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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乡作为一种人类聚居地，其典型的乡土文化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随着城乡经济的迅猛发展，

传统水乡不断遭受“建设性、开发性、旅游性”的破坏，其中的水乡特色韵味和传统记忆不断被稀释逐渐消亡。文

章从景观元素入手，剖析浙江水乡的特色景观元素。在深入研读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思考得出浙江水乡

人居环境提升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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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水乡人居环境的概念及研究的重要性 

（一）什么是水乡人居环境：人居环境到底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人所居住的空间。更专业点的话就是吴良镛先生在《人

居环境科学导论》里所说的“人居环境，是人类聚居生活的地方，是与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它是人类在大自然

中赖以生存的基地，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而水乡人居环境作为人居环境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水乡区域内

村民生产生活所需物质和精神的集合。 

（二）水乡人居环境研究的重要性：浙江地形复杂，河流湖泊众多。遍布的水乡是浙江传统村落中一种数量较多的独特类

群，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是一份宝贵的社会财富和巨大的无形资产。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大环境下，浙江水乡文化受

到了冲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如何保护、修复和提升浙江传统水乡的人居环境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 

二、浙江水乡景观元素 

景观是由不同的景观元素组成的有机空间。小到地面铺装的图案，建筑的装饰构建，大到天地山水与建筑组合的风水空间

都属于景观元素。不同地域的景观元素有着其独特的地域特色。而水乡有别于其他村庄的特色就在于自身独特的地理条件及聚

落与水的密切关系，因此其景观元素也与水有着强烈的关系。水乡不同于其他城镇，其景观元素基本是在水乡的发展过程中自

发形成的。因此笔者根据其起源把景观元素分为生活、生产两大类。 

（一）生活所需形成的景观元素：浙江水乡随处可见河埠、古桥、古井、水塘等特色物质景观元素。斑驳的青石板古桥或

直或曲，连接着河岸两边，也展现了水乡深厚的文化底蕴。随处可见的河埠曾经是村民聚集的最佳场所，妇女在此洗衣，小孩

在此玩闹，男人们在河埠上聊天，交换消息，构成了一幅幅温馨和谐的生活画面。古井是水乡的眼睛，与水乡居民的生活生生

相依，温润甘甜的井水孕育了水乡人温文尔雅的性格，延伸出了市井文化（如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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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居民们的聚集地多为茶馆和广场。茶馆作为水乡重要的聚集地，多设于热闹地段，且十分普及，人们在茶馆休憩交流，

形成了具有强烈民俗特质的公共空间，并且联系着街道和水巷。由于水乡陆上面积较少，因此水乡的广场没有城市广场的宏大。

更多的是以功能性为主的面积不大的不规则平面，空间边界较为模糊，空间形式较为开放流通。 

（二）生产所需形成的景观元素：水乡依水而建，适应市场的需求，表现出很独特的风格。浙江水乡里水街相依，水巷和

街巷是其景观体系的骨架，两者构成了独特的水陆并行传统水乡肌理，是人们组织生产生活和交通运输的主要脉络。水巷是水

乡特有的交通道路，是水乡与周边城镇的交通纽带，也是运输货物的主要途径，更是村民们生活的一部分。 

街巷不同于水巷，基本每个村庄都有，街道商铺上琳琅满目的商品，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无不体现着村庄的繁华富裕。

相较于普通村庄，水乡的街巷尺度普遍偏小，因为水乡街巷基本用于步行。而且商铺的大多会延伸一部分到街上，形成了热闹

繁华的集市。 

其中沿河街道是水乡独有的街道形式。由于水乡水网密集，河道纵横，众多的河流使得水乡的用地面积减少。为了满足人

们生产生活的需求，街道的功能得到了延伸，在河流旁出现了沿河街道，不仅是商业功能，更是人们进行交流的空间。沿河街

道有着众多形式：露天式、批檐式、廊棚式、混合式等。而廊棚是其独特的景观元素，有的沿着水系绵延几百米，配上中国古

典灯笼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形成了水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图 3）。 

 

三、浙江水乡景观元素内涵 

景观元素具有其生命内涵，作为水乡的基本组成单位，它充实和装饰了水乡村落景观，构成了环境空间的物质内容基础，

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和人文性，蕴含着村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展望。 

（一）体现浓厚历史文化积淀：浙江水乡自唐宋以来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一直在全国名列前茅。同时又因为地处南方，远

离边疆，浙江比起北方的城镇比较少战乱饥荒等灾难，使得其城镇发展更加完整，连续。浙江水乡的景观元素以及整个水乡的

聚落形态都直接反映了这一地区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社会历史的活化石，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更是我们研

究水乡历史的直接证据。 

（二）文化的物质载体：浙江水乡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但是这些精神层面的文化内涵不可能直接展现在村民面前，



必须借助各种景观元素来传递。因此景观元素是一定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下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不能脱离物质载体而存在，

景观元素也不可能脱离文化内涵而单独存在。 

四、现阶段浙江水乡的一些问题 

2016年 12月份到 2017年的 1月份，笔者有幸参与了浙江省的历史文化村落评估项目，跟随导师考察了浙江省 40个历史文

化村落，其中也存在着几个水乡。在考察过程中，笔者发现大部分水乡还存在一些共性问题。 

（一）景观元素的雷同，千村一面。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发展，旅游市场也越来越繁华。而水乡作为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同样受到了民众的喜爱。但是在水乡的游览中我们发现存在着千村一面的情况，无论是哪个水乡，我们都是逛老街，参观古宅，

