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千灯古镇水乡特色风貌设计研究1 

孙靖雯 汪瑞霞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10037） 

【摘 要】千灯古镇有着千年的历史文化，而水文化则是千灯繁衍至今的重要因素之一。水文化是江南水乡的特

点之一，“小桥、流水、人家”则是对千灯古镇最淋漓尽致的表达和概述。千灯古镇的水文化包含着十分朴素的生

态内涵，也在不同的方面体现着人水合一的和谐理念。当地不同的行业也平衡和影响着水资源的发展，然而，随着

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部分当地居民以及外来游客爱水、惜水、护水观念逐渐淡薄，

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更好的平衡文化中的人水环境，也是保护千灯古镇生态环境价值的重要途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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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千灯古镇，历史文化悠久，它东望上海，西邻苏州，是一座幽静而恬雅的江南水乡古镇。而自古以

来“小桥、流水、人家”便楼中的人们再是江南美景的名词和佳作。在城镇化背景下生活在诸多摩天大迫切追求一种典雅闲静

的生活状态，而千灯的纯朴和婉约，让很多人爱上它。水生态是千灯流传于如今的重要元素之一，人们爱千灯的恬雅、更爱千

灯古镇水生态带给人们的舒适和清爽，使得人们行走于千灯之上便如同行走在自然之中一样。 

一、水育千灯，人水相依 

（一）水文化赋予千灯自然风土 

水文化需要建立在生态和谐的基础上，并且与时俱进，人水合一，才可以达到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水环境是相对于古

镇必不可少的发展因素，桥和路均为水所建，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的体现，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利用好水资源能够解决人们的

衣食住行中的大部分问题，点线面的交织可使水生态更好的被利用和保护，建立水与自然、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的融洽关系。 

水生态是自然界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它影响着自然规律与风土气息。秀丽的山脉、肥沃的土地以及茂密的森林，都需

要由水的浇灌才可施展魅力。它孕育着无数生命，使不同地区充满着种种生机。 

在千灯，人们惜水、爱水、敬水、护水的水文化也蕴含着朴素的生态内涵，体现着人化自然、水化于人的和谐统一。水是

千灯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或者说，水文化已经深深的嵌入到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之中。人们的水观念和水思想，对于千灯的

文化传承尤其重要，人们的生活中不可缺少水资源的滋养，人类的生命也需靠水生态而延续，人形成于自然之中，人为水所化，

人、自然、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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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文化造就千灯人间百态 

千灯是我国著名的江南水乡，自然，人们的衣食住行便也离不开水的孕育和滋养。甚至说，水影响着千灯的一举一动，举

手投足之中无一不含水的踪影，闲暇时走于水声潺潺的青石板街之上，忙碌时于农田之上进行灌溉，困惑时漫步古桥感受古水

文化。我们并不常谈水对其影响，但却早已深入骨髓，成为千灯人必不可少的部分之一。 

细观江南传统女性的服饰，无论在它的功能是还是纹样上，都有不同的含义，有“独特的风土气息”。这种含义也被人们

称为“天人合一”文化。例如传统女性服饰的颜色方面，多为蓝色、青色和玄色。在人们看来，蓝色便是江南清澈的蓝天的幻

化，青色则代表碧水清清的江南之水，当地人民通过服饰的颜色，来表达自己的对于自然的热爱和向往服饰上很多色彩都来源

于水的灵感，包括碧青、天蓝、黑色等，青色有生机清爽之意，蓝色有端庄肃静之象，玄色则代表沉重和冷静。 

然而不仅是服饰，就连千灯的特色美食都是离不开水的。例如千灯特色产品的老米酒，具有显著的营养保健功能。以优质

的水资源作为其辅助，需要依靠特殊的气候、水源等一系列条件约束下生产的糯米为原料，经过“蒸煮、加曲、等独特传统工

艺加工而成的氨基酸含量较高的高酒精度米酒。” 

千灯镇居民朱荣林：“千年古镇，水乡千灯，有水就有桥，有桥必有街。”（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三季）纵然千灯经历

过上千年的历史文化，它依旧存留并延续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棋盘式格局。随着时间与自然条件的更变，中国的传统

建筑受种种条件的约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样式。千灯的传统民居建筑，属于传统建筑中的四水归堂式，而这种建筑风格与千

灯的地理位置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大部分民居依靠河岸生活，临水而居。我们可以通过千灯的传统民居建筑十分直观的看到

到当地的民俗习惯、气候环境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当地经济发展等许多方面信息。 

说起千灯古镇，最有名之一的便是它的青石板街，“南北贯通，与千灯尚书浦平行”，由 2072块花岗石板而铺成，也被人

们誉为“江南一绝”。而青石板铺就的石板街是千灯千古风韵的载体。三千华里的石板街上面是人行道，石板下则是下水道，

每当下雨时，水便从青石板缝中流入下水道，这样水通过下水道流走，便不会形成积水的现象，并且与每家每户的下水道及千

灯河滩相辅相成，也给青石板街一丝朦胧飘渺的意境。形成了“人在石上走，水在脚下流”的千古特有文化。 

人化于自然而水化于人，水与人类的生活和环境紧密相连。水带动着千灯古镇的发展，也因“水”，千灯古镇逐渐开发成

旅游景点慢慢进入大众的视野内。水，更是千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一）水与千灯农业生态 

