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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建筑聚落与新传统建筑群落的审美异同 

——以柯桥古镇为例 

黄韵
1
 

（浙江工业大学 之江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从美学角度出发，通过对柯桥古镇新老建筑空间形态的调研，将新老建筑的形态与功能、空间、材料

和色彩等角度进行对比分析，结合当前社会发展需求，提出新型运河古镇建筑空间的保护与有机更新对策，促进传

统村落旅游发展，为古镇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研究基础。 

【关键词】美学 运河古镇 功能 空间 材质 

【中图分类号】JU-80【文献标识码】A 

1 概述 

绍兴柯桥古镇形成于明朝弘治年间，是浙江省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和浙江旅游乡镇，也是各乡农产品的集散中心。民国时期，

柯桥镇为绍兴县重镇，《绍兴县志资料》上有“柯桥邻村五十八，四远会集，交通便利，市最繁盛”的记载，因其经济发达，物

产资源丰富，贸易兴隆被誉为“金柯桥”。 

柯桥地处萧绍平原，是浙东地区漕运水道的要津，柯桥的水陆交通便捷，东西流向的浙东运河和南北流向的柯水呈十字交叉,

位于古镇中心位置的“三桥四水”是最有特色的景观节点，其空间形态是典型的水乡集镇。集镇布局以河道为骨架，呈“折扇

型”展开。镇内水街相依，河道纵横，商店和民宅傍水而居,传统居民区既被河道分隔，又有石桥相连。古镇的河道承担着主要

运输职能，陆路空间较狭小，檐下空间尺度宜人，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活动空间与交流空间（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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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柯桥古镇平面图 

如何让古镇的建设既能传承“老绍兴”的城市肌理，又能彰显“金柯桥”文化的现代特色，促进新时代旅游业的发展，是本

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何将古镇与运河的保护和利用相结合，打造具有高品质，高辨识度的浙东运河古镇，是本文研究的主要方

向。 

2 柯桥原生建筑空间形态 

一河两街，一河一街，三桥四水是运河古镇空间形态的典型特征。水路中的河埠头、水褛,水街中的驳岸、檐廊、骑楼，及

其交叉点的桥，构成了运河古镇独特的水岸空间形态。 

“三桥四水”是柯桥古镇最具特色的景观空间节点，它位于古镇中心位置，东西流向的浙东运河和南北流向的柯水在此处

交汇，呈十字交叉。融光桥、永丰桥、柯桥三座石桥围合成“U”型，将“一河两街”的空间形态分为四片，又连城一个整体，

成为功能较复杂的水陆空间转折点。柯桥的水埠街面主要集中在以融光桥为中心的官塘运河东、西两侧和急水弄河段的南、北狭

小河道。早年河埠头多近程埠船，盛时有一、两百只，船埠头撑杆如林，其埠船之多，绍兴首屈一指。直到农村通“机耕路”及

轮船的兴起，埠船才完成了历史使命，因此埠船的兴衰是社会发展的见证。 

柯桥古镇古石桥众多，根据民国柯桥古镇地图可发现，存在有 13座形式各异的石桥。石桥具有时空的延续性，其中融光桥

又名柯桥大桥，位于柯桥中部，相传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曾在此迎接他的第六个儿子，并作诗《三月十六日至柯桥应子布东还》，

