兴、艺术建设、

艺术介入、公共艺术、在地性等。从艺术乡建关键词

图谱中可以发现，艺术乡建的节点连接数为 203，网

络密度仅为 0.001 5。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艺术乡

建的研究还比较零散，这也与项目本身的新颖性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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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关键词网络图谱 
Fig.4 Key word network map 

 
表 3  高频关键词及其频次列表 

Tab.3 High-frequency key words and their frequency list 

序号 频次 关键词 早年份 

1 133 艺术乡建 2018 

2 73 乡村振兴 2018 

3 44 乡村建设 2018 

4 44 艺术介入 2019 

5 28 公共艺术 2020 

6 17 在地性 2018 

7 17 当代艺术 2019 

8 10 传统村落 2021 

9 9 主体性 2022 

10 8 乡村 2022 

 
熟性有很大关系。通过关键词网络图谱（见图 4）发

现，国内研究紧紧围绕着艺术乡建、乡村振兴、艺术

建设、艺术介入、公共艺术、在地性等几个方面，其

中“艺术乡建”关注度 高，频次为 133。“艺术乡

建”“乡村振兴”之所以热度高，是由于其始终是本

身方向的核心研究内容，即使有一些新的研究概念出

现，依然能保持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 

上述关键词和频次（见表 3）体现了这一时期的

研究项目和研究内容，学术界对艺术乡建的研究大多

数是基于实际需要。从时间的角度来分析，在出现频

率 133 次的“艺术乡建”主题中，主要是关于乡村文

化和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文献；在“乡村建设”这一关

键词中，出现频率居第二位是 44 次，其中以地域文

化和乡村改造为主要内容；在频率 高的 17 个“在

地性”主题中，主要集中在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等方

面。其中在地性是相对独立的理论性研究，与艺术乡

建相结合，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理论与实践价

值。此外，在地性研究的视角也非常丰富。比如，空

间设计，文化创意，产业复兴等都对“在地性”有一

定的思考与探索。赵建华等，提出基于“在地性”理

念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营造。这是对艺术乡建的一次

新的思考与尝试，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要把握好山

清水秀的乡村旅游机遇”一次又一次实践[11]。“艺术

乡建”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一种不可忽视、具

有积极意义的建构性力量。“艺术乡建”不同于以往

单一的“一元化”治理模式，它以“乡土乡愁”为依

托[12]，以情感融合与主体参与为核心，具有更高的可塑

性和能动性，在乡村振兴中具有更大的“赋能”空间。 

3.2  热点聚类分析 

时区图是文献知识演变的一个时间维度，它可以

全面、清楚地反映出文献的更迭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

响（见图 5）。利用 CiteSpace 中的时间区域进行关键

字的时间区域分析，每个关键字在纵向上所对应的年

份都是该关键字首次被发现的那一年[13]。因此，通过

对时区中每个节点所代表的文献进行分析，就可以对

当前的研究动态和热点有一个大概的认识。艺术乡建

一词于 2018 年在乡村振兴领域被提及，从 2018 年开

始，将艺术乡建结合热点展开研究，如方李莉认为艺

术乡建主要从“生态性”“治理性”和“美好性”三

个层面对乡村建设作出新的规划与构建，在乡村振兴

和中华文化复兴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4]。向丽

认为艺术乡建作为中国乡村建设的新近模式，并非单

向度的艺术实验，也远不止乡村问题，而是涵盖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社会实践[15]。对关键词的时

序聚类视图分析（见图 5）。其中艺术乡建、乡村振

兴、艺术建设、公共艺术、在地性等是近年研究的主

题，从时间线上分析，自 2018 年以来，出现了大量

的聚类结果。其中“在地性”从 2020 年开始一跃成

为该领域的热门话题，国内以“在地性”为名的各类

艺术活动亦与日俱增，例如由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焦兴

涛在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羊磴镇发起至今仍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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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关键词时间线聚类图谱 
Fig.5 Timeline clustering map of key words 

 
的“羊磴计划”[16]，目的是力图把艺术和生活结合起

来，用“艺术互助”的方式来表达一种民主的艺术和

生命的结合。总的来说“艺术乡建”从理论走向实践，

由“被动介入”走向“主动参与”，是一次由理论走

向实践、由“被动介入”走向现代化的重大实践。 

3.3  热点突现词分析 

突现词的分布情况，体现了与该研究领域有关的

关键词的被引频率，以及被引频率高的起始时间[17]。

对年份中出现的关键性转折点及新概念进行分析，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研究领域的研究发展趋势、研

