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重庆金刚碑历史街区景观特点与改造对策初探

——兼论历史街区景观改造中的有关问题

孙雪梅

(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历史街区的景观改造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政府也对部分亟待保护和改造的历史街区进行了整

体规划定位。民国风下的“书香悠然，宁静自然”的休闲养生型古镇是重庆金刚碑历史街区的最新定位。本文分析

此历史街区的原有景观特点及现存景观状态，提出以重塑、渗透和引导作为现阶段景观改造的对策，以此促进该历

史街区形成自身独特的景观风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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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历史内涵的小城镇街区景观大多有着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双重特点，其改造有着自己的特色。在自然地理方面，这

些小城镇街区一般都靠近大江小溪或崇山峻岭沿线，依山靠水，自然风景优美。在人文地理方面，这些小城镇街区则大都为物

流和交通要道，位于临近江边的平坦地域或联结各个重要城镇的交通道路上。这使其既是物流交易的通道，也是货物交换的场

所，商旅往来如织，商行林立，酒坊、茶馆、客栈、米行、油行等遍布其间，形成喧闹繁华的景象。这种特点，使其繁华喧闹

与安静祥和相互映衬，生活与建筑中的快节奏跳跃与缓慢的生活情趣相互交叉。所以，历史街区景观改造，除了表现出其自然

景观特色外，更应该反映出其独特的人文特点。

金刚碑历史街区景观，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历史内涵的小城镇街区。金刚碑位于重庆市北碚区北温泉镇，离北碚主城 5 公里。

此处依山傍水，植被茂盛，历史人文景观丰富。自清康熙年间成街以来，各行各业兴旺发达，成为水陆中心。到民国时期，该

镇建立了几家较大的民居建筑群。抗战期间，13个国民党中央部级以上单位，以及众多名流涌入金刚碑，提升了金刚碑的人文

和学术文化内涵，在当时成为天下闻名的古镇。
［1］

但随着经济、交通等的变迁，特别是近些年当地人口的搬迁，自然景观趋于

衰败，历史文化遗存疏于修复、整治，金刚碑已经成为落寞的历史文化街区，亟需得到保护和整治。政府分别在 2007 到 2016

年间出台了对金刚碑传统风貌街区进行保护规划的文件，并从 2016 年开始着手进行第一阶段的景观改造。
［2］

一、金刚碑景观特点

(一)青、幽、静、雅的自然景观

金刚碑古镇位于缙云山下，毗邻嘉陵江。整个古镇沿主街是狭长弯曲，高低不平的地段，主街为宽约 2 米，长 500 米的青

石板路。主街左侧建筑背靠山体，右侧建筑背临嘉陵江。主街两侧连接有长度不等、曲直不一的多条小道或梯步，地势起伏不

一。主街背后有小石桥通到对岸山崖边散落的民居建筑，石桥下为一细长溪流，跌宕起伏，崖壁较高。古镇被笼罩在茂密的树

丛中。这里气候炎热潮湿，植被繁茂，四季常绿，尤其以树类、藤蔓及地被居多。街道交叉节点处伴有三百多年的黄桷古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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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雨水丰沛，石板砌成的道路、梯步及桥面都时有青苔附面，穿斗青瓦、竹木夹壁的房屋在主街连成排，在高低起伏的街巷

