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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结构的青岩古镇保护研究1

吕佳欣，古康君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古镇保护建设是当前国内一项重要工程，而多数国内古镇是处于非有效保护状态，尤其是在古镇的

空间结构保护上表现出软弱性。正因如此，本文以贵州青岩古镇为调查对象，研究其在文化结构、物质环境结构、

功能结构三个空间结构上的保护性并提出针对性的保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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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镇村落历史悠远，人文内涵深厚，其传统建筑风貌、建筑艺术、原始空间格局以及传统风俗习惯都是我国历史文化

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古镇旅游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遭受现代化、商业化的强烈冲击，众多古镇逐步向着商业化、现

代化模式演变。如何以科学的发展观来保护古镇，使古镇旅游经济开发与其自然、人文环境相协调，是实现古镇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

1、古镇空间结构组成要素

国内外关于城镇空间结构的研究不计其数，研究角度也大不相同。本文在综合分析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文

化结构、物质环境结构、功能结构三方面开展对青岩古镇空间格局的研究。

1.1文化结构

无论城市或乡镇，其空间文化结构是多种概念与含义的结合，包括了地方文化、民俗传统、艺术创作、民族精神等多个层

面。本文研究的是古镇空间结构下的文化价值，是古镇层面的文化结构，主要包括了传统文化习俗保护程度、文化遗址保留状

况、古镇商业化程度、古镇人文精神内涵等。

1.2物质环境结构

城镇的物质环境结构是城镇空间结构的一项重要组成，包括地理环境、房屋建筑、道路交通、排水系统等物质环境，这些

物质环境因素分布在城镇空间形态之上便组成了城镇的空间结构，古镇的物质环境结构也是如此。古镇的物质环境结构是古镇

在空间结构保护上的一个重要层面，反映的是古镇空间结构上的完整性，包括了古镇的地理人文环境因素、古镇古建筑群是否

完整、古镇道路交通是否完整便利、古镇的排水系统是否正常工作等。

1.3功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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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的功能结构是指古镇内的各功能单元以符合当地需要的空间分布形态所呈现的一种空间结构，例如基础设施在古镇不

同空间位置的安置、古镇景区内休息点的设置等。本文在上述概念的基础上，从古镇内消防设施、用电供水等基础设施的角度

研究青岩古镇功能结构，了解功能元素在其空间上的分布是否符合古镇保护需求。

2、青岩古镇概况

青岩古镇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南郊，距市区约 29公里，依山就势建造在一个山坡上，是贵州省著名的历史文化名镇，因附近

多青色岩峰而得名。

古镇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氛围极为浓郁。古镇始建于明洪武十年，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是一座明清风格的文化

古镇。经过了数百年风雨沧桑，古镇主体建筑、街道依然保存完好。镇内仍保留着大量的明清古建筑、民宅、牌坊和寺庙，设

计精巧、工艺精湛。小镇也是多民族聚居地和贵州历史上的商业重镇，商业的交往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出现了多元文化集于一

城的现状。在那亘古不变的狮子山下，古镇胜迹随处可见，其特有的悠然神韵，被专家学者誉为屮国最具魅力的小镇之一。

3、青岩古镇空间结构分析

3.1文化结构影响分析

传统习俗保护程度：青岩古镇悠久历史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衍生出多种多样的传统习俗，例如正月间的舞龙、苗族跳

场、跳花灯等，已然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文化要素。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古镇的传统习俗出现开发程度低、质量低下等问

题，仅停留在观赏层次，游客难以参与其中，不能满足当代游客求新、求奇的文化心理追求，这说明古镇的传统习俗的开发保

护存在较大问题，欠缺吸引力。

文化遗址的保留状况：青岩古镇自古便是军事古镇，镇内约计 30处明清古建筑，现迎样寺、慈云寺、文岩书院、赵以炯状

元故居等保存较完整这批文化遗址规模宏伟，建筑设计精巧，丁艺精妙绝伦，似布局呈现零散状态，其辐射范围不足以覆盖整

个古镇区域，且表达形式单一，难以完整表达出青岩古镇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商业化程度：随着古镇旅游的发展，人们意识到开发各色产品吸引外来游客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这种商品经

