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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古村落景观的保护与发展研究 

方茂青        田密蜜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内容。通过研究分析古村落和古

村落景观的概念、浙江古村落景观风格和古村落保护的意义，针对当前古村落景观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以浙江履坦

古镇景观改造设计为例，探讨在当前历史任务下，如何实现浙江古村落景观的保护与发展，以使古村落在新时期焕

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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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着厚重的中国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的古村落在当前的发展背景下，更肩负着如何保护村落景观和进行发展的重任。目

前，国内经济、社会、文化等学科已分别从各自角度出发形成了对古村落的思考，但针对古村落景观空间的保护与发展还有待

研究。本文将通过研究浙江古村落景观，针对古村落景观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在当前历史任务下，如何实现古村落景观的

保护与发展，以使古村落在新时期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1  研究背景 

1.1  古村落的认定 

古村落的界定目前尚无统一的口径，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古村落进行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古村落认定标准。中国古村落

保护与发展委员会认为古村落就是那些朔源头在明清之前、至今已有五、六百年历史的村寨聚落。学者刘沛林认为，古村落是

古代保存下来，村落地域基本未变, 村落环境、建筑、历史文脉、传统氛围等均保存较好的村落。笔者认为古村落是存在于中

尺度地理空间上的一种特殊景观，它是由历史遗留下来的古民居建筑群、艺术表现、自然环境、人类活动以及一种抽象的文化

内涵、风格、古韵氛围等组成的综合景观体。 

1.2  古村落景观 

“古村落景观”中的“景观”一词，原意是指风景(Landscape) ，但在地理学中已赋予特殊的含义，更多的是指因人的活

动而创造的叠加于自然景观之上的人文景观，或称文化景观。其中，聚落布局与形态是文化景观的重要内容。因此，“古村落景

观”的概念也就进一步明确化， 它不仅仅是一种普通风景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包涵着深刻的文化含义；“古村落景观”的意象

表现为一定地域人群所创造的村落文化的空间形象，一定地域人群的文化思想就通过这种独特的村落形象来表达。 

1.3  浙江古村落景观风格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吴越文化的发祥地。浙江古村落众多，浙北有乌镇、西塘和南浔，浙西有兰溪的诸葛村，武义的郭

洞和俞源等，浙南的永嘉楠溪江古村落，浙东的仙居高迁古村等，都带有明显的浙江地方特色。浙江多水网地带的地理环境，

使得古村落景观最典型的表现为水乡风格。 这里水网纵横, 聚落空间多随河流两侧排列,建筑小巧轻盈, 尺度宜人, 给人以亲

切和谐之感。弯曲自由的小河、横跨水面的小桥、临水而建的民居和水巷穿梭的小舟，呈现出中国传统山水画中所描绘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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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流水、人家”的优美画面（图 1）。 

 

1.4  古村落保护的历史重任 

古村落不仅蕴涵着深厚的历史人文价值，还包含着丰富多样的农耕文化。这其中既包括村落的规划、各类建筑、桥梁、庙

宇、名木古树等物质文化遗产，也蕴含各类民风习俗、传统节日、民间信仰、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比较完整地代表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和内容，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保护住目前有限的古村落，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文化

的根基，就是保护我们传统文化的源头。 

2  浙江古村落景观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2.1  古村落中古建筑的消失 

古村落的古建筑较之于极重礼制的历代官式建筑,在适应地理环境和当地风土人情习俗、满足生存需要诸方面显示出无比的

机巧、智慧、极富灵动之气。然而一些地方把古村落建设片面理解为新村建设，认为新村新面貌就是要破除“旧”和“土”的

建筑，导致许多古村落建筑在盖新房、建新楼的大拆大改大建中遭到破坏。一些古村落居民自发的建筑整修所使用的新的建筑

材料,也割断了传统风貌的延续。 

2.2  古村落景观的“千村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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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古村落虽有着共同的特点，但由于区域位置、自然条件、地方文化、风土环境等因素的差异,也表现出各自的地方风格。

