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乡建国际比较视域下的中国乡村叙事话语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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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叙事话语构建成为推动乡村社会全面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 艺术乡建

作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模式之一,通过丰富乡村文化供给、促进文旅融合以及增强文化软实力,可以为乡村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从国际比较视域出发,分析不同国家艺术乡建的实践路径及其情境适应性,能够揭示艺

术介入对乡村身份重塑和可持续发展的具体作用机制。 国际比较视角下的艺术乡建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化对艺术

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认知,还能够为中国乡村发展的政策优化和实践创新提供有益借鉴。 现阶段,中国艺术乡建

实践在全球语境中的独特性与共性,为乡村振兴叙事话语的理论拓展提供了新的分析维度。 中国艺术乡建不仅通

过文化表达丰富着乡村内涵,更在构建现代、宜居且具有精神活力的乡村社区方面展现出独特价值。 这一积极探

索对于完善中国乡村振兴理论体系和指导乡村建设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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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自 2017 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促进乡村文

化振兴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 乡

村文化振兴不仅关乎乡村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更
关乎乡村精神文明和文化软实力的重塑与发展。 在

这一重要政策背景下,作为文化赋能乡村发展的一

条重要路径,艺术乡建①逐渐成为推动乡村多维振

兴的创新实践,并逐渐发展为当代乡村建设领域的

一个重要议题。
广义而言,艺术乡建指艺术介入乡村建设,通过

引入艺术元素,激活乡村文化活力,推动乡村空间创

新与社区参与,进而促进乡村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助
力乡村全面振兴。 作为乡村文化与现代艺术结合的

产物,艺术乡建从物质空间和文化场景的层面重新

塑造乡村,对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艺

术乡建作为专业术语出现的时间较晚,但其理念的

产生早有渊源。 近代的“莫干山乡村改进”等乡村

改良运动[1] ,即已初现以文化艺术促进乡村发展的

积极尝试。 近年来,国际上以日本新潟县的越后妻

有大地艺术祭、韩国的“韩屋再造”等为代表的艺术

乡建案例,展现了艺术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价值与

多样模式。
国内艺术乡建的实践探索,伴随着乡村政策体

系的演变而逐步展开。 关于艺术乡建起源的界定,
学界虽有不同观点,但普遍认同其与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中国城乡关系重构的时代发展要求和国

家顶层设计密切相关[2-4] 。 特别是 2004 年“中央

一号文件”着重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的方针,标志着中国乡村建设政策重心的重大转向。
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废止以及 2008 年

浙江省安吉市 “中国美丽乡村计划” 的启动等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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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新举措的落地实施,艺术介入乡村的社会发展探

索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政策支持和社会帮助。 近年

来,从“美丽乡村”到“和美乡村”的概念迭代,进一

步突显出乡村文化振兴和审美重构的重要性,为艺

术乡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在此背景下,艺术乡建不仅承担着乡村物质空

间美化的重要功能,更逐渐成为重塑乡村叙事话语、
彰显乡村主体性的关键手段。 通过艺术实践赋能乡

村文化生产与社区认同,推动乡村由现代化的被动

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叙事者,正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

叙事的重要趋势。 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孤立个

案分析或实践总结,缺乏系统的国际比较与理论提

炼。 因此,本文拟以国际比较的视角,梳理欧、日、韩
等国家和地区在艺术乡建领域的实践模式,分析它

们对乡村叙事话语建构的启示,进而结合中国国情

和具体实际,探讨以艺术乡建为载体有效重构中国

乡村叙事体系的作用机制,以期为提升乡村文化自

信与文化软实力提供可能路径。 在乡村振兴战略纵

深推进的时代语境下,本研究旨在为推动新时代中

国乡村社会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二、艺术乡建兴起背景、内涵及
国际实践模式比较

　 　 1.艺术乡建的兴起背景

近年来,全球乡村地区普遍面临人口外流、经济

活力衰退、地方文化传统断裂等多重挑战。 在此背

景下,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介入手段,逐渐在乡

村振兴过程中展现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际学术界

广泛认为,艺术、文化与遗产不仅能显著提升乡村居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还正在成为重塑乡村社会

角色与经济功能的重要动力来源[5] 。 例如,英国通

过创意产业政策激活乡村传统的物理空间和潜在的

文化空间,赋能当地经济发展;加拿大将文化艺术活

动融入乡村日常生活,促进乡村社区凝聚力的提升;
荷兰则在传统农业地区推行文化复兴项目,促进农

业、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6-7] 。
在中国,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通过艺

术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艺术乡建也被作为推动乡村

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开始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
例如,一些地方通过引入艺术创作、文化节庆活动和

文旅融合项目,尝试在保护地方文化脉络的基础上,
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重塑乡村社会与文化结

