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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16座典型历史城镇为例”（项目编号：CYB21035）共同资助

提 要 当前我国历史城镇的保护与更

新存在要素保护孤岛化、历史环境同质

化、更新动力单一化等问题，亟待寻求

新的理论体系以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与

方法。基于场景理论整体性、多元性、

动态性的内涵特征，探讨场景理论在历

史城镇保护与更新中应用的理论启示。

架构以“场景特征识别—场景测度分

析—场景策略提出”为逻辑主线的研究

框架，以贵州省土城历史文化名镇为例，

探索场景理论在历史城镇保护与更新中

的应用实践，以期为我国历史城镇保护

与更新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视角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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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of China's historic towns suffer

from the problems of isolation in historic element protection, homogenization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uniformity of development dynamics, etc. There is an

exigent need to seek their solutions. The scene theory, which stresses holism,

multiplicity, and dynamism holds the promis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inspiration of scene theory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of historic towns. Built

on a research framework that is based on the logical line of "scene feature

identification—scene measurement analysis—scene strategy proposal", the paper takes

Tucheng historic and cultural town in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nd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scene theory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of historic towns.

The paper provides useful thoughts on the study of historic tow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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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国际历史城镇保护思想的发展演变，自20世纪初产生至今，整体性、动态性的

保护趋势不断增强①。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历史城镇的保护不仅意味着要整

体、真实地保护历史环境，同时还应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更新策略，适应不断发展的现

实要求[1]。但当前我国历史城镇的整体性保护与动态性发展仍显不足，一方面过于强调

文化价值的静态保存[2-4]以及遗产要素的孤立保护[5-6]，另一方面主要依赖商业和旅游模

式促进经济社会的综合发展[7]，并由此引发历史城镇要素保护孤岛化[7-8]、历史环境同质

化[6，9]、更新动力单一化[10]等问题，亟待寻求新的理论体系以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与

方法。

场景理论近年来受到世界范围内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场景理论的研究已逐步运用

于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城乡规划学等多个学科开展本土化体系构建、社区更新发

展、城市公共空间营建、遗产保护等内容研究。其中，在遗产保护领域，国内外学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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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场景理论的引入有助于各类遗产要素

形成整体保护格局[11-12]，激发公众与文

化空间的互动反馈[13]，塑造地域性多元

特征文化空间[14]。
基于此，本文首先对场景理论的概

念、技术方法、内涵特征进行概述，梳

理当前场景理论在国内外遗产保护领域

中的研究与应用。其次，基于场景理论的

内涵特征探讨其在历史城镇保护与更新

中的理论启示，构建“场景特征识别—

场景测度分析—场景策略提出”为逻辑

主线的研究框架。最后，将该框架具体

应用于贵州省土城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

规划实践，以期为我国历史城镇保护与

更新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视角和方法。

1 场景理论概述

场景理论 （the theory of scenes） 由

芝加哥大学Terry Clark等[15]教授为代表的

研究团队提出。该理论认为，以舒适物

（amenity）②为导向的要素组合能够形成

蕴含多元文化价值观与不同生产生活方

式 的 “ 特 定 文 化 环 境 ” —— 场 景

（scenes）。通过5种场景要素剖析不同文

化场景的特征表达[16-17]：①邻里 （空间

要素）；②舒适物（物质结构要素）；③
人群（参与主体要素）；④活动（行为要

素）；⑤价值观（内驱力要素）。不同场

景蕴含着特定文化价值因素，文化价值

观因素又吸引着不同群体，从而催生并

形成高级人力资本与新兴产业的聚集效

应，推动着城市更新与发展。

1.1 场景理论发展历程

总体来看，场景理论有一个逐渐形

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大体划分为3
个阶段。

1.1.1 场景理论的孕育期

2002年之前，场景理论的研究基础

与理论内涵逐步建立起来。场景理论受

到舒适物理论的深刻影响，舒适物理论

195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 Edward Louis
Ullman[18]提出。场景理论的创立者 Terry
N.Clark等[19]认同舒适物在促进土地、劳

