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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种植为契机的乡村社区营造——以顺德

霞石村社区实践为例

The Community Empowering with Planting in 
Rural Community—A Case Study of Shunde 
Xiashi Village Community Practice

摘   要：城镇化过程中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乡村的

景观产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种植业的衰退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随着社区营造的发展，乡村景观营造的方式也开始有所改变。

除了对于环境本身进行干预，反思与重建乡村景观生产方式可

能更有助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高城镇化的广东顺德地区，反

映了我国乡村城镇化过程中面对的一些社区困境。通过对顺德

霞石村2018—2019年间的社区营造活动的实践性研究，发

现“种植”对于当下乡村社区营造具有积极作用。结合霞石社

区花园及自主花园营造2个项目的活动组织过程及意见反馈，

以种植为契机的社区营造需要结合不同参与者特点建立多层次

的种植目标，共同挖掘“种植”在现代乡村社区中的价值意

义；以种植活动对于乡村社区的资源分享，促进社区居民的协

作；以渐进的方式推进社区不同群体对于种植需求的“表达”

以及种植经验的“交流分享”。而在霞石村的实践中，风景园

林专业人员亦需要不断调整介入社区的方法。在辅助设计环境

的同时，风景园林专业的介入更需要结合文化景观、环境教

育、可持续理念重构“种植”的现代价值，赋能社区居民，推

进乡村景观及社区的可持续营建。

关 键 词：风景园林；乡村；公共参与；城镇化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raditional life 

and the mode of production in the rural areas changed. The key 

reason includes the depression of farming. The approach of the 

rural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s changing with the community 

empowering activity in the rural area. Landscape architects began to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planting 

activities, which could support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community in Shunde area have changed 

greatly.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traditional planting industry, the 

local economy, the population cooperation model, and the local 

ecology changed. Through a practical study of community-building 

activities in Xiashi Village from 2016 to 2019, it discovered the 

diverse role of planting activities in the countryside. Planting as an 

opportunity could help the community empowering. Setting multi-

level goals for different participants, promoting "expression"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f communities, sharing 

resources and public space are strategies of Xiashi community to 

promote community sustainability. Landscape architects should 

assess and adjust the way they intervene in the community. 

Rebuilding the meaning of planting is the key job for landscape 

architects. It could empower the community to plan and develop 

their community with planting.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rural area; public participation; 

urbanization

中物质与非物质层面的内容，大部分与“种植”相

关联。而从动态的景观视角来看，乡村景观反映了

人与自然联系及协作的过程[1-2]。“种植”则是乡

村景观形成及持续的支撑性条件[3]。结合种植进

行乡村景观的研究及实践介入，有助于地方景观

可持续发展的推进。

国外相关社区园艺或种植的实践与研究，

已经肯定了社区种植活动对于地方社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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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景观、种植、社区营造

1.1  种植与乡村景观

种植业，一直是中国乡村社区的重要产业。随

着长期的农作积累，我国在地方自然资源的利用、

环境营造与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传统的历法、种植

营造规范与地方种植技术积累。与此同时，传统农

耕社会下，中国乡村形成了特殊的人地关系和地方

社会组织模式。从文化景观的视角来看，乡村景观

康、文化、环境生态具有积极作用。它被认为

与环境生态、地方食物系统、本地社区营造紧

密关联[4-5]。近些年，中国的相关研究集中在都

市地区，重点集中在本土化的组织机制与实践

路径的探讨[6-7]。种植在中国乡村社区中更涉及

地方生态、文化资源，农林业经济等领域。相关

研究主要围绕地方经济及农业现代化等议题，产

业景观是风景园林专业的研究方向之一。

李自若，余文想，颜梦琪，韦通洋，郑敏澄.以种植为契机的乡村社区营造——以顺德霞石村社区实践为例.中国园林，2019，35(12)：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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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乡村景观与社区营造

近些年我国各地陆续开展“社区营造”。

它是一种更强调自发性与社区共同参与的社区更

新，涉及“人、文、地、产、景”等方面，是对

“社区生命共同体”的创造过程。“社区营造”

