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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视域下江南水乡古镇再生设计 

研究——以金泽古镇为例
1 

张彦锋 汪瑞霞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10037） 

【摘 要】江南水乡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而古镇作为其中一种特殊的物理空间载体，以其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背

景吸引着众多游客。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旧的开发模式导致了人力、物力、财力甚至是遗产资源的消亡。如何

保护和利用好江南水乡古镇成为了当前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吸取江南水乡名镇前期开发的经验，依托金泽古镇庙

宇文化和桥文化等特殊地域文化记忆，从家乡记忆、生活记忆和社会记忆三个维度，积极开展基于金泽古镇的再生

设计，探讨实现古镇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地域文化记忆；江南水乡；再生设计；可持续发展 

位于上海青浦区西端的金泽镇，兴于宋，盛于元，在明清时期渐渐衰落。和众多江南水乡一样，形于水网，兴于水网，境

内湖泊星罗棋布，河港纵横交错，更是有“桥乡”的美誉，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然而在如今飞速发展的

时代，金泽与周庄、同里、乌镇这些古镇相比已是昨日黄花，如何让金泽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历史机遇下重现江南水乡的昔

日光彩？ 

一、金泽古镇的地域文化记忆 

人们对江南古镇的认知来源于生活中对其空间形态、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观察和概括，以及对江南地域文化记忆的传承。 

上海金泽古镇，东连西岑，西接吴江，南交嘉善，北临淀山湖。这里拥有众多的名胜古迹，交织着大大小小的江河湖泊，

水利兴盛了贸易，水势形成了地貌，又因历史悠久保留了江南农耕文化的典型特征，沪青平公路为这里提供了陆路交通；淀山

湖为这里提供了航运交通；50公里外的虹桥机场为这里提供了便捷的运输条件。 

古镇占地区域规模较小，整体空间呈以中心古镇为核心向外辐射的态势，展现出中心空间形态模式。 

1.金泽古桥甲天下 

上海市有规模的自然湖泊共 21个，19个在金泽，有水就有桥，金泽就是其中享有“桥乡”之美誉的江南水乡古镇之一，至

今仍完美保存着十几座古桥，据《金泽志》记载这里有“四十二虹桥”，没有水的古镇会失去灵气与温婉，没有桥的古镇则会

失去岁月与沧桑，所以来金泽，不能不看桥，这里造型美观、结构精巧的桥梁深受国内外桥梁建筑师的喜爱，他们以这里为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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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研究中国的桥，以中国的桥为典型研究世界的桥。在地理位置上，金泽与朱家角镇、淀山湖、大观园毗邻，相比江南其他水

乡，这里的桥跨越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素有“四朝古桥一线牵”的说法。 

2.金泽老街庙桥相依 

“庙庙有桥，桥桥有庙”，金泽镇佛刹建筑重叠而建，数量之多在中国众多江南水乡中也极为罕见。颐浩禅寺始建于南宋

景定年间，盛极一时，据《松江府志》称，“虽杭之灵隐，苏之承天，莫匹其伟”，结合如今灵隐寺和承天寺的规模及热度，

人们对金泽庙宇文化之赞誉就显而易见了。 

但是，大量的交通网改造，使得金泽河道萎缩，汽车替代了船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拆毁了大量的寺庙，

庙桥关系随之解体，桥梁作为单个的个体仅仅被用作交通建筑，使得这种建筑之间的空间关系减弱，大量古寺只剩下遗址，老

街里具有历史记忆感的文化地标和符号消失在沧桑里。作为地域文化记忆的金泽，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没有了这份老街记忆，

就好比突然被打断的历史，失去了充满温情的民间烟火，也就断掉了民族的文脉之根。 

二、基于金泽地域文化的设计 

实践研究 

基于金泽特有的地域文化，按照打造旅游型产业、区域协同发展的目标，以发掘和保护风土人情为出发点，金泽古镇要放

大其桥文化和庙宇文化，维系好本地区的地缘和血缘关系，利用金泽的湖泊河流打造较为自然的风景区，将“淳朴”“宁静”

作为目标，利用与周围地区共生、互补的关系，打造内向聚焦的生态环境，为上海城区居民打造一个就近的如同世外桃源般的

古镇。 

1.遵循“柔一静一慢”原则，再造家园记忆 

金泽数千年的历史孕育了悠久的庙宇文化和桥文化，但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遭到人为的、自然的毁坏，所以开发金泽的首

要任务是保护旧有的建筑、文化遗产。金泽的文化遗产数量少、规模远不及周庄、同里、乌镇、南混等古镇，因此更要将其“桥

文化”和“庙宇文化”这俩个能够代表金泽古镇形象的特色放大，以中国传统建筑（桥梁）和传统宗教流派（佛教文化）唤醒

游客心灵深处的乡愁，基于村镇记忆储存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动力，重建古镇文化记忆，将传统废旧建筑修复利用，将古

老而细腻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相结合，采取一种“柔、静、慢”的规划态度，打造金泽古镇带给人们的“家园记忆”。 

2.激活“设计+”模式，建构生活记忆 

江南水乡古镇的开发，后续建设的一切设施都要为传统负责，或者说是为历史与文脉的延续。为了保护桥梁建筑，一定要

避免桥梁的承载量过大导致建筑本身毁坏，因此古镇内对于车辆要做一定的限制。当前，文旅融合是传统村落文化传承发展的

新载体和重要契机。要激活“设计+”的发展模式，组建一支专业设计人才智库与建设队伍，保护是前提，再生才是目的。着重

注意基础设施的可视性和传播力，并以设计为中介，利用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互补，深度挖掘当地传统文化和节日中可利用的

素材，“以设计+农业、设计+游学、设计+体验”等方式，为古镇当地的产品找到更合适的创新开发路径，建构生活记忆。 

3.拓展“互联网+”思维，传播社会记忆 

自媒体是时代的产物，“互联网+”的思维和实践也拓展了江南水乡申遗工程的宣传力度，从对到访的游客进行访谈和调查

可知，大部分外地游客对金泽的了解是通过互联网，同时各类视频 APP 和社交 APP 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开发初期，金泽的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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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就是宣传，将古镇特色打造成区域 IP,通过拓展“互联网+”思维，利用各类软件推广、宣传，打造 020 的新型旅游新业态

模式，将线下的商务机会与互联网相结合，利用在线网络广告营销推广、社交媒体与网民在线互动。 

三、结语 

金泽镇以地域文化为出发点，就庙宇文化和桥文化做实地的调查和分析，由此来提出古镇旅游模式的构想，将旅游资源和

文化遗产充分结合，保留当地的地方特色，打造古色古香的江南水镇形象，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周边地区提供较好的旅游

去处，运用现代“互联网+”让优秀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发展。将“乡愁”看作是“可持续发展的规范性和定型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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