究 热 点 问 题 及 与 研 究 相 关 的 一 些 前 沿 问 题 。 利 用

CiteSpace 的 Burstness 功能（γ 值设置为 0.3）检测得

到 7 个突现词（见图 6）。从突现强度上看，“乡村振

兴”这一关键字呈现出 3.05 的高突现程度，已成为

一个具有一定影响的热点领域，众多学者从多个角度

进行了多个领域的交叉研究。 
 

前 7 个 强突出关键词 

 
 

图 6  艺术乡建研究突现词 
Fig.6 Emerging words in the study of  

artistic rural construction 
 

从突现时间来看，“乡村建设”是被提及频率

高的词语，自 2018 年以来，“主体性”“乡村发展”

“乡村互动性”等主题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说明人

们对艺术乡建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并开展了一定程

度的专题研究，其中“乡村建设”一词的出现更是成

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可

以看到，当前艺术乡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发展”

和“在地性”两个新的角度上，而这两个角度都与国

家的政策密切相关。《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对“坚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加强农村

公共文化服务，培养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淳朴民风，

推进乡村文化建设”提出了重大要求[18]。而艺术又是

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运用在地性设计方

法，助力艺术乡建，繁荣乡村艺术，能够为乡村文化

振兴增添色彩。这就是设计界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

同时，通过对文献的分析还可以看到，乡村建设、古

村落、人类学、主体性等依旧是目前的研究热点。 

本文以“艺术乡建”为切入点，对其在现代社会

中的运用进行了初步探索。“艺术乡建”只是乡村振

兴的一个途径，而非终极目的。如何使艺术更好地与

乡村融合，为乡村振兴作出贡献，是一个值得探索的

项目。《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人类学家与艺术家对话

录之三》[19]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以“对话”作为

切入点，对“艺术乡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并

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理解，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价值。 

4  在地性设计在国内艺术乡建中的探索与

应用 

所谓“在地性”，就是本土化的意思。与地方性、

地域性相比较，“在地性”在词义上更为微观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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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这一概念的提出，体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

地位和态度；“在地性”的中文表述也具有“以地为

本、以用为本”的设计学意蕴。因此，分析乡村在地

性文化的理论溯源与应用价值，期待着“在地性”这

个概念能够作为一个思考的向度，并以此作为一个支

点，寻求沟通与视域的交融。在地性设计的艺术形态

与环境是分不开的，它能让人感受到这个区域的历

史、文化和现实的联系，让它作为承载在地精神的人

文环境的载体[20]。艺术乡建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

重大举措，艺术乡建能以“在地性”观念为建设注入

新的生命力。探索“在地性”理念指导下的艺术乡建

路径，阐述“在地性”的“在地”“在人”与“在时”

的介入路径。其中“在地”是指艺术介入乡村中“地”

承载的自然要素，借势呈现艺术乡建中的在地性功

能。“在人”意为以当地村民群体融合经济文化的艺

术乡建，从而达到融合共生。“在时”是根据地方历

史文化的积累与沉淀进行传承与创新，得以唤醒乡村

文化记忆。总的来说，乡村在地性为艺术乡建制定和

实施提供借鉴。 

4.1  在地性的理论溯源与应用价值 

“在地性”设计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中国台湾首

次出现，近年来随着大陆的研究和学术交流，逐渐向

外传播，引起部分大陆学者将“在地性”的概念延伸

至本土。李勤等在此基础上，从“因地制宜”“以人

为本”“与时俱进”三个方面，对“在地性艺术乡建”

的建筑景观进行了论述。周龙娟认为“在地性”的本

土化设计有三个层次，即地方环境的复原、地方文化

的重建和地方的人文关怀。董国娟等学者认为，艺术

乡建需要多方协同，要重视乡村生态、人文、商业的

和谐发展，要重视乡村的文化遗产，要加强农村产业

的升级。滕学荣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村生活更加关

注，更加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21]。总

的来说，目前艺术乡建在地性困局在于：乡村文化振

兴意识淡薄、乡建模式缺乏在地文化依托、乡村文化

产业匮乏等方面。 

从文化价值层面上，在地性文化是一种由特定的

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天然资源等因素形成的民族特

有的生活习惯与文化传统的体现[22]。作为在地文化遗

存的“火种”，乡村不仅记载着其历史发展的脉动与

变化，这也是一个传统的风俗习惯，一个可以让我们

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智慧。而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艺术