构[8-9] 。 这一现象表明,艺术乡建的兴起并不仅仅

是对乡村经济复苏的直接回应,更深层次地体现着

现代社会对乡村文化生态修复、乡村社会认同重建

以及乡土价值体系重塑的强烈诉求。
综合国际与国内的相关经验,可以看出,艺术乡

建正在成为全球范围内乡村转型叙事中的重要路

径。 其背后不仅体现着政策推动与市场需求的双重

作用,更展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文化复兴的发展

趋势。 未来,艺术乡建有望在乡村社会创新、地方文

化再生产、城乡融合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中持续发

挥重要作用。
2.艺术乡建的基本概念

关于艺术乡建的概念界定,学界至今尚未形成

统一共识。 部分研究者将艺术乡建视为一种艺术介

入乡村空间与生活实践的过程,强调艺术与乡村政

治、经济、文化等多维系统的互动关系[10-11] 。 他们

认为,艺术不仅改变了乡村的空间景观,更深刻地影

响了乡村社会结构和居民身份认同。 另一部分学者

则从文化认同与价值重塑的角度切入,指出艺术乡

建不仅是对物理空间的重塑,更是对文化意义、社会

关系与精神生活的再造[12] 。
在理论演进过程中,艺术乡建被进一步理解为

全球艺术社会化转向在中国乡村语境下的特殊体

现,是对中国百年乡村建设思想传统的继承与创

新[13] 。 这一观点认为,艺术乡建不仅承载着外来

艺术实验的初衷,更通过与地方性知识、乡土经验的

深度结合,发展成为一种复合型、本土化的乡村建设

模式。 其核心在于突破单向度的文化输入模式,转
向以地方主体为中心、以文化自主性为导向的内生

型发展路径。
由此可见,艺术乡建的理论基础已由最初的外

来文化实验逐步深化为具有本土认知、自组织特征

和社会实践维度的乡村重建实践。 相关研究为当代

中国乡村叙事话语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

方法论支撑。
3.艺术乡建的国际实践模式比较

艺术乡建作为一种在特有空间场景里带有内容

导向的建设模式,既是一种艺术生产方式,也是一种

社会建设。 从国际视角看,不同国家根据各自不同

的社会文化背景,形成了多样化的艺术乡建实践模

式,展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与理论创新。
在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等项目,以艺术与

农耕生活的共生理念为核心,强调村民与艺术家的

深度合作。 项目通过艺术装置、表演艺术与乡村劳

作场景的有机结合,建构了以“共感美学”为主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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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叙事体系,成功实现了乡村空间与文化活力的

双重复兴[14] 。
在欧洲,荷兰与意大利等国家则采取了以艺术

村庄建设和艺术节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模式。 通过传

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融合,激发乡村旅游的潜力,同
时带动文化产业发展。 例如,意大利的阿尔贝罗贝

洛艺术节以保护地方建筑遗产和促进社区主体性参

与为双重目标,探索出艺术、旅游与地方治理融合发

展的综合性路径[15] 。
在北美地区,加拿大的艺术乡建更倾向于小规

模、社区导向的文化项目。 通过遗产保护、公共艺术

计划和社区艺术活动,强化社会包容性与多元文化

认同,促进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6] 。 如加拿大

壁画小镇倩美纳斯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本是一个

以林业为主导、经济萧条的小镇,通过引入壁画创意

产业,成为世界知名的壁画小镇,带动当地综合产业

发展。 为保证壁画的艺术价值,小镇不仅邀请世界

各地的艺术家,免费提供食宿,让他们倾注全力在小

镇的墙壁上绘制壁画(这些壁画大都涂写在小镇的

各式建筑上),而且针对壁画的创作设置了一套严

格的程序,即壁画协会负责听取公众和社区居民的

想法,业主也会提出壁画创作的创意;协会根据收集

到的照片、历史资料和创意进行整理,并选择合适的

位置,然后向艺术家提出创作提案;艺术家对提案做

出回应后,交由专业的指导委员会讨论,最后提交协

会的董事会决定。 取材于本地历史文化元素的壁画

创作一直在持续,使这座小镇不仅成为一座壁画艺

术的世界,更是一个活态的历史博物馆。 世界各地

的艺术爱好者被吸引至此,流连忘返;小镇的居民也

能从一幅幅壁画中感受小镇的历史,并从中传承精

神的力量,增进对家乡的认同和情感。
不同国家的艺术乡建实践表明,艺术乡建能否

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艺术生产方式能否基于地方文

化特质,建立有效的社区叙事机制,激发本地居民的

文化自信与参与热情。 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在借鉴

国际经验的同时,坚持本土创新,是推动艺术乡建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
4.国际实践模式对中国的有益启示