近几年来，千灯古镇在大力发展经济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生态农业，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飞快发展、农民的

生活更加优质、农村周边环境得到提高的生态宜居发展之路，在生态农业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 

千灯镇现在实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模式，推广并实践秸秆全量换填的措施;采取水产健康生态养殖模式，利用千灯的水资

源来发展生态渔业，“渔业基地采用了人工湿地水处理系统、微生物氧化处理系统、微孔管曝气增氧处理系统”，充分的发挥

水生植物的吸收作用，从而降低生化作用，净化水质，并且可以实现尾水的循环利用，“可以有效的实现渔业的经济利益与生

态利益的有机统一。” 

（二）水与千灯聚落形态 

1.千灯风貌独特的民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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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地形地质是影响聚落选址、建筑形制风貌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和载体。”千灯的传统民居建筑是典型的江

南建筑，而千灯作为典型的江南小镇，会给人宁静淡雅的感受。由于水生态占据了千灯的部分面积，所以防潮是做好千灯民居

建筑不可缺少的防备之一。在环境较为潮湿的情况下石材的运用显得尤为重要。紧接着，在装饰工艺的表现上面，千灯的传统

民居建筑可以说是一种现存在的艺术形式，也是江南建筑风格的代表。“木材也会经常用于建筑之中，它对于装饰的艺术也有

独特的魅力。” 

“白墙黛瓦”是形容江南水乡小镇最直白的视觉感受了，这也正是千灯传统民族建筑所体现出来的色彩表现力。千灯的建

筑色彩像幅水墨画的视觉感受，它的屋顶则用黑灰色瓦片加以叠盖，墙体以白色和淡灰色为主色调，栗棕色的梁柱和栏杆为辅

色，再加上潺潺碧绿的流水的点缀，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千灯传统民居建筑幽静恬雅、朴素简洁的水墨画色彩风格。 

2.千灯多姿多彩的桥建筑 

水文化覆盖上的桥文化，也是千灯古镇的一大特色。自古以来，人们爱桥颂桥，并不只因为桥是路面的延申，更多的是桥

能够融入当地的环境中，美化环境，一座著名的桥梁，必然是一个地方靓丽的一道风景线，更重要的是，桥还有这自己独特丰

厚的文化底蕴。河东的方泾浜桥，这个石拱桥就是元代的建筑风格，河西的小木桥，就是明代的建筑风格。中间的恒升桥，是

清朝的建筑风格，三桥相连，便是千灯桥文化典型的先例。 

吴家桥，横跨于尚书浦之上，“相传宋元之季有卖浆吴姓者，世居尚书浦上，建桥以渡，古曰吴家桥。”明中叶桥覆，明

万历三十八年沈淞源，将木桥改建成石阶梯拱桥，迄今一直保持原貌。清康熙年间，由余庞讴领众重建并立碑以纪。吴家桥是

一座花岗石单孔的石阶拱桥，呈东西走向。拱桥采用纵联分布并列砌筑，板式栏杆。桥两侧原各有阴文石刻对联一副，但是由

于历史的冲刷，石柱风华，也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岁月的痕迹，但是依然能看到两联的字体，现保存完好的呈现给大家。 

尚书桥座立于千灯镇的最南端，横跨于尚书浦上。唐、宋时曾建有木桥。“相传唐代陶幌后裔，散居于昆山千灯，陶家桥

为所会传说。”明万历年间，陶叔平协沈淞源力建此桥，正名“尚书桥”，迄今一直保持原貌。 

陶家桥是一座花岗石和青石单孔石的阶梯拱桥，方向为西走向。桥身为分节并列砌筑，桥面石级南北两侧有青石栏杆，便

以行人，桥顶平面上筑一座亭子，桥顶中间南北两侧各雕刻“尚书桥”三个字。 

三、镇因水兴，人必护之 

（一）当代古镇水生态现状 

在城镇化发展不断进步的背景下，许多历史古迹和历史古镇遭到人文性或地质性破坏，保护历史文化村镇便成了人类责无

旁贷的使命。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后，人们对古镇旅游等享受型

消费的兴趣和需求也越来越大了。人们的谁观念逐渐淡薄，爱水、护水、惜水也变成了不得不得以宣传的口号，水生态的可持

续发展，严重关系中人类的生活水平甚至生命安全。所以，保护古镇的水生态环境也成为了我们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二）千灯保护水生态的具体措施 

在水生态方面，每一条流域都要从整体不同的角度来考虑它的综合治理，从一个大的流域层面开始治理，才可以保证河流

的生态。相关的当地政府可以采取部分保护水生态的措施，阻止污水进入当地的实体水域，有针对性的处理，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通过当地居民的不断提醒，可使外来游客增加护水意识，形成保护水生态的观念，做到人水合一，形成独特的水信仰，给

大家相对安全和舒适的水环境。也可指定和设计相关公益活动。来增大保护水资源的影响力，也可为当地的旅游行业带来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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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益和提成。 

四、结语 

千灯文化源于千灯风土人情和自然万变，而水是千年来引领千灯逐渐走入人们眼中的传播介体之一，水可通过不同的形态

来传递不同的生态信息，作为一种载体，使当地文明生生不息的流传着。水文化和历史古镇的关系是密不可分，更是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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