动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增长、城市政策

转型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认为提供生活

方式的舒适物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

重要特征。同时，Terry N.Clark等[20]结合

自身前期提出的新政治文化（new politi⁃
cal culture）的研究视域，将立论的基础

与研究的方法建立在跨国比较研究的方

法论革新上，并强调了不同文化要素的

动态性组合。

1.1.2 场景理论的形成期

2002—2010年，场景理论的概念正

式提出，其研究体系初步构建。在该阶

段，场景理论的研究由单体舒适物向整

体系统性的组合舒适物研究转变。场景

理论研究者认为舒适物不能被“原子化”

（overly atomistic）地去理解[21]，而应系统

看待。舒适物是作为整体消费体验中的

一部分，文化价值被镶嵌在不同设施的

组合上，单靠某一种舒适物并不能充分

解释城市发展。之后，Terry N.Clark等[22]

在 舒 适 物 理 论 基 础 上 引 入 了 场 景

（scenes）概念，并构建一套场景的语法

（研究框架）体系，将其划分为3个主维

度、15个子维度以及 5大场景要素，以

定量分析的方法为城市研究提供依据。

1.1.3 场景理论的发展期

2010年至今，场景理论不断完善，研

究不断拓展。Scenescapes：How Qualities
of Place Shape Social Life[15]正式出版，它

完整论述了城市社会的运行规律及空间

结构变化，标志着场景理论作为研究城市

发展、转型更新的全新理论视角被正式提

出。自场景理论被提出并发展至今，逐

渐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包括我国在内，美国、加拿大、法国、西

班牙、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陆续

开展了场景相关的研究，应用范围更为

广泛，研究内容更为多元。各个国家纷

纷进行了场景理论本土化的研究[23-24]，

并在城市政策[25-26]、文化特征[27-29]、社区

振兴[30-31]等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1.2 场景理论技术方法

1.2.1 数据来源

场景理论的数据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是舒适物信息数据。舒适物作为场景

理论中重要的物质结构要素，借助于文

化与价值观而外化为符号，进而构成一

定空间内的某种场景，反之，通过舒适

物的测量又可以解读场景以及其中的文

化与价值观。邮政编码商业模式 （BI⁃
ZZIP）③和黄页 （Yellow Page，YP） 是

场景理论的两种主要舒适物数据来源，

以搜集诸如咖啡馆、游乐场、画廊等舒

适物的基础信息和空间分布信息。目前

随着网络不断发展，各类大数据资源已

成为场景理论数据来源的重要补充。二

是问卷评价数据。通过对评估者进行较

为严谨的评价指导，遵循标准化程序④，
为每个舒适物在场景各个次维度的评价

打分赋值，进而进行场景的量化统计和

系统分析。

1.2.2 研究方法

场景理论作为一个开放、发展、变

化的系统，主张根据实践的需要进行要

素的组合。通过对文化特征的梳理筛选

出具有普适性的 3个主维度和 15个子维

度，彼此相互独立（图 1）。评估者遵循

标准化程序，对一定区域内的每一个舒

适物在各个子维度进行评价，得到各个

子维度的表现分数[15]，完成各类场景类

型的测量，进而对场景测量结果进行描

述性分析和各类场景的特征研究。其中，

子维度计算公式1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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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场景分析的维度
Fig.1 Dimensions of scene analysis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22]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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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场景理论内涵特征