承前,艺术乡建在全球的扩散,为中国实施类似

建设项目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借鉴国际经验,特
别是日本、欧洲和北美等地的经验,可以为中国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实践借鉴和话语构建启示。
国际经验突出了乡土艺术活动中传统与现代的

战略性融合[17] 。 欧洲的案例往往强调遗产保护和

以社区为基础的艺术干预,致力于将传统工艺与当

代文化表达相结合。 例如,欧洲文化之都项目倡议

通过投资艺术项目和基础设施,将乡村城镇变成文

化中心。 同样,日本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则展示

了艺术如何通过反映当地历史和景观的特定价值以

缓解农村地区人口减少和经济衰退的问题。 这些案

例说明,要创造出既扎根又创新的乡村复兴叙事话

语,其重点在于要在乡村艺术生产和社会建设中真

正实现地方性文化主体身份与现代艺术实践的紧密

结合。
对于中国来说,国际艺术乡建的不同案例为重

新思考艺术在中国乡村环境中的多维功能作用提供

了实践参考。 换言之,不能将艺术乡建仅仅视为一

种乡村美化或旅游推广的方式方法,而应将其视为

一个赋予乡村社区主体权力行动并借以传承和发展

地方特色文化的参与性过程。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

乡村艺术项目的治理模式须从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

上。 此外,亦须高度重视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性,即要

善于通过各种创新举措,积极推动艺术家、建筑师、
社会学家和以社区居民为代表的当地利益相关者共

同创造乡村空间及其象征意义。
通过对国外艺术乡建项目的观察分析,可以发

现,乡村艺术项目有助于重新定义乡村,乡村不再只

是作为一个落后或匮乏的空间被大众关注,相反,乡
村以其区别于城市的独特空间和文化,逐渐成为富

于文化创造力、弹性和包容性的创意前沿而受到社

会各界的重视。 随着党和政府致力于彻底解决城乡

差距问题的发展战略推进,这种重新定义乡村价值

的发展理念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具有显著的时代

价值。 在全球范例的指导下,一个清晰的话语路线

可以推进国内艺术乡建更上一层楼,使其成为国家

发展战略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此外,国际经验也强调了为特定的社会文化背

景量身定制艺术干预的必要性,对于中国乡村建设

避免同质化叙事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国乡村地区的

多样性要求建构本土化的乡村话语体系和话语模

式,使其能够与本土价值观和日常生活经验产生共

鸣。 全球学习与本地适应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助于帮

助我们使中国乡村发展的话语叙事既能够与国际社

会相对接,又能够保持自己的文化基础和文化风韵。
综上所述,国际上的艺术乡建模式对中国类似

项目的落地实施及其叙事塑造具有较强的借鉴意

义。 通过激励社区参与,实施可持续发展以及汲取

全球实践中保持文化真实性的经验教训,中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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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种细致入微的乡村话语赋权体系,将乡村重

新塑造为不止于溯往的遗迹,更是充满创新与跨界、
赋能与共生、凝聚与融合的文化沃土和艺术家园。

三、中国艺术乡建的实践演进与
现实反思

　 　 1.实践发展与演进趋势

艺术乡建作为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文化振兴的

重要路径,其在中国的兴起与扩展经历了从“文化

介入”到“系统协同”的阶段性转变[18] 。 早期艺术

家以个人方式进驻乡村,多以艺术创作为主要目的,
带有显著的实验性和审美导向。 随着国家层面对乡

村振兴战略的深化实施,艺术乡建逐渐被纳入公共

政策视野,成为整合多元资源、提升乡村文化价值与

生态韧性的实践形式。
在政策引导与社会参与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艺

术乡建呈现出由点及面的扩散态势。 从空间美学改

造走向制度协同治理,从个体表达转向社区集体协

作,其功能已超越艺术本体,逐渐转化为涵养乡村社

会资本、重构地方认同、培育文化产业生态的复合型

实践。
2.浙江经验的系统探索及其实践特征

浙江省是艺术乡建在中国的重要实践前沿②,
其实践探索具有高度系统性和政策牵引性。 基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通过文化嵌