的开展，是地方社区面对全球化、现代化、城镇

化冲击的自我反思与更新过程[8-9]。乡村社区人

口规模较小，更多地保留有自组织的社会运作

模式。“社区营造”在我国乡村地区有着比较

早的实践。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社区营

造”成为部分社区重建的思路，并开始被各地借

鉴[10-14]。乡村景观的营造属于社区营造的一部

分。除了作为社区营造的对象，景观营造的过程

也是社区营造的内容本身[15-17]。“种植”正是

传统中国乡村景观营造过程中的重要活动。乡村

种植的反思及推动，有助于地域景观价值的提

升，亦有助于社区营造的实践。

国外对于社区营造的研究开展较早，研究内容

集中在社区营造过程以及其产出的综合评价，包括

了法律法规的制度探讨；利益群体的关系及组织方

法；社区营造的工具及应用语境；目标或成果输出

的要求；参与原则；社区营造策划的评价及调整方

法；社区营造过程中的地域性策略等[18-20]。我国风

景园林视角下，乡村社区营造的研究主要涉及到

文化遗产、环境教育、社会学领域的理论，从社

区资源-社区赋能-环境建设等方面进行过程性

研究[9，21]。但总体来说，乡村的风景园林实践与

地域性研究比较有限。

1.3  研究思路

本研究是从风景园林专业角度出发，以广东

省顺德市伦教街道霞石村社区营造项目为例进行的

实践性研究。研究偏重探讨营造过程中的地域性策

略，主要通过访谈资料及组织策划文案的分析，对

乡村社区营造中风景园林专业者的角色进行分析；

通过探讨文献、实地调研及访谈问卷数据，对当代

语境中重塑乡村“种植”价值的过程以及社区营造

实践中的本地策略进行评价与解析。

2  城镇化过程中霞石村的转变及其社区营造

过程

广东顺德是我国经济发展、城镇化程度较

高的地区。霞石村位于顺德中心城区北部的伦教

街道，辖区面积5.8km2，辖下有叠石、平阳、

东平、上直4个村民小组(图1)。霞石村的产业变

迁、生活生产环境的转变、社区人口结构及其生

活的变化，是当地典型村庄代表。

2.1  霞石村的转变

明中至清初期，顺德地区的种植、养殖

业已开始商品化，地方农业经历了“传统稻

业”-“果基鱼塘”-“桑基鱼塘”-“蔗基鱼

塘”[22-26](图2)。20世纪80年代，当地的种植

作物转变为经济效益较高的花卉、蔬菜。随着

工业、商业用地价值的增长，城镇化的发展，

鱼塘被填埋、农耕地面积也逐年减少[26]。顺德

以农业主导的经济结构，也逐渐在80年代转型

为工业。

早年霞石村人口以务农、务商为主。村中包

括关氏、梁氏、黄氏、陈氏、郭氏家族。近代，

由于珠三角地区商贸发达，村民多数外出务工、

务商，一部分村民移居周边城镇甚至海外。改革

开放后的产业变化，大量外来人口进驻霞石从事

种植及工业生产。至2015年，本地村民与外来

人口已经形成1:1的比例。然而，本地居民与外

来居民之间缺乏交流，本地村民外流严重，青少

年群体较少参加本村活动，人口日趋老龄化。

城镇化背景下，早期霞石村沿主要河道而

建的线形聚落(图3)，逐渐转移到新修的道路周

边，形成了片状的新居住区(图4)。由于与区域

交通联系紧密，村庄南部成为主要的工业区。村

图1  霞石村区位图(郑敏澄绘)

图2  顺德传统种植业发展趋势线图(根据文献[26]整理，颜梦琪绘)

图3  霞石村现有的河涌环境(李自若摄)

图4  霞石村鸟瞰(李明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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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1.86km2(占全村面积1/3)，但以经济收益较

高的塘鱼、蔬菜、花卉为主。近些年顺德新城区

扩展，霞石周边已开始新城市建设。当地土地价

格逐步提高，周边工厂陆续拆迁。城镇化新阶段

下，霞石村迎来新的空间调整与社区挑战。

2.2  霞石村社区营造过程(2016—2019)

