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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徽州古村落公共雕塑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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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美学观念的核心，它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对徽州古村

落公共雕塑的设计起到重要指导意义。针对目前徽州古村落公共雕塑设计中所存在的问题 ，强调融入“天人合一”

思想的必要性。从徽州古村落公共雕塑与环境共生、与人共协调、与地域特色相结合、与文物保护意识共存

等角度提出相应的设计原则，并从宏观和微观的层面探索“天人合一”思想背景下徽州古村落公共雕塑的设

计策略，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渗透到徽州古村落公共雕塑设计中，以此发挥公共雕塑对徽州古村落建设及

发展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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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esign of Public Sculpture in Huizhou Ancient Villages Based on the Idea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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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is the co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and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public sculpture design in Huizhou ancient villages.  Consider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new-built public sculpture in 

Huizhou ancient villages，it  is necessary  to utilize  the  idea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design principles based on the coordination among pubic sculptures，environment，people，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tection 

awareness of cultural heritage，explores  the macro and micro design strategies of public sculpture in Huizhou ancient villages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so as to promote the public sculptures desig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izhou ancient villages. 

Keywords：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Huizhou ancient village；public sculpture；design

随着我国逐步对具有地域特色的古村落建设

加以重视，公共雕塑作为重要的艺术载体已成为徽

州古村落空间景观构建与地域文化传播的重要组

成部分。公共雕塑不仅体现徽州古村落的文化、

地域特色，也是联系当地艺术、文化、环境与人之

间的纽带。而“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精神中最具代表性的观念之一，提出了人与自然之

间和谐相处的理念，其思想核心不仅符合现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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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契合徽州古村落公共雕

塑的设计发展趋势 [1]。因此，如何在“天人合一”

思想背景下提升徽州古村落公共雕塑的设计，已

成为徽州古村落建设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项重要 

任务。

1  目前徽州古村落公共雕塑设计中
所存在的问题

徽州古村落作为我国保存较完整的古代村落

群之一，是基于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基础上对

地域文化价值进行传承与活化的综合体现。目前，

徽州古村落的公共雕塑设计处于初步探索与尝试

阶段，在其系统规划、设计观念以及管理维护等方

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对当地自然、历史环境

以及人居生活等方面造成一定影响 [2]。

1.1 缺乏系统规划

徽州古村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具有独特的水

系系统与村落布局形式，从其产生、建立到发展的

过程中无不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徽州古

村落中的公共雕塑虽为雕塑形式的一种，但由于

其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以及所传承的“徽文化”内

容，使其不同于普通艺术载体仅进行单一艺术视觉

呈现，更重要的是结合徽州古村落特殊的生态环

境、文化历史以及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进行系统规

划，充分体现当地人、物、景的和谐关系。

目前，公众对徽州古村落公共雕塑设计的认知

仅局限于地域名片的范畴中，导致徽州古村落中的

公共雕塑多为导视性的标识雕塑设计，甚至在雕塑

设计、安置规划的过程中对徽州古村落原有的村落

空间布局造成影响及破坏，缺乏公共雕塑与徽州古

村落自然环境、传统历史文化、现代人居生活方式

相互融合的关联性，与古村落建设中所追求的生态

保护、历史传承、有机发展理念相违背，也无法体现

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1.2 设计观念受限

徽州古村落中的公共雕塑应植根于当地的地

域特征与文化特色，通过特有的创意设计思维充分

展现其艺术性与公共性，并服务于当地的环境建设

与群众生活。在设计观念中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

以地域为根基、以文化为核心、以历史文化传承为

脉络的设计理念，注重人、环境、雕塑三者之间的紧

密关系，以合理的个性和创意性发挥出公共雕塑在

徽州古村落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现阶段徽州古村落中的公共雕塑在设计观念

上多偏向于抄袭与模仿，通常将字体、图形或具象

形象作为公共雕塑的设计元素进行简单制作，而忽

视了雕塑作为艺术载体应具备的创意性以及作为

公共载体所具备的体验性，弱化了徽州古村落中

公共雕塑的创新意识，无法通过公共雕塑将“徽文

化”及“村落文化”进行充分展现。

1.3 管理维护不足

公共雕塑的主要作用是以艺术载体的形式对

徽州古村落的自然环境与人居环境进行提升与优

化。然而，由于公共雕塑具有公众性的特点，安置

位置通常为露天、人流较多的地方，致使徽州古村

落中的公共雕塑容易受到环境、气候等因素的影响。

同时，由于缺少对公共雕塑的有效维护及管理，导

致某些公共雕塑丧失完整性及美观性，造成对古村

落整体环境的破坏。

2  将“天人合一”思想融入徽州古村
落公共雕塑设计的必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自然