济发展背后带来的却是过度的商业化。现今古镇原有的格局已不复存在，大多经过了重建或改建。街巷两侧售卖的俨然是随处

可见的各类商品.到处充斥着商业气息，忽视了对原有文化底蕴的维护，古镇风荆杨然无存。

人文精神内涵：青岩古镇自 W 便是贵州的军事重镇和商业重镇，在漫长曲折的发展历程中所积淀下来的忧国爱民胸怀、崇

文厚德的风气……便是古镇文化之神，是青岩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精神内涵，相比于古镇的物质遗存而言具有顽强的生

命力。虽经时光洗涤，却作为小镇的文化基因一直顽强地传承着，显性或隐性地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3.2物质环境结构影响分析

古镇在古建筑群、道路通达性、水渠水巷完整性等方面功能性的强弱决定了其旅游潜力的开发程度。青岩古镇内虽留有众

多明清古建筑，但由于年久失修，再加上风雨残蚀、人为拆迁等因素影响，数量正逐年减少，而且在修葺的过程中失去了原有

风貌，仅保留建筑框架，内在的文化内涵难以体现。古镇在街巷道路和水渠水巷完整性方面欠缺保护和维护。古镇各景点节点

间交通网络连接度偏低，交通路线密度小，且以古镇游览主干道为主.从而导致各景点间连通性低，可能仅存一种通行方式，这

对古镇在空间结构上的保护是非常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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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功能结构影响分析

古镇的功能结构是古镇空间结构的具体表现，因为古镇空间格局的发展取决于古镇内基础设施是否完整、镇内用水供电是

否系统安全等。青岩古镇的基础设施配置问题主要表现在消防设施、供水供电管道线路、标示牌上。古镇内消防设备的配置数

量偏少，呈零散分布，服务半径难以涵盖整个古镇，存在多处盲点。在供电用水方面，古镇前期受到政府政策以及当地产业资

助，已能正常供电与供水，但供电线路多以外接拉线为主，存在较大的用电隐患。此外，古镇内的指示牌出现标识不清晰、方

向标识不明确等情况。

4、建议与总结

古镇保护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文以青岩古镇为研究对象，以完善古镇保护工作为目标，从古镇空间结构

的文化结构、功能结构以及物质环境结构着手，分析研究古镇保护的基本方向，以此提出以下保护建议：

4.1对古镇实施合理规划与有效保护措施

古镇保护在整体上需强调古镇保护性规划的完整性，在局部上则应做好详细规划与保护措施，对建筑、道路的修缮维护要

及时，降低损坏程度。同时，可建立核心保护区，以现有的科技手段降低古建筑与文化遗存的自然损坏或再破坏的可能性。

4.2延续古镇原有街巷空间格局

古镇保护必须建立在延续原有街巷的空间格局基础上，深入完善基础调研，掌握古镇整体格局的演变、构成特点、格局价

值，从而形成科学合理的整体规划。青岩古镇的保护应当延续其传统水系与街巷的特点，保护好原有的古建筑群、古老街巷、

人文环境所组成的一个整体环境，保持古镇特色。

4.3修复并尽力还原古建筑原始样貌

古建筑是古镇面貌的精髓。对于古镇内倒塌破损但有机会复原的古建筑，可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构建 3D数据模型，贴合

古镇空间格局特点，打造出更加逼真原始的青岩古建筑。对于破损程度较低的古建筑，可凭借加固、粉刷等技术，将其修缮。

对于无历史考据可寻的古建筑，可根据古镇空间格局，在原址上重建新的仿古建筑取代。

4.4建立古镇文化习俗的多元化互动模式

古镇内世代沿袭的文化习俗是一个古镇的精神支柱，因此构建更加稳固的文化结构，落实切实可行的文化传承模式是古镇

必走之路。为了构建更加具有保护性的多元文化结构，应当从整个古镇角度思考，将传统手工艺文化的展示散布于古镇各个角

落，实现与游客零距离接触，增加游客的体验互动感。

4.5完善古镇内基础设施配置

首先要完善古镇基础设施配置，包括消防系统、用水系统、供电系统、游客便利设施等，为古镇的消防安全、用电用水、

居民生活便利性、游客旅游体验性提供基本乃至高标准的保障。其次，对这些基本设施的配备需要合理的古镇规划作为引导。

如青岩古镇内消防设备不能完全覆盖古镇，在古镇保护规划中应当再配置消防资源；在用电供水上，应多规划利用地下空间，

铺展地下线路与管道，避免直观可见的线路对古镇氛围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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