中散落，让古镇呈现出青、幽、静、雅的总体景观。

因城市中心逐渐转移，居住者先后搬离，这里的树类得不到修整，肆意扩张，形态随意;有些大树甚至攀壁附墙，成为与建

筑紧密相连的部分，严重损害建筑;藤蔓及苔藓也四处蔓延，侵吞和淹没建筑和道路;房前屋后的果树已枯萎老去，透射不出生

活气息;石桥年久失修，变得沧桑破败。整体自然景观散乱无秩序，与周边多个自然山水旅游地格格不入。但是，总的来看，由

于该古镇及周边环境植被繁茂，四季常绿，溪水潺潺，如果加以改造恢复，其青、幽、静、雅的自然景观特色可以再现。

(二)久远、沧桑的历史景观

金刚碑因其得天独厚的水陆码头及附近的数处小煤窑，在清代曾经繁荣一时。嘉陵江不仅承载了古代巴蜀地区的物流功能，

也是古代巴蜀的人文交流通道。早在清朝康熙年间，这里商旅云集，船行如织，煤炭资源丰富，小煤窑兴旺繁荣。其出产的煤

不仅供应当地，也通过金刚碑的嘉陵江出口运往其它地区，成为嘉陵江畔著名的水陆码头和中转站。许多挖煤的农民及来往的

商贾在古镇居住休闲，运煤的船队、马帮、骡子帮、人力帮来往如织。

抗战时期，金刚碑古镇由于地势险蔽，离重庆主城较远，成为国民党政府各部门及军政、文化名人的避难之所。除国民党

中央政府多个部门搬迁到此，为躲避战乱、以求安宁的三千余文化、教育、科学、经济界名流亦到此定居。他们在这里从政、

办学、经商、创作，修建了当时洋房式的办公楼，在相对宽阔地带修建了学堂、寓所和厂房。这些建筑与当地的院落和普通民

房相辉映，用丰富的建筑样式体现了多元化的人文景观特点。

但是，金刚碑的历史人文景观因为社会的变迁发生了变化。建筑即便没有完全倒塌，但其内部结构损坏严重，屋顶破败，

轮廓不清晰，墙面剥落，树枝藤蔓压迫房屋。某些重要建筑外相对较大的场地苔藓遍地，杂草丛生。石板小道和梯步多数破损，

阻碍行走，重要遗存类标牌斑驳损毁。

(三)流淌于时空中的人文景观

金刚碑古镇的得名，是因缙云山中有一天然巨石，环抱于古树参天的群山之中。相传唐代时有人在该巨石上刻“金刚”二

字，故得名“金刚碑”。自清朝康熙年间这里逐渐兴盛后，即有各方名人、居士来往其间。抗战时期，古镇涌入一大批来自全

国各地的经济实业家与文化名人，于右任、谢无量、梁漱溟、傅抱石、孙伏园、陈子展、吴宓等都寓居于此，被称为重庆附近

的“文化热城”。1943 年，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搬迁到北碚金刚碑，在寓所内先后完成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和《中国史论集》

第一辑。翦伯赞还与郭沫若、柳亚子、田汉等人在这里吟诗、论史，成为当时的人文风景。著名散文学家缪崇群旅居金刚碑，

在这里写了三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散文集《夏虫集》《人间百相》和《石屏随笔》。教育家梁漱溟在金刚碑兴办了“勉仁书院”。

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翁文灏、石油大王孙越崎等也曾寓居金刚碑。孙越崎还在这里创办了“中福公司”。由于名人云集，

人文荟萃，金刚碑成为名扬一时的重庆文化重镇。历史上的金刚碑古镇，具有人文、艺术的元素和学术文化的内涵
［2］

。

二、金刚碑古镇景观改造对策

金刚碑古镇景观改造既要寻找原本良好、独特的自然景观风貌，又要传承和发扬历史人文景观。在景观规划和实施中，要

在重塑风貌特色、渗透人文环境和景观设施引导三方面彰显其历史街区的特色。

(一)重塑

对于金刚碑第一阶段的景观重塑构想，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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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风貌重塑