随着周边城镇的发展，当地社区居民开始关

注自身社区发展。2016年，顺德区社会工作委

员会制定了《顺德区社区营造示范点建设指导意

见》，推动建设社区营造示范点。星光社工进入

霞石开展社区服务，并联合居民、企业、专业机

构一同开始社区营造。

霞石村社工在对当地资源、文化历史、社会

情况作了详细摸底后，发现居民对社区环境质量

存在不满，希望更好地调整与优化，提供更干

净、舒适的社区公共空间。同时，居民重视儿童

教育、社区养老及与外来人群的和谐。新产业

调整下，居民们认为社区经济及活力将面对挑战

(图5)。因此霞石社工基于居民、环境及社区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开始进行霞石村社区营造。

2016—2019年期间，霞石社工连续开启了

数个社区营造项目。这包括了2016年以润和公

园作为载体，开展为期一年的参与式公园管理

项目；2017年，霞石社区生态环境教育以及霞

石善祥学校为试点的社区花园项目；2018年，

社工组织联动华南农业大学秾·可食地景组开展

图5  霞石村社区调研中反馈的社区特色及问题(根据访谈及问卷整理，郑敏澄绘)

图6  霞石村社区营造(2016—2019)的过程及活动细节(根据社工及秾可食地景资料整理，李自若绘)

自然环境资源认知、社区花园营造项目；2019

年，联动亲子家庭与住户合作，举办自主营造

花园工作坊(图6、7)。其中，善祥小学“社区花

园”项目，面积约为1 000m2；霞石“社区花

园”项目，场地位于伦教社工站附近，面积约为

2 600m2；“自主营造的花园”项目则是以诗歌

路周边的住户为主。

3  创造“社区共同种植”，推进人与环境、

人与人的互动协作

霞石村社区营造项目的开展，涉及以下几个

核心问题：1)人口变迁下社区公共生活的创造；

2)城镇化过程中居民与乡村场所的联结；3)过程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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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自组织能力的提升。一系列的实践中发现，

“种植”是开展与推进霞石社区营造的关键点。

3.1  基于居民特点，以“种植”促成人与人的

联结

社区营造可以从不同角度介入。但霞石社工

经过实践发现，由于语言或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差

异，本地社区的一些历史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外地

居民参与度有限。而居住环境的质量提升更具有

共同议事及协作的潜力。在更深入的调研中，尽

管社区不再以种植业为主业，但本地居民和外来

居民都对种植有了解。大部分中老年人有多年的

种植经验以及较高的种植兴趣，乐于在自家庭院

或自留耕地进行种植。因此，霞石村社区营造的

项目策划便开始从“种植”出发，探索社区公共

生活的创造(图9)。

围绕“人与人”的联结，社工及风景园林团

队共同挖掘“种植”可以带给居民的讨论话题与

协作机会。针对不同的联结对象，社区开展不同

的活动。联结的对象包括了本地与外地居民、成

人与孩子、有经验者与没有经验者(图10)、村民

与高校师生等，相关内容则涉及植物、“种植”

空间的认知与设计、种植记忆或经验的分享、种

植资源的交流、种植的共同维护管养等。

具体的执行过程中，“种植”的过程、参

与者们的关系、活动工具及媒介形式、活动可能

带来的社区联动，都需要组织者结合不同参与者

的目的进行策划安排。相对于社工、风景园林专

业者，居民需求各不相同。尤其是大部分霞石村

的儿童家长，并不期望子女重返传统种植业。因

此，“种植”需要结合本土社区的新需求进行多

目标的组织、设定。培养兴趣、分享爱好、学习

经验、打发时间、托管儿童、见朋友、玩，都有

可能是参与者的动机。每次活动都需要针对居民

个体、社区以及社会影响进行“种植”活动目标

的确定，保证社区营造过程中可以最大限度地居

民参与及实践落地。

3.2  以植物空间为对象，探寻本地乡村社区“种

植”的新角色，推动社区资源及空间协作

传统乡村社区，在农耕生产下形成了在地资

源的循环利用、空间场所的共享与协作模式。岭

南水乡的桑基鱼塘，便是其中的代表。“种植”