入与机制创新,浙江省积极推动在地资源活化与乡

村文化主体性复兴,形成了现代艺术形式与地方特

色文化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
以浙北德清县为例,当地将艺术力量视为推动

乡村空间更新与文化复兴的重要抓手。 政府牵头积

极引进策展机构与艺术家团队,并联合当地村委会

与乡贤群体等村民自治组织,形成“政府引导+专业

支持+村民参与”的三方联动机制。 艺术乡建实践

不再局限于“展览式”的短期行为,而是深入村落的

公共生活场景,通过定期展览、手工艺复兴、村史记

录、空间叙事等形式,实现文化记忆的重塑与社区认

同的重建。
在浙西衢州市和浙南丽水市,美丽乡村建设与

艺术乡建相互嵌合,强调生态理念与艺术语言的协

同表达。 例如,依托生态博物馆和自然教育平台开

展的艺术活动,不仅提升了村落文化品牌,也带动了

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实现了文化效应与经济效应的

双向转化。

浙江经验的突出特点在于其政策驱动的结构保

障和制度设计能力。 一方面,地方政府高度重视艺

术在乡村治理中的潜能,提供资金、制度、平台等多

重支持;另一方面,在项目执行中强调以“在地性”
为核心的协作机制,确保外来艺术资源能够与本土

文化系统形成有机衔接。
3.反思与挑战

艺术乡建虽然在一些地方取得了积极进展,但
从全国范围看,其整体发展仍面临若干突出问题,尤
其是在项目主体结构、价值实现机制与文化表达逻

辑方面存在一定的制度性张力和现实矛盾[19-21] 。
首先,实践中存在的“村民边缘化”问题。 一些

艺术乡建项目在设计与实施中仍由外来艺术家或专

业团队主导,村民参与局限于“配合”与“展示”环

节,缺乏实质性的话语权与决策权。 这种自上而下

的建构模式削弱了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导致项目

结束后难以保持“在地化”的持续运作。
其次,“城市视角主导”的文化输出倾向明显。

在部分案例中,艺术表达更注重外部传播与视觉呈

现,过度迎合城市观众与消费市场的审美趣味,忽略

了与乡村文化语境的深度契合。 这种文化“空投”
行为不仅无法实现乡村文化主体性的真正唤醒,反
而加剧了城乡之间的话语权失衡以及乡建同质化。

再次,“短期行为”与“项目依赖”并存的困境。
许多艺术项目依赖政府短期资金投入与媒体曝光支

持,缺乏内生性驱动机制,难以形成可持续的社区协

同与文化再生产模式。 此外,一些地方还出现了

“打卡景观化”倾向,使艺术乡建陷入“形式重于内

涵”的浅层恶性循环。
最后,在跨界协同机制方面艺术与乡村发展的

深度融合仍有障碍。 当前艺术乡建涉及文化、教育、
旅游、农业、交通等多个领域,但跨界协同体尚未稳

定成型,艺术家、策展人、市场、社会力量与基层治理

组织之间仍存在沟通壁垒,制约整体效能的发挥。
概言之,中国艺术乡建的发展已逐步迈入政策

支持与社会实践双轨驱动的新阶段。 浙江模式为中

国乡村文化复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展示了艺术与

政策、空间、生活协同作用的可能路径。 然而,从全

国范围看,艺术乡建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文化

表达、社区协作与制度保障之间仍需更加紧密的协

同与调整。 未来的艺术乡建应以村民主体性与文化

在地性为核心,探索可持续的社会协作与文化再生

产机制,为新时代乡村叙事话语的多元建构奠定更

为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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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时期中国乡村叙事话语的
学理抽象与理论演绎

　 　 1.问题意识的生成:从艺术实践到乡村叙事的

理论关切

近年来,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引领下,中
国艺术乡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不同于以往自

上而下的政策实施逻辑,当下的艺术乡建不仅由地

方政府积极推动,更吸引了大量艺术家、设计师、社
会组织等多元行动者的广泛参与。 由此,艺术乡建

逐渐摆脱“孤岛式”个案实验的局限,开始向系统

化、网络化、多元协同的方向演进。 这一转变不仅体

现在实践规模的扩展,更在于其内在问题意识的深

化,尤其是对“乡村如何被讲述”这一叙事话语建构

问题的高度关注。
文化自觉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意味

着乡村社会成员能够主动认识、珍视并创造性转化

自身文化传统。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指

出,文化认同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归,而是在全球化

条件下对本土文化的理性理解与能动选择[22-23] 。
新时代,这一理念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坚定文

化自信、推动文明互鉴的主张形成了高度契合[24] 。
随着艺术介入乡村的广泛展开,乡村叙事不再

是农民个体的自发讲述,也不仅仅只是国家意识形

态建构的一部分,而是逐渐成为多元主体共同协商、
重构认同的复杂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关于乡村叙

事的主体、内容、方式与接受机制等核心问题逐渐浮

出水面,并构成艺术乡建理论建构的起点。 具体而

言,这些问题可归结为三重关切:其一,“谁来讲述

乡村”的问题。 其不仅涉及叙事主体的合法性与多

样性,还牵涉到城乡之间、专业性与在地性之间的话

语权重分配。 其二,“如何讲述乡村”的问题。 其强

调叙事内容与表达方式的选择,包含着传统与现代、
审美与功能之间的张力。 其三,“为谁讲述乡村”的
问题。 其重在回应传播机制与受众定位的重要性,
关系到乡村叙事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公共性与共享性