成果，既折射了农村民众的生存境况，又折射出了农

村所处地域的独特魅力与特征。作为本土文化的保护

者，不仅能有效地保护本土文化，还可以增强人们对

其认同感。以此为契机，激发乡村艺术建设活力，促

进乡村发展与乡村可持续发展。 

从社会价值层面上，乡村在地艺术是人与人之间

相互交往的一种形式，不但增进了城乡之间的关系，

也增进了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乡村民俗艺术作为乡村

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原生态”的文化，在一个多民

族文化的大背景下，给大家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具有

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23]。艺术乡建的创作，既能拓宽

民众的文化眼界，又能增进民众对农村文化的认知与

认同感。他们凝结了人们的回忆与感情，给沉闷的世

界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作为乡村在地性文化的物

质载体，在地性文化在城市和乡村中流动，是乡村振

兴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支撑。 

4.2  艺术乡建“在地”的借势呈现 

“在地性”是艺术乡建 显著的特征，它是根据

地方的环境特征和地域特色，结合自身的文化特质，

来创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是 具有代表性的。这种

在地的艺术形式，既与周边的环境密不可分，又能使

人感觉到当地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的联结，同时也激

发了在地性的功能。 

要充分发挥地方的人文地理资源，因地制宜，通

过政策的积极引导，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深入挖

掘乡土文化的同时，材料也是一种带有浓郁乡土色彩

的真实载体。事实上，进入 90 年代以后，为深入挖

掘在地艺术的可能，材料的运用是造成这种地域色彩

浓厚的重要因素。以“乡土材料”为视角，将传统乡

村建筑材料（如竹子、木材、泥土、砖块）与钢筋水

泥、玻璃幕墙等现代城市建筑材料进行对比，让它们

与周边环境更为协调，并提高村民对乡村美化的认

同感。 

地方材料作为艺术创作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符

号的功能。如竹，是以竹为本、以竹为形，发展出独

具东方韵味的独特竹文化，被誉为“中国材料”的典

型。在盛产竹子的“鱼米之乡”浙江安吉，竹子已是

当之无愧的“第一名片”。目前，安吉已经建立了全

球 大的竹子博物馆，而安吉竹艺正是以本土文化为

载体，传承地方文化，是乡村艺术乡建的一个范例。

一提起某个地方，人们就会联想到本地的特色；一提

起某物，大家就会马上想到其原产地，这是一种文化

与物质的共生性。在这种共生性的基础上，作为文化

符号的地域特色，就成了它本身的一种附加属性，即

使在别的地方生产与出售，它的在地性也没有被消

解，相反，它还能把地方文化向外地乃至国外扩散，

达到推广的效果。与此相对应，个人对地域的认知又

会影响其对该地域的看法与印象，从而构成在地性的

文化内涵。而在甘肃天水“石节子美术馆计划” [24]

中，石节子村虽然荒芜，但相关的作者却可以从当地

搜集素材并做出令人惊叹的艺术品，比如一座被美术

学院的学生遗弃的女子雕像，被刻意放置在田地里，

并赋予“村庄母亲”这种新的意义，以保护这块土地。

这种基于本土材料的艺术乡建，并未将“在地”与“艺

术”割裂开来，也未将其融入当地的自然环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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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表现出一种崭新的地域性特征。 

由于乡村各地生活风俗与物产等差异较大，所以

人们在进行艺术乡建时，不能盲目照搬照抄。要充分

发掘当地的优良文化传统，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艺

术乡建工程应尊重地方风俗。首先，要与当地的地形

地貌和风俗习惯相结合，同时要把建筑的设计与周围

的自然环境相融合。例如，我国北部的一些乡镇，在

进行城市规划时，没有很好地体现乡土文化，而只是

简单地照搬皖南的风格，使新大楼与本地文化格格不

入，所以这个规划并不明智。又比如，在环境营造上，

不要盲目地去植树，去美化。在艺术乡建过程中将在

地性设计充分发挥， 重要的是将丰富的文化资源变

成资产，比如“乡村博物馆”“非遗作坊”“特色小镇”

“古村落”等。这样不仅改变了当地经济发展状况，

而且改变了农村家庭收入分配状况。 

4.3  艺术乡建“在人”的融合共生 

在艺术乡建中，要把村民作为主体，激发村民的

积极性，形成一个充满生机的民俗文化是具有极大魅

力的。村民们纷纷投身于艺术乡建，为艺术乡建贡献

自己的力量。在这种在地性的文化趋势下，也正是艺

术乡建追求的一种精神。在这种积极、富有活力的在

地性文化潮流的引领下，艺术乡建才能成为实实在在

的物质，而艺术乡建，不仅可以带来巨大的生产效益，

也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而不仅是“造一座房

子”。建筑师、艺术家们在艺术乡建的过程中，与当

地居民、周围环境的相互影响，常常成为他们作品中

不可缺少的一环。比如，在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羊磴

镇的“羊磴计划”中，这个项目包括工程总监，多名

艺术家及当地的村民[25]。一开始，他们也不知道，不

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找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

