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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古城丽江以其独特的战略地位特点与中国古典哲学规划方法完美结合"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古城至今仍然完整地保留着古朴的风貌"其经典的城市设计思

想及古老的供水系统沿用至今&从丽江古城的保护历程出发"从文化*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研

究古城规划及其保护的综合价值"探索在地文化基质下的古典规划智慧应用"通过多维度规划要素

的探寻和解析"试图从遗传至今的祖辈智慧中获取发展城镇$新遗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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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古代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交汇之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神秘的民族文化(江南水乡般的美景(别

具魅力的城镇布局和建筑风格'使丽江古城充满了神秘的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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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遗产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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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丽江'把经济和战略重地与崎岖的地势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真实(完美地保存和再现了古朴的风貌%

古城的建筑历经数个世纪的洗礼'融汇了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而声名远扬%丽江还拥有古老的供水系统'这

一系统纵横交错(精巧独特'至今仍在有效地发挥着作用%

#

!

遗产概况

丽江古城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坐落于丽江坝中部'北靠象山(金虹山'西临狮子山'东南面对数十里的良

田沃野'整个古城被海拔五千多米的玉龙雪山环抱%

丽江古城呈西北至东南走势建在山坡上'面向河流%城市的北部是商业区%该区宽广的主街道四方街

历来是云南省西北部的商业和贸易中心%四方街的西侧矗立着气势宏伟的
!

层科举牌坊'两侧是流淌河流%

西侧河流上的水闸外接两条不等高的水道'以便清洗街道'形成独特的市政环卫方式%水流至双狮大桥便分

成三个支流'而支流被再次分流成供水网络流向古城的每一幢房子%同时'这套供水系统还为古城众多泉水

和井水提供辅助补给%发达的水系注定了小镇各式桥梁密布%整座古城共有大大小小
!C-

座桥梁飞架于玉

河水系上'桥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廊桥(石拱桥(石板桥(木板桥等%丽江也因此得到)桥城*的雅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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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丽江是一个特殊古城案例'它戏剧化地将景观与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和谐融合'体现出城市的独特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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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自旧石器时代起'便有人类在丽江地区生活%战国时期!公元前
-"C

/

++#

年"'丽江曾受秦国蜀郡管辖%

东西汉时期'丽江被称为遂久县%公元
#!

世纪'南宋晚期'木氏祖先将其统治中心从白沙狮子山脚下搬到

)大叶场*'在那里开始修建房屋城池%

#+C,

年代阿宗阿良归顺元世祖后忽必烈')大叶场*成为当时的行政中

心%

#!D+

年'丽江军民府成为明朝统治的辖区%

#..,

年'明朝政府赐予阿嘉阿德世袭知府'并授予)木*姓%

丽江地区在木氏家族的统治下逐渐发展成一个政治中心%

#"+-

年'第
#

任非本土知府在金虹山脚下兴建军

营和教育设施%

#"",

年'丽江军民府成立丽江县%

%

!

历史建筑元素

丽江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当属极富纳西族文化特征的住宅///基本的木框架结构发展而成(融合了汉族

和藏族建筑元素建成的独特建筑%大部分房屋为两层结构'穿斗式木制框架结构固定在土坯围墙中%房屋

第
+

层由厚木板架起'外墙用石灰粉刷'屋顶由瓷砖铺装'房屋的外部一般设有走廊或阳台%极富地方文化

特色的房屋装饰元素被运用在拱门(照壁(外走廊(门窗(庭院和屋顶横梁上%

除纳西住宅外'当地的军民府也颇具特色%丽江军府成立于明代
#!.D

年'坐落于城市东部%复杂的军

府总长度
+D.F

'内设大厅(塔(桥梁(露台(楼阁和宫殿等%军府的北面是官邸'即木府%大部分的木府建筑

都在清朝时毁于战火'只有少量的建筑!如石牌楼等"被保留下来'其玉泉建筑结构可以追溯到明清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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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保护历程

在丽江古城知名度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因旅游开发过度'曾一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机构

警告%因此'当地政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通过严格的审批和评估'实

施了旨在维护和深化城镇识别度和古城记忆的城镇再造及城镇发展相关项目%其次'为保护古城原有的生

活状态'任何破坏当地文化气质的商业活动均被明令禁止%为维护当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的和谐

共生'政府谨慎出让少部分丽江古城遗产的管理权和开发权%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入参与对丽江古城

的管理'它参与了丽江古城保护管理总体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且与丽江保护管理局合作开展了一系列大研镇

的保护项目'包括增加基础设施(执行法律法规等%

在古城保护的过程中'丽江政府向公众宣传了古城未来的发展愿景'这对保护和发展当地独特的纳西族

东巴文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还加强了对东巴文化的收集(修正和保护等'在发展古纳西

音乐(传统手工业(传统节庆(民风民俗(街道恢复和保护等管理工作方面增加了大量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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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类型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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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民族融合%延续千年地域文化

丽江古镇至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其城市空间布局合理'建筑体系保持完整'以独特而鲜明的方式诠释

了当地纳西族(白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习惯(民族习俗(经济文化水平(宗教信仰和社会价值观等

特点%丽江的各民族繁荣发展体现了)和合*的文化本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纳西族的东巴文'是现今世界

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记录着古城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

'"#

!