的问题。
上述三重关切不仅是艺术实践的现实困境,更

深嵌于城乡结构性差异、文化产业要素配置失衡以

及国家治理逻辑变革的复合关系之中。 因此,乡村

叙事话语的建构不能仅停留在经验总结层面,而应

从实践中抽象出具有批判性、系统性与开放性的理

论框架。 在这一进程中,理论的角色不仅是对既有

经验的概括与提升,更应成为未来实践的方向引导

与规范参照。 只有在扎根于本土实践的基础上建构

出可持续、可迁移、可批判的理论模型,艺术乡建才

能真正实现对乡村文化的持续激活和社会共识的重

构,从而回应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重建”的时代

命题。
2.主体位置的转换:重构文化表达的权力结构

中国乡村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长期处于中心话

语体系的边缘,其文化表达在宏大叙事中常被简化

为“发展落后”的象征性他者。 城市中心主义的视

角使乡村被建构为需要改造与拯救的对象,而非具

有自洽文化逻辑与主体意识的生活空间。 在这种语

境下,乡村往往被动接受来自城市或主流社会的叙

述,而缺乏自我表达的空间与权力。 艺术乡建作为

一种跨界实践介入,为乡村重新进入当代公共视野

提供了契机,尤其是在文化再生产和地方认同重建

中展现出独特价值。 然而,如果艺术介入仍延续原

有城市文化主导结构,仅作为城市经验的延伸或再

包装,那么其结果可能只是“他者再现”的另一种形

式,难以真正触及乡村文化主体性的觉醒与建构。
在大量艺术乡建实践中,外来艺术家主导的策

展逻辑普遍占据主导地位,村民往往被置于被动接

受的位置。 这种权力结构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

“被观看”,即乡村空间和村民生活被艺术化地呈现

为供外界欣赏的视觉图景;二是“被解释”,即村民

的生活经验往往被艺术家套用现成话语加以阐释,
其在地知识的复杂性与自主性常被忽视;三是“被
命名”,即艺术项目常以外部命名方式建构地方形

象,使村民无法参与对自身文化意义的界定。 这三

重他者化机制固化了艺术与乡村之间的权力不对

称,使得“艺术乡建”在实践上很难摆脱“文化殖民”
的质疑。

尽管部分项目开始尝试通过“共创”“协作”“参
与式策划”等策略引入村民角色,但其操作层面往

往局限于村民的表面参与,未能真正打破艺术主导

与村民被动之间的结构性壁垒。 因此,实现乡村叙

事主体性的重塑,必须从理论与机制两个维度入手,
回应皮埃尔·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与象征权力的经

典论述。 布迪厄指出,文化场域中不同主体在象征

权力的分配上处于不平等状态,这种不平等通过话

语、制度与习惯不断得到再生产。 将这一视角引入

艺术乡建实践,意味着必须从“代表村民说话”转向

“赋权村民自述”,也就是说,要改变既有的文化中

介模式,使在地主体能够真正拥有叙事的主动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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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权。
实践层面上,这一理论主张需要通过制度化机