场景理论的产生源于后工业时代对

多元文化结构的整体组合研究，其理论

内涵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3点。

整体性。场景理论的整体性主要体

现在理论解释框架的整体。一方面，场

景理论认为文化场景是由邻里、舒适物、

人群、活动、价值观等要素共同构成的

有机整体，强调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

关系[32]；另一方面，场景理论认为应对

舒适物进行整体化、系统化的研究，而

非孤立化、原子化的单体研究[21]。注重

从整体组合的思维协调舒适物的布局建

设，追求舒适物所呈现的完整性文化

图景。

多元性。场景理论的多元性主要体

现在场景维度以及满足群体需求的多元。

场景理论依凭一定价值维度以彰显文化

场景价值涵义的多元取向，并借助不同

文化要素的组合使之能够阐释多元场景

类型。同时，场景理论侧重从消费者的

视角出发审视城市空间[22]。强调整体空

间的文化多样性和功能复合性，营造多

元且丰富的文化价值氛围和场景体验，

满足不同群体的多元文化需求。

动态性。场景理论的动态性主要体

现在舒适物的动态组合以及场景要素之

间的互动共生。场景理论根据研究对象

的文化特征和具体的场景策略，不断地

以动态的方式对舒适物的组合和搭

配[22]、位置和结果[33]进行排序，进而引

导不同参与主体文化体验、文化消费等

行为选择，促进空间、舒适物、人群、

活动、价值观等场景要素之间的互动

共生。

2 场景理论在遗产保护领域中的

研究与应用

将场景理论应用于历史遗产保护领

域是目前理论拓展的重要方向之一[34]。
就目前而言，国内外学者在“文化场景

的构建与历史遗产的保护相辅相成”这

一观点上已形成共识。一方面，在遗产

保护研究语境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街巷、历史建筑、老字号店铺等各

类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了场景

要素中重要的舒适物体系，有助于文化

场景特征的定义[13，35]，以及场景类型的

识别[15]；另一方面，场景在整体、动态

过程中促进了历史遗产的内涵彰显与文

化价值的凝聚传达，形成历史要素的整

体性保护与发展框架[11，13]，促进文化遗

产的管理和振兴，实现历史文化活态传

承[13，36]。在内在逻辑方面，场景理论被

认为与历史性城市景观（HUL）均强调

生产生活空间的物质性、文化性与社会

性[12]，并在同一空间内可以兼顾保护、

展示和利用3大目标[11]。在具体应用实践

方面，部分学者尝试将场景理论运用在

遗产保护相关规划实践中。一类是对历

史街区、工业遗产等物质文化遗产进行

保护规划研究，另一类是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提出发展策略建议。实践研究认为，

要根据我国自身历史文化特点对场景研

究体系进行本土化构建与创新，并对场

景要素、场景类型等内容进行在地性识

别和范畴界定[11，14，35]，使场景理论能够

最大程度地适用于我国遗产保护领域的

研究。

综上可知，当前国内外学者逐渐意

识到场景理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更

新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具体的实践应用

已有初步探索。但就目前的研究进展发

现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一方面，理

论应用价值未能充分挖掘。当前国内外

场景理论的实践应用多为宏观的理念性

介绍，场景理论的内涵特征，即整体性、

动态性、多元性未能在实践应用中得到

充分体现，具体的研究依据、研究路径

和方法等内容亟待深入探索，理论价值

有待进一步的挖掘与展现；另一方面，

案例研究有待丰富。目前我国切实运用

场景理论作为理论指导的遗产保护与更

新案例研究较少，尤其是针对数量众多、

文化多元的历史城镇的研究仍未涉及。

历史城镇作为我国历史文脉延续的重要

物质载体，保护与更新的矛盾更为突出，

亟待寻求新的理论体系以提供解决问题

的思路与方法。

3 基于场景理论的历史城镇保护

与更新框架建构

3.1 理论启示

拥有悠久文化积淀的历史城镇是构

成我国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37]，具有整体性、多元性、动态性内

涵特征的场景式保护更新模式可以为我

国历史城镇的保护与更新提供新的思路

和技术方法，以便更为精准地提出保护

和更新措施。

3.1.1 注重历史城镇整体性塑造

场景理论强调依托空间、舒适物、

人群、活动、价值观等场景要素整体分

析历史城镇的文化场景特征，构成对历

史城镇文化场景的完整理解[11]。同时，

明确历史城镇中遗产要素与舒适物关系，

从整体、组合的视角统筹历史城镇中舒

适物的保护、展示和利用，进而形成历

史城镇整体性的保护与更新框架。

3.1.2 提供历史城镇多元文化空间塑造

抓手

舒适物作为场景要素之一，是特色

空间塑造的重要抓手，是营造城镇多元

文化氛围的载体[38]。如南京空间特色体

系规划[39]通过对城市绿地、传统街巷、

公共设施等舒适物采用织补、延续、串

联、整合的手法，实现历史格局的织补，

构建多元化文化价值氛围和场景功能，

促进了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3.1.3 促进历史城镇动态化保护

场景理论构建历史城镇完整、动态

的场景式保护路径，在保证文化遗产原

真性、完整性的前提下，以历史城镇舒

适物体系的空间布局和动态组合为切入

点，实现文化场景与遗产保护、文化展

示利用、文脉延续的精准匹配。将静态

历史城镇文化资源与动态文化活动相关

联，外在文化消费属性转化为内生发展

动力，促进场景要素之间的互动共生、

历史遗产的活化利用和传承发展[13]。

3.2 框架建构

本文建构“场景特征识别—场景测

度分析—场景策略提出”为逻辑主线的

研究框架（图2），将场景理论的整体性、

多元性、动态性的 3大内涵特征贯穿其

中，针对当前我国历史城镇保护与更新

子维度A的表现得分=舒适物1数量×舒适物1在子维度A的得分+…+舒适物n数量×舒适物n在子维度A的得分
所有舒适物数量

公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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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探索性解决思路