如浙北古镇的水乡文化，浙西东阳的木雕、砖雕等。一些地方却将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方法套用到古村落的空间环境中，不仅

丧失了古村落原有的乡土风貌，也忽略了不同古村落的特色风格。 

2.3  过度开发的“旅游污染” 

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对保护古村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若过度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则会导致文化遗产的严重破坏。

打着旅游开发旗帜、泛滥的餐饮设施、宾馆和道路交通建设破坏了古村落独有的儒雅和幽静，使古村落诗情画意的意境淹没在

空前繁荣的旅游大军中。 

3  思考与对策 

3.1  尊重古村落的生态特征，延续古村落的乡土文化 

中国古村落大多依山傍水，逐水草而居。究其原因，客观上是因为人类在原始社会早期以采集植物为主要生存方式，雨水

充沛和浇灌之便以及水对于植物生长的关系重大。与其说是人类选择了这样的生存环境，倒不如说是自然教育着人类该如何生

存。古村落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砖一瓦，一池一塘，都是经历了数百年岁月侵蚀历练的必然结果，它们与土地、与村落

血脉相连。毁坏村落的山川地貌、自然植被，就割裂了村落赖以生存的基础。北大俞孔坚教授倡导 “土人景观”，坚持尊重土

地的设计理念，曾反复呼吁：“中国乡村不但是人地生态关系谐调的基本单元，是国土生态安全的基础，也是中华民族草根信仰

体系的基本单元，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虽然弯曲的溪流不如规整的人工喷泉来得壮观，曲折的古道也不及笔直的马路显得气派，但正是他们的“古”与“旧”在

传递着古村落的精神与魅力，在证明古村落独特的身份标识。古村落的历史文化遗存较为丰富，保存较为完整，古村落景观保

护应对村落的空间形态、布局及其成因进行分析，应以保护和延续古村落空间格局和地方建筑风貌为立足点，尊重当地的地形

地貌、自然植被、河流水系等环境要素，整治影响和破坏传统特色风貌的建筑物和构筑物，避免大拆大建。 

3.2  在保护基础上合理的有机更新，加强村落特色空间的塑造 

古村落景观保护在延续村庄原有空间结构与外观风貌的基础上，也要引导新村建设在空间布局、建筑组合方式、建筑形式、

色彩等各个方面与旧村的协调，将新村与旧村融合成有机的整体，从而使古村落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自然环境特色得以传

承。村庄的特色空间主要指村庄标志性的街巷空间、滨水空间、村口空间等公共空间，是村庄历史文化、乡风乡俗、生态环境

等特征的集中反映。在古村落景观保护中要特别注重这些公共空间的特色塑造，例如在滨水空间处理中，尽量保持自然的岸线，

对现有的水系进行合理的梳理、组织，同时注重临水建筑的风貌维护。兰溪市诸葛八卦村以建筑格局按“八阵图”样式布列，

保存了大量明清古民居而闻名。自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围绕该村的上塘就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一圈商业街。店铺都面向水塘，在

近岸的水面还建造了不占地皮、不着街道的十分有特色的水阁楼。现如今这里依然是人们的商业休闲活动中心，沿街的商铺挂

出琳琅满目的商品、独具特色的招牌，吸引着游客的视线。而在冬日的暖阳下，与村民们一起，三五成行，聚集在水阁楼前饮

茶、晒太阳，更是一份古老村落中怡然的惬意。  

3.3  在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合理开发乡村旅游 

我国的乡村旅游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具有较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于一些乡村田园风光优美，历史文化资源较丰富，并拥有

较好的区位和交通条件的地方传统古村落，可以在保护历史文化资源不受破坏的基础上，合理开发乡村旅游。对用于旅游开发

和文化展示的一些重要历史文物和历史建筑，还要进行环境生态承载量的评估，避免造成人为的破坏。对于古村落的旅游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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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以古村落的环境生态承载力做为重要指标，控制旅游人数和提高游客素质，协调好人与村落环境的关系。只有这样古村落