现留存下来的融光桥是明代重建，重建时按宋桥原型，用原石料砌筑而成，故视为宋桥。长生桥与东官塘下岸平行和古纤道融为

一体，是居民与运河纤道的过渡空间，成为极具运河古镇特色的纤道桥。柯东桥位于柯桥的东入口，横跨在运河之上，体型较大，

仿廊桥型，采用石砌和木构结合的方式，在材质和色彩上保持与古镇的呼应关系。另有寺桥、工农桥、立新桥位于柯桥中南部，

横跨柯水之上，连通两岸的街巷，方便贸易，形成特有的水岸空间，彰显古镇特有的桥乡风韵。 

柯桥古镇的空间延展主要呈线性，建筑多为“一进式”单向排列，街市以线形顺浙东运河发展，是古镇主要的公共活动空

间。古镇上市头直街和下市头直街主要以骑楼和过街楼为主,从剖面形式特征看，可分为披檐式、骑楼式、过街楼式等，披檐长

廊采用单坡形式，与二层住宅空间交错，形成有序且富有动感的线性空间。柯桥的骑楼和“翻轩长廊”依运河北岸而建,全长 200m,

穿斗式的檐下空间宽 3m,檐下设有店铺，檐上二楼为住宅空间，形成上宅下店的主要空间商住模式。在功能上，不仅可以遮风避

雨，还是古镇居民贸易集散，交流、休闲的主要场所。石板铺设的小巷与水街相连，呈“折扇形”展开。街巷与古运河和柯水相

连，形成“一河两街”的街巷空间。由此可见，柯桥古镇丰富的空间形态与居民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空间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发性，并向着复合性方向发展。 

3 柯桥古镇新老建筑对比 

3.1新老建筑形态与功能对比 

在传统的柯桥古镇建筑中，建筑空间和布局反映了时代特征，体现了伦理秩序。从建筑的布局方位、空间形态、结构构件到

装饰纹样的处理，处处都凝结着伦理纲常。 

古镇的主要建筑形态为一进式排门民居、台门建筑、台门院落等，以古镇西北部的“翻轩长廊”建筑群为例，群落的主体大

都是明清时期的民居样式，单坡木结构廊檐将部分水街揽于屋檐之下，具有典型的浙东运河古镇建筑特点。柯桥古镇的台门空间

也具有典型性，以多进院落式布局为主，数世同堂，内外有别，长幼尊卑有分。空间以天井相隔，中间有过道，两边有厢房。地

面用石板或地坪铺砌，四周筑墙，布局十分对称。台门的大小以“间”和“进”论比，有三间、五间、七间、九间不等。同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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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之中，会有台门大小、先后之分，那是以辈份为重，不顾官阶大小。柯桥古镇保存较好的台门有孙家台门、沈家台门、季家台

门、八卦台门等。台门的修复，按照“修旧如旧、恢复原貌”的原则，对老台门的屋面、仪门、窗体、墙体、地面等进行细致修

缮，将腐蚀的老构建按原形进行复原，使用老底子的工艺刷墙，重点保护门窗和水井。遵循老台门原有的纯朴，保留亲切的生活

场景和文化氛围。 

原“三桥四水”是重要的水运航道交叉口，是古镇最繁华的地段。但是，如今交通方式发生了变化，陆运取代了航运，“三

桥四水”的交通优势已变成劣势，保护和修缮该区域的空间形态，可以留住记忆，成为新时代，人们观光与旅游的驻足地。划着

乌篷船在桥下穿梭，已成为一种游览的体验，而非贸易的需求，因此，空间功能需适应时代的转变，景观的美学处理就变得尤为

重要。 

新规划中，柯桥古镇将按五个功能区域进行保护和开发，即“笛里一闲区”“三桥四水一文化街区”“台门——古韵风情

街区”“柯桥创意产业街区和综合商业街区”。空间布局在古建筑的空间与结构基础上，进行整合和分类，更加注重功能的使

用。在古镇空间中，增加了很多公共开放区域，供人们聚集，游玩，欣赏古镇的美景。建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恐龙化石馆，桥

上桥下艺术馆等古镇文旅项目，提炼地域文化价值，将国遗项目及柯桥区特色项目做重点展示，将阳明文化、笛里文化、运河文

化进行梳理，采用多种展示手段给予多角度解读，传播柯桥历史文化，积极推进非遗的传承。围绕“柯桥老底片，城市新客厅”

