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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文化景观理论视角出发，结合绵阳市荅江古镇案例，对传统古镇的文化景观构成要素及

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基于影响文化景观的内外因素及其演变特征提出以保护文化景观特性为原则

的生态治理、风貌保护、文化传承、技艺复兴、建立古镇保护保障机制等建议，由此探索传统古镇的

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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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古镇是指

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城镇。

传统古镇作为农耕文明下中华文化的发源地，蕴育

了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早在１９９２年，联合国

世界遗产委员会就将“文化景观遗产”作为世界遗产

的一个类型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并认为其是“自然

与人类共同的作品”［１］，这打破了传统遗产保护模式

中自然与文化遗产相互割裂的局限，并对古镇保护

提出了保护其物质与非物质文化整体的新要求。然

而随着工业经济与社会发展，传统古镇文化景观不

断受到外来因素干扰、呈现出背离其核心内涵的演

变特征，古镇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均面临被同化的

危机，过去单纯以物质保存为主的模式已不能满足

其保护与发展的要求。因此尝试在文化景观视角下

探索古镇整体保护的路径，为传统古镇保护提供新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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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文化景观理论及其视角下的古镇保

护内涵

１．１　文化景观理论

“文化景观”一词最早由美国地理学家苏尔提

出，他定义其为“附着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

态”［２］。文化景观是自然与人类文化相互作用的产

物，其建立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经由长期的人类活

动改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当地人的思想文

化（图１）。

图１　文化景观概念解读

　

中国学者在对当代文化景观理论进行研究总结

的基础上不断提出并丰富文化景观的特性。即文化

景观具有原真性，作为一种世界遗产类型，原真性是

评价其价值的重要原则，文化景观必须保有它原本

样态并包含真实历史信息；文化景观具有区域性，文

化景观依托自然景观存在的区域而呈现一定的地域

特征；文化景观具有继承性，每一时代的文化景观都

建立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文化景观

是不同时代特征的综合反映；文化景观具有整体性，

体现在文化景观各构成要素的整体统一，强调文化

景观的保护是对整体的保护。

１．２　古镇的文化景观构成要素

学术界对于文化景观的构成要素没有明确的标

准，对于传统古镇的文化景观构成要素更是很少谈

及。李和平利用演绎的方法将中国文化景观构成要

素划分为物质与价值两个系统，物质系统即包含建

筑、空间、结构、环境等要素，价值系统包含人居文

化、历史文化、产业文化、精神文化等要素［３］；贵州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小华在对村落文化景观进行研究

时将文化景观构成要素分为自然要素、人工要素、非

物质要素３类。

传统古镇文化景观不同于一般性的文化景观，

在对其研究中借鉴李和平教授演绎归纳的方法，综

合考虑传统古镇所呈现出的物质形式与表达的文化

内涵，将其文化景观构成要素归纳为物质要素与非

物质要素两类（图２）。其中物质要素是承载非物质

要素的载体，非物质要素是物质要素产生的内在

动力。

图２　古镇文化景观构成要素

　

１．３　古镇保护内涵

文化景观视角下，古镇保护即是对文化景观的

保护，即同时保护古镇文化景观中的物质要素与非

物质要素，从而加强文化景观原真性、区域性、继承

性及整体性的表达。同时，古镇的保护应是可持续

的、动态的保护，即意味着在文化景观保护过程中应

坚持以人为本并在保护中求发展，探寻文化景观活

化的方法。下文以荅江古镇为例，探讨在文化景观

理论视角下如何进行传统古镇的保护。

２　荅江古镇文化景观构成要素分析

２．１　物质要素

２．１．１　自然环境　荅江古镇位于四川省绵阳市三

台县南端（图３、图４），气候温和，四季分明。荅江锦

江两江交汇于此，古镇四周群山合围，镇西北以金钟

山为界，南部与大狮子山隔荅江相望，东部与小狮子

山隔锦江，正北有天台山坐落于此。荅江古镇依附

山势建立在河边阶地之上，形成山水环抱的自然格

局（图５、图６）。古镇位于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四周

山体植被茂密，境域两江富有鱼虾，生态禀赋较好。

图３　三台县在绵阳

市的区位

　

图４　荅江古镇在三台

县的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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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荅江古镇自然环境格局图

图６　荅江古镇整体剖面示意图

　