坐游船。然后在船上或者临水店铺里吃几顿所谓的水乡饭。等到要离开的时候，买一些糕点、酱菜、果酒、花布等。每个水乡

都差不多，并无特色之处，导致民众审美和游玩的疲劳。各色旅游形式和旅游产品的互相抄袭更加导致了水乡旅游竞争的恶化。

不仅破坏了水乡的独有韵味还损害了浙江水乡的整体利益。 

（二）过度商业化，原住民的流失。随着水乡旅游的大热，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其中蕴含着的巨大利益。许多原住民出租

或贩卖自己的房产，商铺如雨后春笋般激增。过度商业化不仅破坏了古镇的旅游环境，还导致了大量的原住民流失，极大削弱

了古镇原有的人文情怀（如图 4、5）。 

 

（三）现代设备与水乡风貌的冲突。水乡的建筑多为砖木结构，但是由于居民经济水平的上升，旧建筑无法满足现代生活

的需求。有些居民选择推翻老房子，建造新式的水泥楼房。有些居民对旧建筑的局部进行改造，把旧门窗改为现代的铝合金门

窗。有些居民为建筑添置了空调、电脑等现代家具，而空调的外机、管线和电脑网线等直接裸露在建筑外墙面上。这些行为都

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水乡的整体风貌。 

（四）人和水的关系变疏远。以前，人们每天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村内的河流。出行时乘着小船从河面上滑过，平时运输

货物时也大多用船只运送。许多水乡还定时举行水上集市，村民们开着小船在河道上进行商品交易等。生活中，早上妇女们会

在河旁洗菜、洗衣；饭后，男人们在河埠上或坐或站，抽着烟、聊着天。人与水关系亲密、和谐共处。 

而现在，河流作为水乡最重要的景观元素，远远没有以前那么受重视。水乡修建了崭新的马路，人们进出时，更多选择了

陆路交通。货物的运输也不再只有水运一种途径。 在生活中，每家每户接通了自来水管道，妇女们不再在河流旁洗衣洗菜，男

人孩子们也更多地是待在家里看电视玩电脑。人与水的关系变得疏远。 

五、反思与建议 

通过查阅相关专家学者的文献资料，笔者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总结罗列，为浙江传统水乡人居环境的提升提供

一些借鉴（如表 1）： 



 

在前人的基础上，笔者从景观元素着手提出一些浅显建议： 

（一）挖掘地域特色，多种模式相结合。针对浙江水乡千村一面的现状，我们可以在水乡的景观设计中植入文化产业模式：

把本土文化遗产与周边自然环境相协调形成美丽景观模式；继承、发扬当地传统文化，突出地方特色形成魅力景观模式；把当

地自然农业、传统手工艺与观光活动相结合的产业景观模式。最终展现与人们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人文景观模式。例如：周庄

的前街后河，乌镇水阁楼枕河卧波，西塘的廊棚数里。充分挖掘每个水乡的特殊之处，并加以保护和发展，既保留了每个水乡

的独特文化，又以其为卖点充分带动水乡旅游经济。 

（二）制定相关政策，合理引导旅游业。水乡的独特处在于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历史文化等精神层面。这些文化不能单靠

空置的建筑、琳琅满目的商店就能得到展示和延续的，需要原住民们在此进行生产生活。而过渡商业化不仅损害了游客们的观



光体验，还对水乡传统的慢生活方式产生一定不好影响。因此，要根据古镇空间的承载力配置相关旅游集散空间和商业店铺。

政府需制定相关政策来引导商铺的开设。例如：景区内每个类型的商铺有一个大致数量的预估。不允许一个街道出现多个雷同

的商铺。还可以对商家和居民进行教育宣传，增强人们对古镇合理发展的参与度。 

（三）合理改善生活设施。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是人们心中传统水乡的形象。对于村民们因生活需要对建筑进行相关改造

的做法我们没有资格阻止，但是可以进行相应的引导，让改造后的构建物既符合村民现代生活需求、又符合水乡整体风貌。 

例如：对于村民们要在家里安装电视空调等现代用品，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要求在安装时，不能直接把空调外机裸露在墙

外，或者把电线、网线直接从墙穿出来，我们可以在空调外机上罩一个符合水乡风貌的壳子，既安全又美观。做到在外部传统

风貌不大改变的情况下，改善内部居住环境。 

（四）重新拉近人与水的关系。水乡因为有水而与众不同。为了这份水乡的独特性，我们要重新拉近人与水的关系。例如：

对于游客们，开设从水路进村、出村的旅游路线，并在游览中多设置与水相关的活动，鼓励游人们与水接触、相处。在水乡品

牌形象的建设中，从建筑、美食、衣服等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找寻与水的联系，重新塑造人与水和谐共处的美好关系。 

结语 

浙江水乡因其独特的建筑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而闻名于世，这些景观与水乡古镇的气质都已融为一体。保护浙江水乡，不仅

要保护其物质遗产，更要关注于其充满诗情画意的生活方式。不仅要保护其文化遗产，更要结合地产、会展、艺术创作等方面

开拓新兴领域。不仅要合理引导旅游产业，更要回归生活，正视原住民生活环境和设施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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