在乡村社区甚至地区间具有成为共性话题或公共

生活的潜力。但城镇化影响下，传统“种植”价

值难以驱动居民持续地参与到社区建设，传统的

乡村社区场所间、资源间的联系也已经消失。因

此，社工与风景园林团队基于“种植”，开始

探寻人与“场所”可以建立联系的契机。通过居

民探访及讨论，这包括3个方面：以“种植”是

建立村民记忆、历史生活与社区场所的联结；以

“种植”让居民重拾自己掌握的自然知识、农耕

技术、本地经验等，重新认知社区空间及资源的

机遇；以“种植”的 实际行动，推进居住环境

的改善。

结合霞石村的环境，“种植”成为重新凝聚

社区资源及优化社区协作的契机。2018年的社

区花园项目中，居民们除了共同参与花园建设，

更积极地进行资源分享协作。环卫工人收集的枯

叶、附近市场和餐厅的厨余、当地家具厂搬迁剩

下的木材、村民兴建房屋产生的土方、村民家里

闲置的奶粉罐、轮胎等，都被整合到场地建设与

种植活动中。分散的个体资源由于“共同种植”

在社区花园中形成集聚，从而支持场地的可持续

建设以及地方资源的协作。2018年的“生态路

径”、2019年的“自主花园营造”项目，则以

植物及种植空间带动居民的关注与反思。社区花

园项目之前，可供居民共同参与种植的空间零散

状分布于村中。通过一起走访社区，居民们重新

思考自己与社区的关系，不同种植空间的联系，

新建设的种植空间与其他社区公共空间的关系。

2019年，居民们共同确定了10户可分享的宅前

场地，并由此展开“自主花园营造”项目，进行

种植经验的分享、空间种植特色的讨论、场地绿

植的优化以及个人花园与社区花园空间的串联

(图11)。

3.3  基于“种植”，进行渐进式地社区赋能以及

居住环境的优化

传统的社区种植活动与自然气候相关联，

居民间有着比较一致的生产、生活节奏。但城镇

图7  霞石社区的主要公共空间及社区营造项目分布(郑敏澄绘)

图8  霞石村2016—2019年不同的社区营造项目(星光社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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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影响下，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已经比较难同

步，且生活与自然变化的节奏也有所脱离。因

而，新的语境下，共同“种植”需要重新结合地

方资源、空间、参与者的特点，形成时间维度上

自我运行的逻辑。

这涉及3个层面。1)由于“种植”的对象是

有生命的植物，以“种植”为契机的社区营造不

能一蹴而就，需要持续关注植物、场地，投入资

源及精力。霞石村项目中，基础建设作为初期的

活动，种植、自主维护及相应于“种植”的文

化活动则是项目持续的关键。2)当代的共同“种

植”与居民其他的生产、生活之间无法完全同

步。居民间的磨合、个体资源的重新整合都在逐

步建立机制，并持续地优化更新(图12)。霞石村

4年的社区营造涉及社区公众议事与公共生活的

创造，包括了环境教育、社区居住环境的改善。

项目的策划，居民们更多地是在每个项目过程中

发现启发新行动的契机，从而进一步拓展项目。

外部资源的引入，也主要基于居民能力的提升进

行联动。各个项目的开展，是随着协作经验的积

累、种植场所及社群的扩大而形成的持续性推

进。3)居民、社工、风景园林专业团队、政府之

间也是逐渐形成的合作关系，彼此间也是互相学

习、督促及不断调整角色的过程。居民在过程中

逐渐明确自我的主体性，而社工、风景园林团队

也在过程中不断熟悉居民并了解介入方法在实践

中的有效性。

4  风景园林专业的介入及其角色：向在地

生活学习，协助居民重构新时代乡村社区

“种植”

4.1  借“文化景观”理念、“永续农业设计”，

协助社区重拾乡村种植价值

霞石村社区营造是一个多方合作的过程。项

目主要由社工机构负责组织与联结多方参与者。

风景园林专业者相较于其他成员而言，更多的是

一个外来者。因此相关技术投入的可持续性，是

霞石社区营造中关键难题。风景园林专业者在与

霞石的合作中，除了提供设计技术，亦协助社工

与居民进行设计组织及开展设计教育。其中“文

化景观”的理念及“永续农业设计”，是风景园

林专业者向社区传播的主要内容。风景园林专业

将2个理念与方法进行拆解，在不同的活动学习

图9  以种植为契机的乡村社区营造的思路(李自若绘)