基本依照原有地形地貌，依托山势及当地气候、植被特征。一是对黄桷树这种适宜当地生长的树种，按规划的空间节奏进

行调整，而不是任其自然呈现。除原有节点的古树不动，还要在街区的主道路上依照道路走势，有秩序地对行道树进行一定量

的栽种，形成主道路整体的景观植被效果。同时，由于连接主道路的各小道狭窄弯曲，并伴随上梯下坡，需在道路相对宽敞的

连接处或转弯处种植具有地方生活气息的果树，如梨树，柑橘树等，让自然景观既有序融入历史街区又不脱离人的生活。二是

针对主要街区外原本散落分布的荒芜农田，依据土壤和气候条件，适度地开发观赏性或互动性的农业生产，让田园点缀街区的

历史风貌重现，让景观产生互动体验。三是需对外围连接金刚碑主街区的公路与小道的原有树种进行选择和调整，在不影响人

行的情况下进行有序、适量的栽种，在树种、高度和密度上与内部主行道树形成一定的呼应和连续。四是对原有街区范围内的

河道和石桥进行基础结构的加固和修缮，并做适当的引水处理，重新栽培水生植被净化水体，让水系重新流转起来，丰富景观

层次。五是考虑古镇的整体轮廓线与相邻环绕的山峦起伏线形成呼应。具体规划时，从俯瞰的角度确定一整体连续的动势线，

与古镇外的近景、远景的轮廓走向线相照应，依照动势线调整古镇内原有坡地或建筑的高度，让古镇的自然风貌与周边山体的

景观在整体结构上相依相存，不可分割。
［3］

综上，当以街区内水系流转、树沿道路、巷路穿插、相映山水等方面展现其原有自然风貌的整体特色，呈现出新规划下的

秩序感和连续感，充分塑造历史街区在自然风貌中的“宁静自然”。

2．历史人文重塑

要实现民国风的“书香悠然，宁静自然”休闲养生型古镇总体定位，需对重要文物建筑进行修缮、加固，保持建筑外观民

国风的统一效果。对墙体、门窗等部位，可适量使用当下耐用、美观的新材料，其色彩及样式做到协调中有变化，让建筑外观

折射出时代融合性。建筑空间的内部结构保留部分原有形态，其余可适当调整，创造出一些符合当今人群行为需求的体验空间，

让历史文化性建筑从内到外都不是静止的原貌，而是可与人互动的。
［4］

对原有街区内重要的公共建筑或场地，比如戏台和小型广场，除一定地还原原貌，还应从现代公共空间设计的角度出发增

加相应耐用和需要的设施。比如用于可户外观戏的座椅等设施，可台下换装的多功能空间，可交流或纳凉的公共设施，让它们

既具有良好的使用性，更成为重新唤醒当地历史文化的景观平台。

(二)渗透

自然风貌和街区空间结构关系重塑后，还要深入考虑景观形态来体现定位，不做相似的商业景观或旅游“大杂烩”景观状

态。依照景观环境的主流人群作引领，结合原有条件，创立真正满足景观体验者的室内和户外空间，使历史人文渗透到每一个

互动的景观中，激发历史街区的生气和活力。
［5］

“书香悠然，宁静自然”的定位，主要源于到金刚碑古镇的主流人群是文艺类

人群、在缙云山旅行顺道来此游览的人群，以及少量的居住者。因此，主体景观形态应侧重在以历史人文环境带动当代文化活

动，把文化活动开展所需的空间分布到建筑内部空间、户外公共空间和类广场空间三类空间里。
［6］

1．建筑内部空间

建筑内部空间不能像传统博物馆的静态陈列，要结合内部空间的尺度、结构及环境效果，合理地开辟和创建一些供文化活

动开展的空间。如，静态的书吧、临江品茶、下棋、文艺创作空间;动态的小型文艺沙龙，作品展示及演艺平台等。

2．户外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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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公共空间要根据大小和所处的环境去分析，推测出可能开展的户外文化活动场地。由于金刚碑古镇规模较小，户外活