２．１．２　空间结构

１）街巷网络布局　古镇沿河而建，用地局促，因

此只得呈“一”字型伸展，由长约３００ｍ的荅王街贯

穿全镇，街道回环曲折，两侧建筑之间保有若干条短

巷通往山体或河边，当地人分别称之为山巷子、水巷

子。这些巷道顺随地势高低起伏，与自然环境十分

契合，由此形成鱼骨状的街巷网络。古镇整体形态

布局背山面水，与传统风水学观点相契合（图７）。

图７　荅江古镇总平面图

　

２）重要节点空间　荅江古镇中主要节点空间为

几座公共建筑以及交通性节点空间，缺乏广场类型

的节点空间。荅江古镇原有七座庙宇及会馆，现仅

有王爷庙与帝祖庙保存下来。其中王爷庙供奉水神

王爷，帝祖庙供奉著名水利家李冰父子，两座庙宇正

对荅江，可见古时以商贸营生的荅江人对水运的重

视。九龙桥作为沟通三台、中江两县的重要陆上通

图８　荅江古镇街巷俯瞰

　

道，垫定了古时荅江古镇作为商贸重镇的基础，古码

头的建设使得古镇得以依赖水上贸易进一步繁荣，

二者对于古镇的空间结构起到整体引导的作用。这

些重要节点结合线性街网，与自然环境有机契合，形

成荅江古镇“天台鼓楼镇双龙，三狮抬头望金钟。九

龙逆水拜金阙，五庙风铃唱夜空”［４］的独特空间结构

（图９）。

图９　荅江古镇街巷网络及节点空间

　

３）街道剖面分析　从荅王街剖面可以看出，古

镇建筑沿街而建且多为１２层，其高度与主街宽度

比例适宜，街道空间尺度感较好。由于水运发达，古

时荅江古镇商贸活动频繁，因而形成了街道—檐

廊—店铺—居所的街道格局，属典型的川西古镇样

式（图１０）。

图１０　荅王街剖面示意图

　

２．１．３　建构筑物

１）整体建筑风貌　由于保护意识起步较晚，古

镇中现状建筑风貌差异较大。保存较好的原木结构

２９ 土 木 建 筑 与 环 境 工 程　　　 　 　　　　　　　　　　　　第３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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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多集中在荅王街中段，且多为临街建筑，一些面

山、面河建筑则采用砖混结构重新砌筑，只在立面上

做简易仿古处理。近年来为发展旅游业，荅王街前

段新建较多仿古建筑作为住宿、餐饮消费的场所，荅

王街末段则为电影院、小学、社区用房等现代建筑

（图１１）。

２）建构筑物单体特征　荅江古镇在文化景观不

断继承的过程中，产生了多种建构筑物类型。其中

占比最大的仍是民居建筑，除此之外还拥有庙宇等

公共建筑以及古城墙、崖墓、石桥等构筑物（表１）。 图１１　荅江古镇整体建筑风貌

表１　荅江古镇主要古建、构筑物类型及其特征

类型 列举 整体风貌 细节特征

民居建筑

小体量；穿斗抬梁结合；取材当地；

开间小进深大，通过天井衔接空

间；深挑檐硬山屋顶；立面造型朴

素简单

天井中的太平缸

（防火用）

公共建筑

帝祖庙

王爷庙

四合院“凸”字形，形制规整；中轴

线前为戏台门楼，后为主殿，中有

宽阔大院；带翼角歇山屋顶

与帝祖庙相仿，只是平面形制顺应

地形，较不规整

封火墙；戏台雕花

院内“树包石，石

包树”景观

构筑物

金钟山

汉墓群

古城墙

九龙桥

家族墓群，共大小各异４墓室；平

面布局模仿阳宅

风化严重，只保有砖石痕迹

石刻桥，九座石墩上雕刻石龙

圆 雕、浮 雕、彩

绘等

龙头造型

２．２　非物质要素

荅江古镇自春秋时期建城以来已有两千多年历

史，历经朝代更迭形成了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非物

质文化景观（表２）。其中保存较好的非物质文化景

观主要集中在精神信仰、时令节庆、语言文字三方

面，而艺术技能作为曾经古镇内重要的非物质文化

景观，如今面临失传的危机。

表２　荅江古镇非物质文化景观要素及其保存现状

类型 形式 具体内容 保存现状 照片实录

精神

信仰

神明

观音、黑神、灶王公公、灶王婆婆、水神

王爷、关帝君、城隍爷、城隍娘娘、玉皇

大帝

宗教 道教、佛教

保存较好，居民信仰笃定，依赖相关的

宗教节庆活动进行传承发扬，游客以

观赏、参与的方式进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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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类型 形式 具体内容 保存现状 照片实录