制予以落实。 例如,艺术乡建项目在策划与实施阶

段应构建“在地主导—外来辅助”的权力结构,将村

民置于话语建构与项目决策的核心位置;不仅要赋

予社区居民充分的参与权,更要保障其具有实质性

的话语影响力。 唯有如此,艺术乡建才能跳出“乡
村展演”的逻辑套路,转而推动一种基于平等协商、
文化互认的合作模式,从而实现从“城市绘乡”向

“乡村自叙”的根本性转型。 该转型不仅关系到艺

术实践的伦理边界,更是对乡村文化尊严与社会公

正的基本回应。
3.在地文化的重释:构建叙事结构的文化转译

机制

中国乡村拥有绵延不断的历史传承与多样性的

文化母体,其中涵盖了宗族伦理、生产习俗、仪式行

为、“非遗”技艺等丰富内容,构成了具有地域特色

的文化生态系统。 这些文化资源虽具有深厚的历史

积淀与社会根基,却并不天然地具备现代意义上的

叙事能力。 也就是说,在当下的媒介传播语境与审

美逻辑中,如何将这些乡土文化要素有效转化为具

有组织结构、可感知形式与传播可能的话语内容,是
推动乡村叙事理论建构的核心任务。 这不仅是一个

技术层面的转化问题,更是关系到文化再生产机制

与意义生成逻辑的根本性议题。
回顾国际经验,许多国家在乡村文化转译方面

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机制。 例如,欧美一些国家通过

社区剧场、地方节庆活动以及对民间记忆的重构等

方式,激发本地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参与,在演

绎中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统一。 以英国的社区戏

剧为例,艺术家与居民共同编排剧目,将地方历史、
人物和传说融入表演,既达到了文化传播的目的,也
强化了社区凝聚力。 再如法国的地方节庆,通过仪

式性集体行动将乡村文化视觉化、节奏化,从而增强

其传播效果与公共影响力。 相较而言,日本在乡村

文化叙事方面尤为注重“地域资源”的再发现与再

诠释,大地艺术祭便是典型案例。 其通过艺术装置

与自然景观、乡土遗产的深度结合,不仅实现了审美

重构,还为乡村空间带来了文化激活与旅游流量,形
成一种具有延展性的“叙事场域”。

在中国当前的艺术乡建实践中,部分艺术乡建

团队已开始意识到文化要素在叙事结构中的重要

性,尝试将宗族记忆、“非遗”技艺、村落仪式等文化

母题加以现代转译。 例如,有项目通过影像记录与

数字影像装置呈现村落的历史故事,有项目将民俗

表演嵌入乡建节庆活动,还有项目通过互动媒体技

术构建沉浸式乡土体验场景。 这些尝试无疑拓宽了

乡村文化传播的路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
由于缺乏系统性理论支持,许多项目在内容选择与

表达方式上仍显随意,文化元素的转译多停留于表

面形式的挪用与符号层级的消费,难以实现深层次

的文化激活与内涵表达。 另一方面,在地文化的解

释权与主导权未能有效建立,导致许多项目由外来

团队主导,村民与地方性知识常被边缘化,乡村叙事

权力依然失衡。
因此,从理论层面出发,亟须引入文化研究中的

符号转译理论框架,将乡村文化视作一个持续生成

的活态系统。 该框架强调在转译过程中实现文化语

境、受众理解与传播效果三者之间的动态协商和平

衡。 具体而言,应通过“语义还原”将文化元素放回

其本然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之中,避免文化元素运用

的误读与错位;通过“图像嵌套”将文化符号融入新

的视觉表达形式,增强文化标识的识别度与传播力;
通过“叙事再编码”将零散的文化内容整合为具有

逻辑性与结构性的话语系统,使其在当代社会中具

备较强的讲述力、感召力与传播力。 唯有如此,乡村

叙事才能真正实现从文化素材到话语体系的内生性

转化,构建出具有学理支撑与社会影响的乡村文化

表达路径。
4.传播形态的革新:媒介融合中的表达策略

建构

随着数字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当代乡村叙事

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变革。 从过去依赖口

述传统、文字记录和实地展演的线性模式,逐步过渡

到以影像化、平台化和互动化为特征的复合传播形

式。 在艺术乡建的多样化实践中,视频短片、线上展

览、数字地图、沉浸式体验装置等新型媒介手段的应

用,已成为呈现与传播乡村文化内容的重要工具。
这些技术不仅拓宽了艺术表达的边界,也增强了乡

村叙事在更广泛社会空间中的可见性与传播力,为
理论建构提供了媒介融合的新路径。

然而,媒介融合所带来的并不只是表达维度的

拓展,也伴随着诸多潜在问题,特别是存在技术主导

下的叙事失重倾向。 在数字传播逻辑的驱动下,乡
村文化内容往往面临“可视化优先”的筛选机制,即
以图像吸引力、视觉冲击力为主要标准进行内容再

构。 这种机制容易导致原有文化的多义性与在地语

境被简化或异化,从而使乡村叙事陷入“景观化消

08

　 2025 年第 5 期



费”的陷阱。 乡村被重构为视觉奇观或审美对象,
而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内涵则被有意或无意地

遮蔽,削弱了叙事的批判性与文化主体性。
因此,从理论角度出发,有必要引入麦克卢汉的

媒介决定论以及传播生态学的相关观点,对当前的

乡村叙事实践进行深层解析。 麦克卢汉指出,“媒
介即讯息”,强调媒介形态在信息传达中具有决定

性作用[25] 。 这一观点提醒我们,媒介并非中性的

传播通道,而是深刻影响着内容的呈现方式与接受

路径。 而传播生态学则主张从系统角度看待传播行

为,关注媒介、内容与受众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这

意味着,在艺术乡建项目中,媒介不应成为叙事的主

导力量,而应回归为内容表达的服务机制,参与构建

“内容—媒介—接收者”三者之间的有机联动关系。
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叙事内容沦为技术展示的附庸,
保障文化表达的本体价值。