环境价值!顺势造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整座古城在设计之初'即讲究与自然的亲和力'所有建筑的修建都以顺应自然为核心%其城镇规划结构

依山就势'顺流而至'在看似无序的自然环境中规划着有序的城镇'以其独特的方式彰显人与自然的和谐%

其古老的供水体系至今仍在使用'不仅充分利用当地的水资源'还为古城增添了独特的水乡景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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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价值!古集新用%活态文化激活商业

丽江自古以来就是商业发达的集镇中心'古代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在当地)四方街*交汇'为当地的早期

的城市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四方街*的集镇功能虽然被弱化'但古镇的居民将其发展成为文化旅游

胜地'整合利用整个地区丰富自然人文旅游资源'发展与当地民族文化和城镇气质相关的产业'既增加了少

数民族的经济活力'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又提升了丽江古镇的知名度'同时'为丽江未来的发展提

供了新的契机'也为同类型小镇发展提供了范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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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和谐包容%民族共荣持续发展

丽江'成为十余个少数民族世代聚居之地'衍化出独特城市空间及多文化包容性'从空间布局(城市规

划(能源供应(民族文化等各个方面向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传达了)和谐*的深邃意义%该城将人(自然(城

市和社会这几个因素间的可持续发展原则表现得淋漓尽致'为现代城镇发展规划提供了优秀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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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要素

("!

!

文化基质!传统延续%多元文化兼收并蓄

依托于历代商贸古道的自然交融'各大小民族之间通过语言(文字(音乐(建筑和节日等方面的交流'在此类

多民族地区以纳西族东巴文化主形成汉(白(彝(藏和纳西等多文化并存(文化形式互溶的独特人文肌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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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形态!贴合自然%助力空间顺势"生长#

丽江城市因地制宜'依山而建'临河而造'三山为屏'一川相连'继承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方法和经验'

未受汉族城镇规矩限制'在空间形态上形成独特的结构%城市建筑布局呈八卦形排列'以)四方街*为中心'

以)经络*走势向四周发散'在营造开放区域的同时又保持空间的私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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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要素!生态平衡%古城新生重视环保

丽江古城的生态平衡是保持小镇魅力的关键要素之一%依山临水的城镇布局使古城与周边的自然环境

及其中各种生态群落有机结合%受中国传统哲学与风水学说的影响'该城环境(建筑与庭院系统所形成的复

杂体系反映着)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朴素生态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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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效能!临河而建%资源导向集约功能

丽江古城的建筑和规划多是临河(依山和临街'临河建筑与人造水渠有机结合'反映了古城充分利用自

然资源(集约发展可用土地的基本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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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系统!历代枢纽%通达四方链接中外

丽江城中街道以)四方街*为中心'放射状向四周发散%四通八达的)四方街*在历史上是中国西南地区

的交通要道'是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交汇点'也曾是中国内地通往印度的交通中心%古城的道路设计特点

可以用)曲(幽(窄(达*来形容'既保持通达性'又具有私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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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规划!利用资源%培育古城特色气质

丽江古城的景观魅力源于其始终保持着原始的自我(古朴与纯净的气质%城镇规划师通过对古镇水系

的利用营造了户户有泉水(家家有杨柳的特殊高原水乡景观%有水必有桥'古桥虽历经百年风雨'依然以古

朴之姿伫立不倒%建筑依山而长'利用山势的起伏'营造错落有致的城镇景观%当地纳西族聚落群结合自然

环境'错落分布于古城各处'成为古城的艺术点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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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供需!古典智慧%发展持续服务效能

丽江的造城建镇者巧妙利用玉泉河'三分河水'使其流经各街各巷'为古镇提供持续水源%古镇水道的

设计利用城镇地势'在收集自然降水'为河流和泉水提供了辅助水源的同时兼具街道清洁功能%古老的供水

系统经久不衰'至今仍然为整个古镇提供水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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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成!保护优先%因势积聚产业发展

丽江地区的自然景观(民族文化和建筑风貌为该区的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源%为保护丽江的原

始之美'当地以发展保护性的旅游产业为主'保护和利用有机统一'在尊重当地民族文化的同时'合理地发展

旅游业'促进居民就业'在广泛传播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使丽江古城在经济上能够实现良好自运转%

("*

!

社区模型!求同存异%传承文化活化民俗

丽江历来是纳西(白(藏(汉等民族的聚居地'几百年来'各民族共同发展'形成和谐的民族社区%这种特

殊的社区是各民族文化传承的共同载体'也是民俗风貌活化再生的重要场所'以多文化和谐再生为核心'构

建并维持民族社区特性'能够增加民族自信和地方认同%

("!+

!

发展机制!国际合作%发展动态保护机制

协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由社区代表和政府机构共同参与丽江古城的规划(设计(建设(保护'增加保护

地方民族文化的投资'强化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公众教育'形成灵活(动态的保护发展机制'创建保护丽江古

城的科学管理及开发体系'是古城得以持续发展'活力再现的关键%

("!!

!

建筑体系!功能至上%建筑符号表现文化

古镇建筑多为砖木结构'布局为)三房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这种分布不仅利于采光(主次分明(布局

协调')天井*用砖石铺成'辅以植物美化'一般用于纳西族生产生活%丽江古城的建筑语言符号很好地适应

了当地气候条件'并响应了纳西东巴文化的发展及多文化融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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