时令

节庆

庙会 城隍庙会、玉皇庙会 、荅江庙会

神明节日 老君会、真武祖师会、观音会、灶王会

其它节日 太阳会、年满会、单刀会

保存较好，时令节庆按时举行活动，部

分节庆（如城隍庙会）场面盛大，因此

吸引不少游客

语言

文字

诗词
《观荅江汉墓群》、《古荅咏》、《荅江行》、

《荅城》、《观汉墓画像石有感》

歌谣
《十教子》、《卖苏花》、《秀花哥》、《打蒿

草》

传说 九龙桥、合欢树、千字堡

保存较好，当地传说及相关诗词歌谣

流传较广，居民知晓率高，已有书籍刊

载与荅江古镇相关传说及诗词咏赋，

在当地小范围发售

艺术

技能

戏剧 川剧、川剧目连戏

曲艺 花鼓、快板、说书

手工艺 棉纺、雕刻、布鞋、竹器

保存较差，川剧目连戏曾经在古镇内

盛极一时，随着古镇商贸功能的退化

及人口外流，目连戏表演淡出古镇。

其他传统技艺同样因为人口流失及古

镇职能转变而后继无人

３　荅江古镇文化景观演变特征分析

随着社会变迁，新的景观要素不断涌现，荅江古

镇文化景观正受到来自内外多因素的影响。针对古

镇文化景观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

析，明确传统古镇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助于提出

更具针对性的古镇保护策略。

３．１　外部因素及其影响下的文化景观演变

３．１．１　工业化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古镇外围逐渐

工业化，其自然基底受到一定影响。荅江锦江流域

水质变差，古镇周边山体中低矮平缓的区域逐渐被

一些小型工厂房占据，其自然环境要素的原真性正

在丧失。

３．１．２　城镇化对形态风貌的影响，社会结构发生改

变　荅江古镇因距离城市较偏远，其空间结构基本

得以延续，但原本连续的古建筑风貌却出现古建

筑—仿古建筑—现代建筑交替的景观断层，文化景

观整体性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城镇化导致人口重

构，古镇开始呈现“空心村”的雏形，年轻人大量离

去，古镇日趋颓圮。

３．１．３　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击　全球文化互通大

背景下，荅江古镇的部分非物质文化虽然得到了延

续，但其盛况早已不似当初。现代社会文化活动逐

步取代传统民俗活动成为居民日常休闲的方式。伴

随着古镇商贸功能的衰退，一些特色的沿街店铺接

连关闭，古镇的文化活力渐渐衰弱。

３．２　内部因素及其影响下的文化景观演变

３．２．１　旅游开发的机遇与挑战　为发展旅游业，政

府新建了一些服务型设施，这些新建设施部分做了

简易仿古处理，但仍不能与古镇整体风貌相协调。

游客的到来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传统

小农经济逐渐转变为旅游商品经济，这既是古镇恢

复经济活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机遇，但如果把握不好

开发程度，将导致过度商业化及古镇生活特性的

丧失。

３．２．２　内部结构的功能性衰退与物质性老化　荅

江古镇的内部物质环境由于年代久远、维修不力而

逐渐衰败，镇域内大量木结构古建筑老化严重，公共

活动场地及绿化量已不能适应现代居住需求，给排

水、电力、燃气、环卫、街道照明等基础设施的落后使

得居民逐渐外迁。锦江东岸现已形成新的场镇，并

接替了古镇以往赶集贸易的功能，落寞的古镇亟待

复兴。

３．３　内外因素影响下对古镇文化景观保护的思考

通过对荅江古镇文化景观演变特征的分析，发

现其自然环境要素破坏较为严重，需要立即进行治

理；其空间结构及建构筑物要素在进行物质更新的

过程中因协调不力已经丧失一定原真性，后续应确

立风貌保护更新的标准并予以落实；荅江古镇除艺

术技能以外的传统文化保护状况较好但已呈现衰弱

趋势，在古镇保护中应积极探索活化路径；古镇的传

统艺术技能在时代变迁中逐渐丢失、未能利用好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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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发展的契机进行复兴，考虑为其引入政府及社