此外,还须在实践层面推进媒介逻辑与乡村逻

辑的深度融合,探索技术手段与在地文化共构的可

能路径。 例如,通过短视频记录乡村劳作日常与民

俗活动,呈现乡土生活的真实质感与劳动美学;利用

互动装置模拟传统节庆现场氛围,增强观众的沉浸

体验与情感连接;借助虚拟现实技术重构宗族谱系、
历史空间等,使其在数字媒介中焕发新的叙事生命

力。 这些实践不仅提升了乡村文化的传播效能,而
且强化了其内在文化张力,使数字传播过程成为文

化意义的再生产,而非内容消费的终点,真正实现媒

介手段与文化表达的双向赋能。
5.制度支撑的构建:话语体系可持续运行的社

会机制

乡村叙事话语的构建不仅是文化表达的问题,
还是制度安排与社会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实践

层面来看,当前中国艺术乡建多数项目普遍采用项

目制运作模式,即依赖短期资金投入和阶段性任务

驱动进行内容生产。 这种模式虽然具备一定的灵活

性和实验性,但由于缺乏稳定的组织架构与持续性

的制度保障,往往难以形成具有内生更新能力和系

统建设逻辑的话语体系。 一旦项目结束,相关机制

便随之解体,原本初具雏形的乡村叙事话语也随之

中断,导致成果无法有效积累,影响整体的文化持续

性与社会效应。
以浙江模式为例,其在艺术乡建中之所以能够

体现出相对成熟的制度优势,就在于该模式注重将

艺术生产纳入地方治理结构,构建由省级文化部门

主导、地方政府协同、专业团队执行的多层次协作体

系。 这种“行政引导—项目嵌入—在地协同”的模

式,不仅保障了政策与资源的持续投入,也在制度层

面为话语构建提供了连贯性支持。 同时,浙江省各

地在平台建设、机制设计与人才引进方面积累了丰

富经验,为艺术乡建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这种

多方联动的体制安排,为乡村叙事话语的持续更新

与传播创造了稳定的基础。
从理论视角出发,艺术乡建要实现真正的话语

建构与社会影响力,必须在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中确

立“艺术—社会—政策”三元互动的基本结构。 这

意味着艺术介入不仅要具备政策合法性,更应嵌入

社会关系网络,形成文化表达的公共基础。 政府角

色应由“内容干预者”转向“结构赋能者”,以制度创

新引导多元主体的深度参与。 具体而言,应鼓励各

地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与文化传统,建立具备长期性

与可持续性的文化平台,如“村级艺术空间” “乡村

策展团队”“居民文化自组织”等。 通过制度保障这

些平台的运行与演进,推动地方文化从“被动展演”
走向“主动生成”。

此外,为确保乡村叙事话语体系的科学发展和

有效传播,还需建立一套多维度、可反馈的话语评估

机制。 该机制应涵盖“在地满意度”“文化再生产能

力”“外部传播力”三个核心维度,形成从村民认同

到外部接受的完整闭环。 只有在制度支持下实现内

容生产的常态化、话语建构的规范化与传播机制的

多样化,艺术乡建才能摆脱单向度的城市文化输出

逻辑,实现乡村文化的多中心生成与动态繁荣。
6.通向多元主体与动态表达的叙事未来

中国艺术乡建的叙事话语建构正处于从实践探

索向理论建模转变的关键阶段。 未来,艺术乡建应

在“赋权—协作—生成”的发展逻辑中,适时建构可

持续、可批判、可协商的乡村叙事话语体系。 通过媒

介融合提升表达能力,通过制度设计保障文化积累,
通过在地激活实现社会认同,乡村逐渐发展成为

“能自我叙述的文化共同体”。
概言之,通过国际比较与本土创新相结合,艺术

乡建有望成为新时代中国乡村叙事话语构建的重要

平台和抓手[26] ,不仅有助于提升乡村文化软实力,
还将推动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与现代转型,开启乡

村可持续发展的新篇章。

结　 论

在全球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语境中,艺术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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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作为一种具有较强创新性的乡村建设路径,正日

益展现出其独特的社会与文化价值。 国际案例显

示,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地区和国家通过多样化的

艺术乡建实践,能够有效激发乡村社区的内生动力,
促进乡村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的多维复兴。 这些