与人类和谐相处的理念。公共雕塑作为艺术媒介

也具备维系环境、物、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纽带作用，

同时对实现古村落建设与古文化传承，实现以人为

本的根本设计目的具有必要性 [3]。因此，从可持续

发展角度、审美创新角度以及功能作用角度而言，

将“天人合一”思想融入徽州古村落公共雕塑设计

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如图 1 所示）。

图 1 “天人合一”思想在雕塑设计中的科学性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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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而言

“天人合一”思想其核心在于“合”，即追求自

然与人类的和谐、统一关系，这一思想核心与目前

徽州古村落整体建设与发展的目标具有一致性。

徽州古村落中的公共雕塑设计其本源是在自然环

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艺术手段合理协调人

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从

而实现古村落生态环境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2.2 从审美创新角度而言

徽州古村落中的公共雕塑设计是自然性审美

与创造性审美相互融合的体现，即通过艺术创作

形式将具有设计美感的公共雕塑融入徽州古村落

原有的生态环境之中，并使二者具有和谐性与统

一性 [4]。从审美创新角度而言，单一考虑雕塑自

身的设计形式，而忽略其与本土环境的相互关系，

容易使公共雕塑孤立存在于人为创造意识却脱离

自然美的基础。因此，在徽州古村落的公共雕塑

设计中，融入“天人合一”思想可以更好诠释“设

计美”与“自然美”的和谐，也能使当地的公共雕

塑设计既具有地域特色又具有时代特征和创新 

意识。

2.3 从功能作用角度而言

公共雕塑设计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人、环境与

社会，而“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在“天”，即人类生

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其思想内涵的关键点在

“人”，以追求主体与客体的相互融合为根本目标。

因此，“天人合一”思想与公共雕塑设计的根本目

的存在一致性。在徽州古村落的公共雕塑设计中，

融入“天人合一”思想，不仅能增强公共雕塑作为

视觉语言符号提升受众群体视觉感官程度以及心

理体会程度的作用，也能增加以公共雕塑作为艺术

载体和公共媒介体现古村落地域环境特色、实现徽

州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多重服务功能。

3  基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徽州古村
落公共雕塑设计原则

“天人合一”思想背景下的徽州古村落公共雕

塑设计其本质是借助艺术手段实现古村落乡村保

护与发展，在设计过程中应遵循徽州古村落公共雕

塑与环境共生、与人共协调、与特色共结合、与文物

保护意识共存的设计原则，积极探索如何在“天人

合一”思想背景下提升徽州古村落的公共雕塑设

计，实现人、环境、雕塑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如图

2 所示）。

图 2 徽州古村落公共雕塑设计原则结构图

3.1 遵循与环境共生的设计原则

首先，由于徽州古村落的形态和空间布局是基

于自然环境基础上的聚集型生活空间，以“天人合

一”思想为指导进行徽州古村落的公共雕塑设计，

需充分考虑公共雕塑介入徽州古村落自然环境的

协调性与合理性，遵循与自然共生的原则，以保护

古村落原有生态环境、村落格局为根本，以促进古

村落整体环境良性发展为中心，提升公共雕塑在徽

州古村落自然环境中的和谐程度，实现局部与整体

的统一。因此，对公共雕塑的选址与布局、体积尺

寸都需进行精准规划，避免对徽州古村落的自然环

境造成破坏。

其次，由于徽州古村落中的公共雕塑还存在

于村落公众环境以及人为合力产生的社会环境之

中，因此，对于以“天人合一”思想进行徽州古村落

的公共雕塑设计不能局限的将“天”理解为自然环

境，还需考虑其与社会环境的协调程度，充分认识

到“徽文化”对当地社会环境、公众认知的影响，以

此提高徽州古村落公共雕塑设计的社会认同度，增

强公共雕塑与社会环境的双向互动关系。

3.2 遵循与人共协调的设计原则

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根基进行徽州古村落公

共雕塑设计应充分考虑其与“人”的基本需求以及

情感需求相协调两个方面。

首先，徽州古村落公共雕塑设计作为环境构建

的组成部分应与人的基本需求相协调。在设计过

程中，应充分认识到公共雕塑为人所服务的设计目

的。将徽州古村落中人的活动轨迹及生活习惯纳

入公共雕塑设计范畴中，将其转换为融入人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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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的“实用设计”形式，以此促进人与人的

