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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乡村振兴迈向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新阶段，基于乡村

美学的艺术乡建是社科赋能助力乡村振兴

的一个有效路径。城市色彩介入乡村建

设，是面向“艺术乡建”问题的一个积极探

索与尝试。为泰顺打造“浙南明珠、最美山

城”增添创新动力和智慧活力。杭州师范

大学美术学院城市色彩规划设计团队多次

带队深入泰顺开展实地调研、深度访谈与

设计实践，探索泰顺自然色彩与传统色彩，

对自然环境、历史文脉、城市发展等进行梳

理，结合城市色彩研究学，对泰顺城乡色彩

规划与应用提出研究对策。

挖掘文化基因，加强色彩特征

明确城乡色彩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深入剖析城市色彩的本质特质，发掘

色彩原型，掌握其演进脉络与发展路径，并

探索色彩的再应用策略，是为泰顺探索了

特色营造之路，也填补了地域性城市色彩

研究的理论空白，拓展了研究领域，具有重

要学术意义和充分实践意义，对于艺术乡

建助力乡村振兴也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课题组通过大量的调研分析，针对泰

顺城市色彩的现状做出泰顺城乡色彩规划

理念与思路：1、城镇理念：老城区结合历

史、文化、气候、建筑材质等要素进行相关

色彩引导，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焕发新的

活力。新城区针对不同片区和项目情况进

行针对性色彩引导；通过控制城区分区色

彩的纯度、灰度、明度等对城市色彩进行弹

性控制。2、城乡思路：以区块化分层面、分

程度的色彩规划与导则，并完成四个重点

区块的色彩梳理，结合特有的文脉精神，用

“去杂固本”的方法对色彩进行分级综合分

析，遴选出属于泰顺的城乡色彩。

梳理城乡色彩“主旋律”、“主色调”

推动城乡建设色彩“区域性规划”

泰顺城市色彩的影响因素——历史

人文、自然地理环境、古建景观、现代城市

建筑，使其色彩呈现出一定规律性分布。

经过深入调研与测试，泰顺历史人文：丰富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色彩多为暖色系

较为深沉浓郁；自然环境：色彩多为自然色

体现出原生态；古建景观：原生色彩与自然

景观色彩和谐共融；现代城市建筑：行政中

心及区域性色彩高级现代。

泰顺文脉基固有的传统色谱体系有

朱、黄、青、灰四种色彩基调，故称“古彩”，

因而推出“古彩典雅，顺韵自然”的色彩主

旋律，将畲乡朱、偶焰黄、氡泉青、罗阳灰

四色定为泰顺的主色调。在主色调基础

之上，结合四个区块自有的特征色：罗阳

区块为罗阳黛、新城朱、登云灰、油桐碧；

司前畲族区块为畲乡红、秋柿染、偶焰黄、

偶面灰；大安区块为竹青翠、茶芯翠、碇步

黄、乳花白；泗溪区块为雅阳黄、山吹、宝

林青、云水蓝。在此基础上再扩展出与其

总基调相符的辅助色，推出四类主要配

色：民俗文化类、人文历史类、自然雅致

类、现代时尚类不同的搭配方案，有助于

在不同区域、不同功能更灵活方便地选取

对应、合适的色彩。

泰顺县内各区各有特性，针对泰顺规

划方针与景观特性，保证城市色彩规划形

成整体和谐统一，又独具个性。色彩管控

上把握三个主要核心方面：和谐度+包容

度+参与度。其分别对应城市色彩的整体

性：色彩规划建设视觉上整体协调统一，避

免混乱；色彩丰富性：拒绝单一和极端的主

旋律，避免单调乏味，色彩有节奏、有层次；

色彩人文性：在前两个的基础上给予城市

居民最大的选择自由度，可选式的规划方

式，充分发挥心理学机制下城市色彩功效。

城乡色彩提升乡村品牌和竞争力

在乡村改造中，代表性的地域传统民

间色彩具有独特的个性，将色彩设计与当

地特色景观、地域文化、乡村品牌等有效结

合，保持当地原生态的环境，继承地域特

质，正确运用到城乡建设规划与景观空间

中，承载起当地地域文化特色，为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经济附加值。

将城市色彩规划融入文创设计，深挖

已经被开发利用的民族文化资源，对遗失

的或者即将遗失的非遗文化进行恢复，做

更深层的研究以及创造性整合，达到优化

旅游资源组合的目的。

以泰顺地方特色文化为基础，在对内

外的活动节庆宣传中加大色彩视觉印象的

应用力度，打造一批有特色、有成效、有影

响的外宣节庆品牌。

突出区域地理优势

打造乡村文旅新地标

结合山地，注重处理山体与建筑关

系，形成音乐感的城市色彩层次节奏，有清

晰的前、中、远景，形成变化丰富的城市天

际线。

挖掘区域色彩文化，开通园博、田园、

怀古、亲子和都市夜游五条专线旅游线路，

贯穿各区域色彩规划，打造文旅新地标，通

过有亮点的文创项目，将历史文化与区域

色彩的有机结合作为文旅的核心，打造出

具有独特文化特色的新名片。

传统色彩“源文化”形态与新农村建

设色彩规划。泰顺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有

丰富的色彩资源。例如司前镇的畲族文

化、三垟村的农耕文化与秀才文化、下塔村

的米塑技艺。以每个村镇的“源文化”形态

为抓手，用鲜明的传统色彩、符号点爆引燃

市场，拓展其他产业，使泰顺美丽村镇避免

同质化，具有较强辨识度。

课题组通过城乡色彩规划新思路，进一

步明确“城市色彩”介入“乡村建设”的框架

和路径。秉承兼顾历史与当下、设计创新与

色彩统筹平衡两个原则出发，让城乡色彩规

划作为重要驱动力，让乡村变得更有活力、

更加富裕。课题组对接社科赋能泰顺县社

科联和城镇建设中心等单位，研究成果及相

关建议被采用并应用到实践工作中。

（本项目为“社科赋能山区〈海岛〉县高

质量发展行动”研究成果）

城市色彩规划介入乡村建设的新途径
——泰顺生态文旅发展中城乡色彩研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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