他们打破了“真实”和“幻想”的界限，重新建立了

艺术和生活的新联系，这也是农村艺术家对现代艺术

的第一次探索。大家可以从周围的人和事中寻找答

案，从而产生很多的可能性。在贵州省鲁村的“艺术

介入乡村”创作实践中，以“艺术入乡”为契机，开

展了一场文艺活动。当晚，一部以乡村为背景的电影，

在祠堂里播放，而故事的核心，就是鲁村村民。每个

人都仿佛身临其境一般。这两项计划，分别是把那些

被村民想丢弃又舍不得丢弃的生活物品（如衣物、餐

具等），制成盆景、布匹等，不仅保留了原有的艺术

形式，还能装点田园生活，挖掘地方文化创意。重庆市

武隆懒坝国际文化艺术节主题为“艺术还给人民”，

该方案是由当地人和志愿者联合策划的，强调了当地

人的参与性。在此思想的指引下，一批知名艺术家、

设计师与当地民众一道，为武隆大坝区注入了一股新

的活力。强调的是必须对村落的历史和文化有一个全

面的了解，并将其融入当地的生活中，这是设计 基

本的要求。 

因此，要把以村民为本的理念贯彻到在地性艺术

乡建中，为艺术乡建提供新的动能，要注意引导、培

养和协调各种优秀人才，建立共建共享、互惠互利的

长效机制[26]。村民参与艺术乡建，能使人们再一次感

受到乡村的美丽，进而引导一种新的风尚，一场新的

社会变革。尽管中国的文化并非由农民所创造，但是

乡村的根基却是根深蒂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

快，人类社会的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此社

会转型期，人们更应向“生态中国”迈进，以一种全

新的视角、全新的生存方式，将“美美与共”共存于

艺术层面。 

4.4  艺术乡建“在时”的文化记忆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挖

掘乡村特有的文化符号，激活当地和民族的文化资

源，走特色化和差别化发展道路，推动文化、旅游等

行业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27]。扎根于农村的中国

传统文化，为人民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它质朴的

自然观、率直的创作观念、真与美的统一审美观念，

都是在地性艺术乡建发展的精神来源。要发展和构建

新型的农村生活和审美，就必须重新审视乡村传统文

化，挖掘乡村在地性文化特色，唤醒乡村文化记忆。 

乡村在地性传统文化对于乡村社会的民族精神

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

国乡村传统文化遭受了重大冲击，许多传统文化形式

和价值观念被摒弃，许多传统民居被拆毁，以水泥为

代表的新型乡村建设呈现出“同质化”趋势。所以，

有必要从中国乡村社会出发，对其继承和创新展开系

统的研究。黑川雅之在《设计未来考古学》中提到：

地域文化的价值不仅是保存，而且需要体现出现代思潮

及精神层面的积极意义，才能达到新的发展与应用[28]。

在现代化进程中，应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并实现其创新性发展。要将现代科技和传统工艺有机

地融合在一起，为当地群众带来经济效益。四川省达

州市宣汉县白马镇实施的“白马花田建设项目”，以

本土文化产业为载体，以创新的方式对地方记忆进行

继承与发扬。毕城村，由白马镇向家历史老宅改造而

成，吸引了众多青年志愿者和企业家的目光。在了解

地方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也会被当地的环境所感染，

进而产生对地方的感情，强化地方认同。艺术乡建注

重地方风景与人之间的联系，通过叙述力、设计感、

共情等力量，将感性体验带到地方文化中，并引发地

方文化的共振。通过人文、艺术、科技等方式，达到

地方文化传承的同时，还可以促进农村文化资源产业

化，促进乡村特色产业的文化赋能。 

贵州省隆里乡首届“隆里国际新媒体艺术节”[29]，

把“大舞美”的概念和乡村艺术建设结合起来，把新

媒体和城市文化、艺术创作和旅游结合起来，给农村

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由中国舞台美术学会、黔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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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主办。将黔东南苗侗风情、