会扶持，实现居民物质生活与古镇文化保护的兼顾。

４　文化景观理论视角下的荅江古镇保

护原则与策略

４．１　荅江古镇保护原则

文化景观视角下古镇的保护，本质上是保护文

化景观的特性不被破坏。因此对于古镇的任何保护

更新策略都须以保护文化景观特性为原则。

４．１．１　原真性原则　原真性要求对文化景观真实

原状的保护，这种真实原状是承载了大量历史变迁

信息的原状，而非一味追求还原原状历史导致大量

反映古镇历史社会变革的信息丢失。

４．１．２　区域性原则　在古镇保护过程中，应利用文

化景观的区域性差异打造地域特色，增强古镇可识

别性，切不可套用模板，而应提出针对性的保护

措施。

４．１．３　继承性原则　以非物质文化景观为脉络，在

保护过程中适度开发物质文化景观以适应古镇发展

的需求，吸引流失人口回归，激发居民认同感与归属

感，重塑古镇活力。

４．１．４　整体性原则　古镇保护往往强调实体空间

保护而忽略了文化景观整体性。古镇的保护应是自

然环境、空间结构、建构筑物与非物质文化协调并行

的过程。

４．２　荅江古镇保护策略

基于前文对古镇文化景观保护的思考，应首先

对古镇所在自然环境进行生态整治，并在完善古镇

基础设施的前提下按照一定的规范标准保护其形态

风貌，以文化传承作为活化古镇的脉络，借力旅游

业、依托政府及社会力量的支持复兴古镇传统技艺，

恢复古镇经济活力与文化活力。同时为了保证古镇

保护发展的可持续性，建立政府公众两头参与的保

障机制，使古镇保护工作可以有效进行。

４．２．１　突出地域自然特征的生态整治　以古镇为

中心适当范围划定核心保护区，其内禁止建设工业

厂房。治理荅江锦江水域污染，保留河道两岸本土

植物。对古镇现存古树进行登记保护，古镇用地狭

小，内部绿化可以庭院景观为主，打造院落点状—河

滨线状—山体面状绿化系统。

４．２．２　与古镇发展相协调的风貌保护　完善古镇

基础设施，保留原始街巷网络，对重要节点空间进行

功能复苏。建构筑物应根据其保存现状、历史价值

等实行分级保护。核心保护区内应只允许新建必要

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并严格限制其层高及

风貌。提炼建构筑物景观意象用于古镇景观小品及

旅游引导系统的设计中，突出古镇风貌特征。

４．２．３　以活态保护为主旨的文化传承　传统文化

的活性决定其可依赖新的载体进行传承。对于宗

教、节庆类文化可重构其文化空间，探索游行、博览

等新的表达方式，扩大文化受众。语言文字类文化

则可依赖新兴物质载体记录、传播，如影片、录音等。

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古镇旅游体验中，使居民在与游

客接触过程中实现自我认同，建立文化自觉。

４．２．４　由“输血”到“造血”的技艺复兴　艺术技能

更多地以“人”为载体，继承人的保护需要政府资助

补贴、社会企业的投资及民间资金自筹，先由外界

“输血”。而后引入市场机制及知识产权制度，将传

统技艺打造成文化产品，如手工作坊体验班，通过取

得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重新激发居民对传统技艺

的热情，引导其自身“造血”。

４．２．５　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保障机制　规范的古

镇保护保障机制是实现以上保护策略的基石。政府

方面，建议成立古镇保护委员会，由当地文化部门官

员、镇长及居民代表组成，并设古镇保护专项资金。

基层方面，完善公众参与制度，鼓励民间团体及个体

成立民间保护自组织，协助委员会完成文化景观要

素普查、记录、教育宣传等工作。

５　结语

传统古镇的文化景观构成系统是复杂的，文化

景观视角下的古镇保护应建立在对当地文化景观构

成要素详实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提出保护

更新策略。古镇的保护始终不能脱离人而存在，其

未来发展应以满足居民生产生活需求为前提。在尊

重文化景观原真性、区域性、继承性及整体性的基础

上兼顾古镇发展与群众利益，才是古镇保护而非“保

存”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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