功能定位，在整体规划中，保留原有居住功能外，大力发展旅游业、商业，以文化创意、商贸接待和休闲商业为主导功能，把历

史街区打造成具有商务会展、休闲停憩、旅游观光等功能的“城市新客厅”。以“文化景点”和“休闲生活体验”为主要功能，

强化外部水路交通系统联通，以柯桥为中心，依托京杭大运河，将太平桥公园、柯岩风景区、坂湖公园、瓜渚湖公园及周边绿地

空间进行串联，形成一条连接周边公园的主轴线。 

3.2新老建筑的空间对比 

柯桥古镇具有典型的运河古镇河岸空间模式，明清时期，古镇业态丰富，依托水运，使河岸两侧的商业与居住融为一体,形

成中间是河道的“房一街一河一街一房”空间关系。这个空间结构主要集中在古镇南端，在西官塘下岸此空间较为典型。 

“三桥四水”是柯桥古镇主要的水陆空间形态历史地段。由融光寺、城隍庙、翻轩长廊及古河道、古街道等建筑围合成的空

间区域是柯桥的核心地段。“沈家淡”是柯桥的特色地段，设有 2m宽的巷道，作为通过空间，居民围绕水湾安居，建筑直接亲

水，有自己的私人埠头。这里的空间与水系、水街和桥梁密不可分，是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柯桥古镇的传统空间模式。 

新规划中，柯桥注重历史街区的保护，因为此街区的价值在于一种典型的水街空间格局，这一特点源于几千年来古越人的水

文化观念。在柯桥水街的保护和开发中，采用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将公共空间节点和台门作为“点”，水街作为“线”，

“三桥四水”核心区域作为“面”，从空间整体出发，进行有序设计。梳理原有河道空间尺度，保留原有空间形态的基础上，满

足现代游客驻足观光的需求。美化河岸与水道的空间形态，增加垂直面的立体层次，丰富视觉体验。完善河埠头的形态，将原先

主要用于洗涤功能的河埠头空间改为满足现代游客需求的驻足观光空间，发挥其经济效益，促进传统聚落空间的活力。更新古镇

街巷空间，改造院落空间，提高整体空间的开合度，增加空间的开放性和可达性，加强游客对空间的可识别性。 

在柯桥新建的景观规划系统中，场地引入开放园林网络的景观系统，公共开放空间集中化，街头微园林空间点群化，入口内

庭空间半公共化，以点式微园林群系列分布于古镇街巷空间，与周边环境相融合，再现古镇小尺度空间的特色。 

3.3新老建筑的材质、色彩对比 

柯桥古镇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老街台门、无不流露出江南水乡的建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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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传统建筑主要以砖、瓦、木、石等材料为主。一般就地取材，铺地以当地或附近地区砖石为主；底层空间近地面处，为

防止受潮，多以砖石砌筑为主，柱下有柱基；其上空间皆以木结构为主的柱梁体系；屋顶覆以砖瓦。古纤道、石板路、石拱桥、

石销墙、石台门等石材的运用在古镇的建造中显得淋漓尽致，枕着京杭大运河的水流，在青瓦白墙的掩映下，柯桥古镇充满着诗

情画意（图 2）。 

 

在柯桥历史文化街区的入口处是笛里广场的新建建筑群区域。新建筑融合了江南水乡建筑的特色，采用新形式、新材料、新

肌理、新色彩、新科技，展现了一座具有现代魅力的柯桥古镇（图 3、图 4、图 5）。 

柯桥的新传统建筑，从整体来看，尺度、色彩、风格和符号均延用古建筑的特色，又不乏创新，极具形式感和现代感。从空

间形态上看，柯桥古镇仍以线性为主，单体建筑延用坡屋顶形式，穿斗架、挑楼等空间形态，新建筑群整体空间结构和组合样式

颇具现代感。保留部分院落空间，但不像传统建筑院落那般内向、呈封闭性。新建筑的空间及院落是外向的，开放的，共享的。

其空间形态不再受传统伦理、制式的影响和约束，新建筑的设计手法和表现形式更具时代感和形式感。柯桥的传统建筑，千房一

面，个性蕴于共性之中，共性即个性，单体建筑内敛、不张扬。新建筑群具有形式感、现代感，个性较之传统建筑更加突出，是

一个小地标。在新建筑群中，有一些灰空间区域，是为了增强建筑与人的关系，提升社区的活力，适应当下的生活方式与习俗，

促进可持续发展；从建筑色彩来看，整体上仿效传统建筑的粉墙黛瓦，新建建筑色调以黑、白、灰为主色调，配以木色为辅，加

以点缀，使整个柯桥新老建筑融为一体，既注重传统的亲和感，又注重视觉上的现代感，抛弃传统建筑中色彩的等级观念，新建

筑更为大众、更为亲民；从建筑材质来看，新建筑改变了原有砖木材质，青瓦坡顶、窗花极格等传统建筑材料，引入现代新型材

料，新型工艺，使其发生新的变化，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视觉效果。屋顶材料不再使用青瓦屋面，而是使用金属的一体化屋面，