才能在人们的保护和关注下延续新的生命，与时代的脉搏紧紧相吸。 

4  以浙江履坦古镇景观保护与发展改造设计为例 

浙江省重视古镇、古村落的保护和开发。2005年，浙江省启动了“历史文化研究工程”，一大批古村落纳入研究视野，这为

古村落保护与合理开发提供理论和政策支持。履坦古镇的景观改造设计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展开的。 

4.1  履坦古镇现状 

履坦镇是千年古镇，位于浙江省武义县城北部的武义江畔，三面环山，中间为盆地。南宋时建村，仓部公徐兹十六世孙徐

肃、贵安从泉溪一带履步而来，发现此地平坦，是居住的好地方，于是就取名履坦。然而履坦镇存在与中国大多数历史文化名

镇一样的问题：建筑年久失修，基础设施落后，交通混乱，生活环境低劣等。除此之外，现存的人居环境也面临着种种矛盾。

具体表现在：街道功能单一，且互不联系，服务对象局限，缺乏吸引力；公共开敞空间系统不完善；住宅环境欠佳，基础服务

设施配套不完善，居住环境亟待提高；内部交通不发达；历史建筑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4.2  履坦古镇景观设计中的保护框架和发展利用 

在履坦镇景观保护框架中，以古历史风貌之镇、依水而居之镇和名风淳朴生活之镇为设计主题。保护与再现以民居建筑围

绕宗祠而建的棋盘村落和具有历史特色的街区，保护和挖掘具有古镇历史文化内涵的景观风貌；保护古镇周围自然滨水景观，

再现古镇天人合一的田园牧歌；保护古镇原有街坊格局，体现古镇居民生活情趣，弘扬传统文化艺术。 

在古镇景观保护的同时，开发主题式旅游项目，使古镇景观改造从单纯的保护带动到经济发展上。在以居住为主的古镇中，

沿申明街、横街至碧湖段开发特色商业街，其延伸段形成景观旅游轴线，并布置公共服务设施，同时考虑家庭旅馆及相应的观

光旅游服务设施。利用原有居住用地间的部分弃置地，规划新增绿地及休憩、集散广场用地。全方位改善自然生态环境和居民、

游客的生活、游览环境（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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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履坦古镇景观规划设计构思 

（1）白鹭绿色生态轴 

围绕白鹭溪设置一条蜿蜒曲折的绿化交通主轴，贯穿整个用地，形成一个连续性的景观走廊，与城市主干道呼应。由步行

道、交通干道、停车带和绿化带组成的综合环线，有效地解决了交通、噪声废气和视觉景观的问题。曲轴形态的变化，带来建

筑朝向肌理的变化，也使建筑空间产生灵活丰富的视觉效果。曲轴上设置大小不等的景观节点，形成节奏起伏、变化丰富的视

觉景观系统，创造了多功能的行人活动空间，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 

（2）院落细胞 

“院”是中国几千年生活方式的载体，它所体现出来的亲情关系就像空气一样，是居民生活所必需的。通过一条滨水曲轴

串联起多个有序生长的“院落细胞”组成一个具有亲密邻里关系的有组织的居住结构，为传统人际关系交往的延续和居住中不

同层次的需要，提供空间上的保证。每个“院落细胞”都生长在小区内交通主干道旁，于人行出入口直接相连。每个“院落细

胞”都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分散建设，不影响先建成单元内住户的生活。每个“院落细胞”都采用中国园林的处理手法，绿

树红花、曲径汀步（图 3）。 

 

（3）现代社区构成 

倡导社区交通系统减少交通量，节约土地和能源，使儿童和老人都能得到更多的服务空间，注重公共配套设施的均衡与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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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结   语浙江古村落只是全国众多古村落的一个缩影。古村落景观的保护与发展还任重道远，机遇与挑战并存，危机和生机

共在，需要多方面的合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切实保护好千百年来的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走出一

条古村落景观保护与发展的和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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