隆里王昌龄边塞文化、门第文化、花脸龙非遗文化等

多重地域标识在舞台上进行了一场艺术再现。中国舞

台美术学会会长曹林表示，通过新媒体艺术这种新的

艺术观念，使舞台美术走向更广阔的自然空间，为乡

村注入活力[30]。在体现在地性的同时，也为艺术乡建

产业的发展开启了一条新路，对拉动古镇的保护性开

发，推进文化旅游，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对于文化底蕴深厚的乡村，如果能够在适

当时机注入“艺术节”这样的现代元素，就可以让它

焕发出新的生机和魅力，让垂死的乡村焕发出新的生

机和活力，让它回归本来的面貌。通过多种方式对地

方文化进行传承与发展，是加强民族认同与文化自信

的重要途径，也是振兴乡村文化、让乡村充满生机与

活力的重要方式。 

5  启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针对 CNKI 期

刊数据库中 2018—2022 年有关艺术乡建的文献，系

统地分析了国内学术界的热点和前沿动向，得出如下

结论有关艺术乡建的研究成果。 

第一，基于 2018-2022 年 CNKI 艺术乡建建设研

究论文发表数量，结合国家有关政策，自 2018 年起，

艺术乡建学术研究得到学界高度重视，文献数量从

2018-2022 年的 19 篇增加到了 117 篇，研究热度不断

上升。 

第二，研究力量方面，形成了以方李莉、渠岩和

向丽等为代表的核心作者，其中渠岩、焦兴涛、侯梦

瑶、刘向晖等学者和方李莉、向丽，以及姚雪艳、姚

佳艳学者之间形成了三个团体。从研究机构方面，高

校与科研单位是以科研单位为主体，但不同的科研单

位之间协作不多，今后还需要加大力度。另外，此次

也提出要重视区域的资源分配问题。 

第三，在研究热点上，“艺术乡建”是一个在政

策引导下持续升温的话题，除此以外，艺术介入、乡

村建设、在地性、公共艺术、传统村落也是近年来艺

术乡建领域的研究热点，其中在地性在助力艺术乡建

方面的研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研究方法主要是从艺

术乡建的角度来看，目前还缺乏对其进行定性的分析

和研究。 

第四，从研究的前沿性来看，“乡村建设”这个

概念具有较高的突出度，是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新兴

学科。在突现时间中，主体性、互动性、乡村发展和

在地实践四个关键词在 2018 年开始出现，并一直延

续到 2022 年。同时，人类学、古村落等也是现今研

究的前沿领域。 

第五，研究趋势方面，主要是以“艺术乡建”与

“在地性”为切入点，提出“在人”以村民为本的艺

术乡建，艺术介入乡村中“在地”承载的自然要素，

“在时”乡村在地性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研究思路，构

建了一套涵盖生态、经济和文化等多维度的评估指标

体系，为艺术乡建营造奠定了理论基础。 

总之，利用 CiteSpace 可视化技术，对国内艺术

乡建的发展态势进行剖析，抓住艺术乡建发展的新契

机，不断拓展艺术乡建在地文化的领域，从而增强我

国农村文化的影响力，促进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化、

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升国家的整体实力。 

5.2  研究展望 

在现代社会转型时期，要进行“艺术乡建”，就

必须从乡村实际出发，寻找乡村传统文化“代码”，

以实现乡村“艺术”的功能。“艺术乡建”既符合国

家“美丽乡村”建设的要求，又是一条新的乡村建设

之路，尽管还存在着诸多缺陷，但仍是一条值得我们

借鉴和借鉴的新路。所以，艺术家应当对“乡村”在

地性文化作出正面的思考，重新审视“乡村”的主动

性和创造性。 

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不断挖掘研究方法。在艺术乡建的可视化研

究方面，可以采用实证分析、案例分析、评价模型等

多种研究手段。基于以上方法，未来可以对现有的方

法结合在地性设计进行深度挖掘，并将其与项目研究

内容有机融合，寻求更具特色、更符合项目需求的新

方法。 

2）丰富拓宽研究视角。在现有的艺术乡建在地

性设计研究中，可以从政府、企业和艺术家三个层次，

再结合数字孪生技术、合作伙伴特性、领袖品质核心

等因素进行深入探讨，并进一步深入探讨其对艺术乡

建地方性的影响。 

3）丰富拓展研究对象。在现有研究中，主要集

中于农村建设、农村发展和农村实践等可视化问题。

然而，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艺术乡建的可视

化需求日益迫切。基于此背景，需在现有研究的基础

上，开展在地性可视化的艺术参与、乡村教育住区建

设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此研究成果将为我国政府和企

业在应对该问题上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6  结语 

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艺术乡建

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艺术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到

乡村在地文化的构建之中，给艺术乡建筑带来了新的

生机。因此，艺术介入乡村不是要脱离现实环境而盲

目建设乡村，而是通过对乡村在地文化的挖掘与保

护，创造出适合当地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

之路。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乡建”，为艺术乡

建地域文化的保存与传承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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