交流、人与自然的交流。   

其次，人既是环境的设计者，也是环境的参与

者，徽州古村落的公共雕塑设计还需考虑与人的情

感需求相协调。通过赋予公共雕塑更多的情感特

征，如增强公共雕塑的互动性、趣味性等方式，提高

人们对当地公共雕塑的认知程度，使“人”通过公

共雕塑参与到环境互动过程中，充分体现出公共雕

塑的“公共性”，提升其存在于徽州古村落建设中的

多重价值 [5]。

3.3 与文物保护意识共存的设计原则

徽州古村落作为文化遗产既是“徽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地历史、文化信息得以传承的

重要载体。将文物保护意识充分融入徽州公共雕

塑，使其设计既可以符合国家与地方对古村落规

划、建设、保护的相关要求，也能最大限度提升对徽

州古村落原始风貌的保存程度。

公共雕塑的设计应以科学规划，活态保护为前

提，对古村落的整体区位、轴线、村落布局等做出具

体的考察，梳理其生态、物态等资源数据，有效地分

析、制订出合理的公共雕塑设计方案。其次，针对

古村落的发展实际，公共雕塑的设计应本着整体可

持续发展的设计目标，以兼顾保护古村落原有的自

然、历史风貌为根本，在古村落保护、传承的基础上

对公共雕塑的艺术形式、服务形式等方面进行探

索与创新，将村落保护、文化传承、设计创新进行融

合，解决建设发展与村落保护之间的矛盾，形成以

古村落保护为基础的公共雕塑创新设计。

4  基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徽州古村
落公共雕塑设计发展策略

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根基探索徽州古村落公

共雕塑的设计与发展，应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共同入

手，探索公共雕塑在徽州古村落保护、建设及发展

中的实际价值，体现出“天人合一”思想对徽州古

村落公共雕塑设计的积极指导意义。

4.1 从宏观层面而言

首先，应通过政策引导和公众普及相结合的途

径，明确公共雕塑对徽州古村落发展的积极作用，

强调公共雕塑与徽州古村落建设的协调性，与古村

落保护与维护的共通性，提出既符合村落长远发

展，又符合公众需求的全局性策略。目前，徽州古

村落中的公共雕塑缺乏与村落传统格局、人居生活

方式之间的联系。在设计规划之初应充分发挥政

府的引导、监管作用，在公共雕塑设计、招标、施工

的过程中结合徽州古村落的实际情况，以环境、生

态的良性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提高公共雕塑介入徽

州古村落的契合度，健全维护机制，减少环境及人

为因素对公共雕塑的损毁。

其次，还应加强公众对公共雕塑的认知程度，

避免雕塑与公众之间关系的分离状态。因此，在设

计过程中需征集、结合公众性建议，使大众对公共

雕塑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接受，增强二者之间的紧

密联系。

4.2 从微观层面而言

徽州古村落中的公共雕塑是以公共艺术的形

式参与到村落环境、村落生活之中，因此，结合徽州

古村落中的“徽文化”和“村落文化”，需从设计思

维、设计要素、展陈方式等多方面对当地的公共雕

塑进行探索，从而充分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思想

精髓。

4.2.1  基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徽州古村落公共雕

塑设计思维构建

徽州古村落中的公共雕塑在其设计思维建立

的过程中，需首先考虑徽州古村落特有的地域环

境、生态环境以及历史文化脉络，将公共雕塑作为

古村落重要组成部分进行设计创意构建，体现出

“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和谐性。如在徽州古村落的

公共雕塑设计中，可先对徽州古村落的村落布局进

行收集、分类以及图形化概括，将基础图形转化为

符合当地文化特征及自然风貌的设计元素，拓展公

共雕塑设计的延续性与创造性，从而将公共雕塑作

为“点”融合进徽州古村落人文、历史、自然环境所

涵盖的“面”之中，将徽州古村落作为“源”引导本

土公共雕塑设计思维的建立与创新。