图10  自主花园营造项目中，儿童们一起去访问陈叔，了解宅旁绿植的种植过程及经验(颜梦琪、韦通洋摄)

图11  2019年夏，村中开展门前空间的自主改造，小朋友从社区花园挖掘植物并输送到居民家中进行种植(余文想、韦通洋摄)

图12  社区花园项目中，居民自己不定期的土地开垦(星光社工提供)

与实践中，让大家逐渐由对外来者的依赖，开始

转向对本地资源的关注以及系统性思考社区种植

资源，发掘自我能力在种植过程中可参与分享的

资源，形成学习及协作关系。过程中，风景园林

专业者逐渐退出，居民则成为地方环境营造的组

织与实践者。

4.2  立足行动，发掘在地社区居民的生活经验，

通过“种植”促成新协作

霞石村的社区营造中每一个参与者都处在

磨合及学习阶段，这包括了风景园林专业团

队。例如早期社工邀请风景园林专业者，期望

通过讲解与培训的方式帮助自身及社区居民掌

握相关知识与技术。然而实际操作中发现，乡

村居民相较于学知识听理念，更乐于实践。相

较于环境为对象的探讨，居民们更关注自己在

生活里需要做什么。因而，霞石村的营造中，

风景园林专业者后期的核心工作更在于了解社

区居民的生活经验，帮助居民重新建立“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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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至2015年，村中工业区及堤围路周边设有木业家具、

塑料化工、五金机械、服装等企业近70家。

② 来源：星光社工站调研发现村中只有8.4%的村民认

为自己对霞石村的自然资源或公共资源非常了解；

90.12%的居民愿意参加社区的建设，但是霞石没有参

与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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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行为与环境场所的联系。

而从研究的角度的出发，风景园林专业者

在社区营造的实践也需要关注于“行动”。这

是风景园林专业者与地域问题的真实碰撞。霞

石村“自主花园营造”过程中，风景园林专业

的介入并不顺利。但每次项目结束后，团队都

会对执行过程及居民的反馈进行反思，逐渐了

解亲子家庭参与目的、影响参与及彼此交流的

因素，对活动过程中使用的道具、成果展示的

方式进行调整。真实的实践行动中，风景园林

专业者需要更全面地思考“行动”所涉及的人

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因人、因地、因时总

结协作中的经验与教训。

5  结语

5.1  城镇化下，以种植创造社区共同生活

“社区营造”的提出，反映了人居环境的快

速变迁下，人们对于共同生活的美好期待及协力

创造的决心。霞石村历史过程中乡村社区与乡村

景观的转变，是高城镇化的城市边缘乡村地区发

展面对的普遍现实。重新寻找共同生活的契机，

成为地方文化、经济、社区发展的关键。

“种植业”虽然早已不是地方经济的主

角。但是“种植”仍然可以成为乡村景观营造

中的核心。它既承载了地方历史、文化及居民

记忆，亦可以促成地方环境建设、资源协作、

社群交流的契机，化解人口间的隔阂、推进地

方文化的创新。

5.2  挖掘传统“种植”资源，探索新“种植”建

构的路径

现代乡村生活中，“种植”需要重新定位

自己的角色。乡村建设中的植物、种植及相应的

环境，成为一种介质，可以为社区的公共生活、

公共空间提供新的组织逻辑。而在这个过程中，

当代的社会需求实际上为“种植”提出了新的

挑战。这包括了新居民协作关系的建设、社区空

间资源的重新整合、环境理念及介入技术的更新

等。而这些挑战的解决，正是重新建构“种植”

价值、赋能社区居民的过程，有助于乡村社区的

可持续发展。

5.3  从设计到设计教育再到自主设计

风景园林专业者介入乡村的社区营造，需

要重新认识自我的角色。风景园林专业的介入

核心是通过“设计”赋能居民，协助社区居民

进行社区营造。过程中，“环境教育”“文化景

观”“可持续”生态理念是风景园林从业者需要

综合应用，并分享给居民的重要内容。但与此同

时，风景园林专业者在乡村地域的实践更需要不

断地对介入的过程及方法进行评估与反思，因

人、因地、因时地推进乡村社区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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