动场地可朝着多功能使用方面考虑，比如，临河的旧有码头，设计上考虑它是连接入口的小广场，是远眺江景的平台，是面江

看书的空间，是户外写作地，还是户外写生平台。因此，具体设计上要合理配置多功能设施，需在有限空间下巧设一些景观立

面或小品，用于适度的遮风挡雨和小观山水，使人可以相对延长停留的时间，深入感知景观。

3．类广场空间

对于重点文物建筑外相对稍大的类广场空间，不要只作简单的地面平整，可考虑设计与建筑效果相协调的廊或亭，其大小

和位置设置不影响人行的流动，造型不一味地照搬挪用，需结合环境和使用深入研究，创新设计。在条件许可下移栽适宜当地

气候、景观效果好的树种。广场不仅成为休息空间，也是户外交流和开展活动的空间，更是少量居住人群的主要聚集地。此外，

在古镇的一些交叉地段，应根据地势条件，营造出可单人独享的有特色的小空间，让人自由享用，进一步让“宁静自然”的景

观体验细致入微。

把相对静态、动静兼顾和相对动态的空间作分类，要把动静兼顾类安排在古镇主街入口路段的建筑内部，让景观体验者感

受不到常见的新古镇的喧闹，但又能耳闻或去闻声寻觅。随路线的走向，静态类和动态类活动空间，根据所需尺度、环境条件、

距离关系，合理穿插、规划在主街区及各巷道内，真正让“书香悠然，宁静自然”渗透到古镇各个角落。在文化活动渗透古镇

景观的同时，还需考虑必要商业形态的介入，应以传承类的特色商业和主体文化类商业形态为主。精挑的传承类特色商业规划

在重要的户外公共空间附近，主体文化商业则合并在相应的动或静或动静兼顾的空间里。

(三)引导

良好的景观规划设计也应具有好的引导作用，尤其是对人的行为引导。在金刚碑古镇现阶段景观改造中，在景观导引上主

要关注景观信息的可辨性和清洁设施的完善配置两方面。

1．信息设施

金刚碑有多条巷道和梯步与主街连接，部分与外围公交路线相连接，是进入古镇的主体小道，而这些道路的原有风貌，如

形态、宽窄、铺装都很相似，容易使人迷路。在设计时，除在入口处设立明显的路牌标志，还应从路面铺装、节点或拐弯处的

植被上多加考虑，如铺装材质色彩一致的材料，但铺设样式有所变化，让行人在看不到路牌时也易辨认。或在路口，节点，拐

弯处用有区别的指引性小品设施及树种作引导。

针对重要的历史遗存，除古镇入口处平面图上有标注，还应用与之有关联的图形符号作连续引导，这些图形符号的选材、

样式、安排位置都需要做细致的实地调研和设计，做到耐用、识别度清晰、醒目、个性鲜明易记。

在古镇的主街道上，相对建筑会密集分布、主题外观效果统一，也会减弱其可辨性，给使用者带来不便。需对建造的高低

尺度、屋顶轮廓线样式、建筑外立面的门窗做适度的差异变化，做到既不混淆，又为使用者提供隐性的引导元素。

2．清洁设施

在 20 世纪初，William Chaund 就在他的文章中提出城市生活必须调整至不悖于卫生，城市规划者应当担负起创造良好卫生

和健康场所的责任。
［7］

在现代古镇和历史街区的规划和建设中更应如此。

古镇景观环境中的垃圾处理得当，是保护古镇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垃圾收集箱的规划和设计，既要考虑其设计式样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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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风格协调，更要有足够的数量、合理的间距和位置分布。考虑到重庆炎热潮湿的气候环境，金刚碑古镇应采用散点式垃圾箱

与集中式垃圾回收点相结合的方式。散点式垃圾箱可以考虑与原有居民建筑前的传统洗衣板结合起来，开通原有用水装置，垃

圾箱与之配搭，并精心设计造型，让丢垃圾和洗手两种清洁功能在此完成，其设计可从样式上进行创新来吸引使用者，使之既

成为历史街区的一类特色景观小品，又是一种引导系统，让历史街区的景观功能更优化。集中式垃圾回收点可使用智能化冷凝

技术的全封闭式垃圾回收箱，有照明效果，也成为夜间的一个引导，安排在重要的景观节点的角落处，这种回收箱可起到减少

垃圾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的作用。

公厕也是景观规划中的重要清洁设施，在金刚碑古镇景观改造中，同样采用散点式与集中式相结合。集中式公厕可在人流

相对多、面积相对大的户外公共空间边缘设置，外观效果与相邻建筑和环境相协调，标识设计需清晰，外在环境整洁。散点式

可考虑把部分建筑的内部洗手间开放，独立入门，入口效果设计出特色性，这样既弥补了大多古镇公厕规划数量不足的困境，

也成为景观引导的一个重要信息。

历史街区景观的改造是衡量一个城市总体风貌特色的重要指标，因此在寻找和挖掘属于自己的特色历史街区景观中，既要

注意该景观的自然景观特点，也要注重历史人文特色。要使历史街区的景观风貌在当下重新焕发其生命力，就需要重新认识其

自然及人文景观的意义，分析其景观特点，并结合当下的景观现状。既需要表现过去的特色，又需要根据当前人们的审美情趣

增加人们的寻根、追溯、游玩、休闲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注意思考、找到传统与现代审美情趣及使用功能，在综合定位下作

出景观改造对策，以符合现阶段的人们的审美趣味及使用特点，收获富有自然景色及人文元素的独特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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