国家在实践中普遍重视艺术介入与乡村原生文化的

有机结合,推动了地方认同感的重塑以及乡村生活

方式的创新发展,为全球乡村振兴事业提供了重要

经验借鉴。 如欧洲国家以艺术节、公共艺术项目及

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为支点,积极增强农村社区凝聚

力,提升乡村地区的外部知名度与内部活力,同时促

进了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推动了乡村

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日本则通过将当代艺术深度

嵌入乡村环境,探索出以文化复兴带动经济振兴的

成功路径,充分证明了艺术介入乡村空间治理的价

值潜力。 加拿大在乡村艺术建设中注重传统文化与

现代艺术表达的双向结合,强调社区主体性的发挥

与文化认同的再生产,在维护乡村文化连续性的同

时,增强了乡村社区的未来发展能力。 总体来看,国
际艺术乡建实践虽然因地制宜、路径多样,但都在努

力实现保护与发展并重、创新与传统并行、文化认同

与经济增长共促的总体目标。 这种综合性发展思路

也为中国乡村振兴背景下艺术乡建的话语体系建构

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参考。
在国内背景下,中国艺术乡建虽起步较晚,但发

展迅猛。 各地在政策引导、资源配置与实践探索等

方面不断深化,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乡

建模式。 在此过程中,浙江省作为典型代表,以其先

行先试的探索实践,对全国范围内艺术乡建的发展

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浙江省在推进艺术乡建时,
不仅注重乡村基础设施与物质条件的提升,更强调

文化艺术的内涵式介入,力图通过文化塑造重构乡

村的社会结构与价值认同。
浙江模式的探索表明,艺术乡建在中国不仅是

文化环境的改善工程,更是促进乡村多维振兴的重

要引擎,有效实现了文化自信与乡村现代化发展的

双向驱动,探索出一条非营利性文化建设与营利性

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可持续路径。 此外,浙江省在

艺术乡建过程中对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和

组织振兴等方面的协同推进,体现了新时代乡村建

设的系统性思维,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有益参考。
然而,在总结浙江经验的同时,也须避免简单套用或

过度依赖单一区域经验的误区。 中国幅员辽阔、区
域文化多样,艺术乡建实践必须立足于各地独特的

文化基因与社会实际,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在构建

中国乡村叙事话语体系过程中,应当注重多样性与

包容性,既要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又要充分尊重本土

乡村的历史积淀与文化特质,真正实现从乡村内部

生长出叙事逻辑与文化表达。 一方面,应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吸纳国际艺术乡建的理念与方法,学习如

何通过艺术介入实现乡村空间、社会和文化的协同

再造;另一方面,应深耕本土丰富的文化资源,强化

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传播,通过艺术语言讲述

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精神与国际传播力的乡村故事。
同时,还须认识到,艺术乡建的话语构建不仅仅

是乡村内部的文化表达问题,更关乎国家形象、社会

发展理念乃至于文化软实力的全球呈现。 因此,中
国乡村叙事应致力于打破传统城乡二元对立思维,
展现新时代乡村在社会创新、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文

化复兴等方面的积极面貌,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塑造

更具活力与创造力的中国乡村形象。 只有持续推动

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坚持传统与创新并重,协同

推进文化振兴与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在全球乡村振

兴的大潮中讲好中国乡村故事,树立起富有中国特

色与世界意义的乡村文化新标杆。

注释

①截至目前,“艺术乡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关于“艺术乡建”
的定义、内容、发展方向及其实现机制、理论逻辑和行动目标等学理

探究,尚未形成共识。 例如,“艺术乡建”表述也存在“文化乡建”“创
意乡建”“文化乡村”等各种关联称谓。 理论研究层面,艺术学、人类

学、社会学、建筑学等学科均参与探讨。 本文案例之所以突出浙江,
一是因为浙江打造了艺术乡建“省域典范”;二是因为作者在浙江有

超过 10 年的田野调研经验,熟悉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变迁。 ②近

20 年来,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 “十三五”期间,浙江省

GDP 总量突破 6 万亿元,人民群众生活更加殷实。 至 2020 年年底,
浙江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7565 元人民币,连续 38 年

居全国省级首位,仅次于直辖市上海。 在 2023 年,全省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4 万元,连续 39 年在各省区中位列第一;城乡间

居民收入倍差自 2012 年的 2.37 降至 2023 年的 1.86。 与经济增长相

伴,浙江省同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与精神文明建设,累计建成美

丽乡村示范县 45 个、示范乡镇 500 个、特色精品村 1500 个。 这一宏

观背景为艺术介入乡建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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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Chinese Rural Narrative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Art Rural Construction

Li Gan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narrative discours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th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odels for promoting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
tion, the art rural construction can inject new momentum in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by enriching the supply of ru-
ral culture,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enhancing cultural soft power. Starting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
tive perspective, analyzing the practical paths and situational adaptability of art rural construc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can reveal the
specific mechanism of art intervention in reshaping rural ident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on art rural construction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s not only beneficial for deepening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art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also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s for policy optimization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in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t pres-
ent, the uniqueness and commonality of Chinese art rural construction practices in the global context provide a new analytical dimension
for the theoretical expans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narrative discours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rt townships not only enriches rural
connotations through cultural expression, but also demonstrates unique value in building modern, livable, and spiritually vibrant rural
communities. This active explor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and guid-
ing rural construction practices.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art rural 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rural narrative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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