4.2.2  基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徽州古村落公共雕

塑设计要素体现

公共雕塑设计思维的实现需以造型、色彩、材

质三要素为依托，通过三要素共同作用，才能充分

体现出公共雕塑作为艺术载体与环境的协调、与人

的协调。

（1）从造型要素而言。现有的古村落公共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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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造型要素的理解往往局限于具象形式再造或传

统形式再现，通常采取直接对古村落中的某一具象

形象进行模仿、再造的方式，如徽州宏村古村落中

的公共雕塑多为现代水泥构造模仿传统徽州石雕

中的狮子造型，造成公共雕塑无法从造型创意的角

度入手体现时代特征与地域特征。因此，以“天人

合一”思想为基础进行徽州古村落的公共雕塑设

计，应考虑对设计素材进行转化设计，结合公共雕

塑造型与所处村落的传统布局、空间层次之间的关

系，利用公共雕塑的造型变化以及造型组合达到徽

州古村落“自然景象”与“人造物象”的和谐统一。

如在公共雕塑进行设计时，可将基础的传统图形进

行局部夸张或者变形，使公共雕塑既有传统的文化

元素与设计符号特征，又具有现代设计的趣味性。

（2）从色彩要素而言。由于徽州古村落多为白

墙黑瓦建筑，在整体色彩上呈现出黑色与白色共存

的环境色彩关系。徽州古村落中的公共雕塑设计

在色彩要素方面应充分考虑到与村落景观色彩之

间的协调程度。如徽州古村落中的公共雕塑不适

合采用高纯度色彩，容易造成公共雕塑在整体环境

中突兀、夸张的视觉效果。同时也不适合采用单一

的黑色或白色，容易造成公共雕塑无法从视觉上达

到吸引观者的目的。因此，从公共雕塑的色彩要素

而言，适度的选择带有色彩倾向、且具有明度变化

的灰彩色系，可以对公共雕塑自身色彩与环境色彩

的关系起到调和作用。

（3）从材质要素而言。徽州古村落中的公共雕

塑应从其构成材质的环保性及可持续性角度体现

“天人合一”思想。首先，在材质选择方面不能一

味强调装饰效果，应考虑材质的环保性能，避免对

古村落的自然环境及生活环境造成破坏。其次，可

以充分利用当地的原材料进行雕塑制作，如将徽州

古村落中的竹材、石材等与现代雕塑材料结合进行

设计及运用，通过材料环保化、本土化材料结合现

代化材料的方式建立艺术创作与生态发展的良性 

关系。

4.2.3  基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徽州古村落公共雕

塑展陈方式创新

徽州古村落公共雕塑的设计应结合人的主观

能动性、人与公共雕塑的互动性以及公共雕塑的公

众性进行综合考虑，从而增强公共雕塑设计与徽州

古村落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以此

实现公共雕塑在徽州古村落建设中的价值最大化

体现 [6]。例如，在徽州古村落的公共雕塑设计中，

可以利用数字化多媒体手段将古村落传统故事、人

文历史等信息，通过影音再现的形式与雕塑构造相

结合，使公共雕塑呈动态形式进行展现并与观者互

动，从而提升大众对公共雕塑的体验感，实现公共

雕塑服务于环境、服务于人的设计目的。

5  结论

总之，基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徽州古村落公共

雕塑设计应植根于徽州地区特有的自然、人文历史

环境，通过认识到目前徽州古村落公共雕塑设计中

的不足以及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公共雕塑设计

与徽州古村落传承保护、建设发展、人居生活方式相

协调的重要性。通过政策引导与公众普及明确公共

雕塑对徽州古村落发展的必要性，并从公共雕塑设

计思维的构建、设计要素的提升、展陈方式的创新等

方面进行设计实践，以此不断完善与优化徽州古村

落公共雕塑的设计创新方法，提升本地公共雕塑的

设计水平，构建雕塑、人、环境三者的和谐关系，有效

地实现以设计艺术助推地方建设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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