减少建筑的翻修几率，降低台风、暴雨、冰雹等自然灾害对传统屋面材质的破坏及影响，延长使用寿命，使建筑更持久耐用。建

筑立面采用现代的钢结构金属等轻质材料代替青砖、粉墙，材质的演变既继承了传统青砖砌筑的通透感，又增加了建筑表面的肌

理感、现代感，减轻了建筑的自重，让建筑更加低碳、环保。立面的开窗方式也不再受材质的限制，其大小、形态更为自由，新

型玻璃材质的使用，使建筑保温、隔热效果更好，玻璃幕墙的使用,使建筑更显通透性，加强共享性。现代新风系统藏于建筑立

面的材质中，不影响建筑的外立面，又给内部的居住带来舒适感。建筑内部空间，地面采用现代防潮、防滑材质，提高安全性和

舒适性，更适合现代人居住的生活品质。这些新空间形态、新色彩、新材质的运用使柯桥古镇既保留传统的韵味，又充满现代的

气息。 

4 新型运河古镇保护与有机更新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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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桥古镇的建设与发展，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从美学角度看，老建筑保护与修缮，最大限度的保存了原有建筑的形制、

结构、材料与工艺，给人们带来历史的记忆；新建筑的建造，满足了现代生活的需求。为让古镇既传承与延续“老绍兴”的城市

肌理，又彰显“金柯桥”文化的现代特色，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做好运河古镇的保护与更新。 

空间上改进。传统建筑在空间和功能上更多的满足了时代对伦理纲常上的要求，个性蕴于共性之中，而在现代生活中，形式

追随功能，建筑已成居住的机器，建筑的空间和功能需要符合现代生活需求，提高居住的舒适性、空间的多元性，柯桥古镇空间

上的改进使现在的柯桥更加可居、可游，满足新型古镇的发展定位要求。 

色彩上延续。江南水乡古镇粉墙黛瓦的形象深深地印刻在人们的记忆中，在新建建筑群落中，不应采用过多的色彩，应遵循

传统，继续采用黑、白、灰的色彩关系作为主色调，局部添加一些木色肌理来点缀建筑立面。使新老建筑，穿越不同的时间，架

构在同一空间中，和谐自然。 

材质上更新。随着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已有新的更优质更环保的材料被设计和制造出来，在模拟老建筑的结构和空间基

础上，将新型材料替换旧材料，使建筑更加持久耐用、低碳环保，新材质的运用可以增强建筑品质，提高生活质量，提升视觉审

美，使柯桥更具形式感和现代感。 

5 结语 

面对当下运河古镇所面临的“千镇一面”、无序开发、同质开发等问题，如何通过美学因素改变现状，使柯桥古镇文化符号

日渐丰盛，传承柯桥文脉，留住柯桥记忆，开发出适合现代人生活状态，又传承历史的美丽运河古镇是我们的使命。 

柯桥古镇建筑群落的保护与更新，开创了浙东运河古镇改造的新模式，对浙东运河古镇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价

值构成进行了整体梳理。传承水乡的地域文化，延续水乡人民的生活方式，实现运河古镇可持续发展。基于“美学”视角，延续

古镇传统的以水为生的水岸生活空间模式，丰富院落空间、街巷空间和水岸空间的层次，增加场所的互动性，增进人际交往，引

入旅游业，丰富古镇的传统业态，复活古镇的经济，带给游客较好的空间体验。遗产构成梳理整合更具有时空性、传承性和主题

突出性，并能积极指导运河文化及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和可持续保护。借鉴柯桥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改造模式，建设独具新

时代特色的新形态浙东运河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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