和方法。

3.2.1 场景特征识别：精准刻画历史城

镇场景特征

场景特征识别是从整体性的角度对

历史城镇的多元文化特征进行准确且客

观的分析。在研究内容方面，对包括空

间、舒适物、人群、活动、价值观等在

内的场景要素进行整体分析，明确具有

地域化表达的场景类型、场景功能等内

容，探寻历史城镇发展衍变的内在逻辑

和特征内涵。在基础数据收集方面，除

了沿用历史文献、实地调研、社会调查

以及相关公开统计数据等以外，还可结

合大数据及空间数据，包括网络社交媒

体评论[12-13]、POI兴趣点数据[40]、街景图

片[15]等。数据处理可采用扎根理论

（grounded theory） [12，41]、GIS[15]等方法。

3.2.2 场景测度分析：量化剖析历史城

镇场景现状及问题

场景测度分析是指构建基于历史城

镇舒适物体系的场景评价指标体系，根

据测度结果多层次剖析场景现状及问题。

在研究内容方面，综合考虑我国现行文

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及条例，界定历史

城镇舒适物的内涵范畴（图 3），梳理本

地区舒适物信息数据库，构建场景评价

指标体系，测度量化历史城镇各类场景。

从场景测度得分结果、场景测度空间特

征等层面深入分析历史城镇场景现状和

问题。在研究方法方面，可通过各类电

子地图获取舒适物空间信息。场景的测

度量化可沿用 Terry N.Clark等从多样化

人群的角度对舒适物感知进行打分统

计[24，30]，各类舒适物体系的权重设定可

采用层次分析法、熵值法[42]等方法。

2.2.3 场景策略提出：分类指导历史城

镇场景优化途径

场景策略提出是以场景现状问题为

导向，以优化场景要素、提升各类场景

得分、完善场景功能为目标，构建历史

城镇整体、多元、动态的场景优化路径，

从舒适物单体和舒适物组合两个方面进

行不同策略的规划研究。舒适物单体方

面，按照我国现行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

规及条例的要求划定各类保护范围，制

定相应控制要求。综合考虑舒适物功能

的转换与挖掘，加强舒适物活化与多元

利用；舒适物组合方面，在完整保护历

史城镇环境和历史信息、延续整体空间

肌理和城镇风貌的前提下，以动态的方

式适时调整舒适物的空间布局和组合方

式，适度调整历史城镇内的用地功能，

形成组合式、簇群式的展示利用。该过

程可采用多方案实证对比的方法，综合

验证舒适物组合布局的合理性。

4 实证分析：以贵州省土城历史

文化名镇为例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土城古镇 （以

下简称土城古镇） 位于贵州省遵义市

习水县西部，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笔

者以“场景特征识别—场景测度分

析—场景策略提出”为逻辑主线，阐

述场景理论在土城古镇保护与更新中

的运用实践。

4.1 土城古镇场景特征识别

4.1.1 数据采集处理及识别

笔者以“土城古镇”为关键词对当

前国内 3大消费点评网站——大众点评

网、携程网、马蜂窝网站进行搜索。通

过 Python编程爬取 403条土城古镇网

络评论数据。使用质性分析工具Nvivo11
软件对网络评论文本进行词频梳理，经

过滤后最终输出前 100 个有效词汇

（图4）。采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对网络评

论文本依次进行开放式编码（open cod⁃
ing）、轴心式编码（axial coding）、选择

式编码（selective coding）逐级凝练，对

土城古镇场景特征进行识别，最终形成

土城古镇场景特征识别的多级树状结

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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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历史城镇场景研究体系框架
Fig.2 Framework of historic town scene research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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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历史城镇舒适物内涵模型
Fig.3 Amenity inclusions model of historic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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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场景特征分析

依次经过开放式、轴心式、选择式

的三级编码后形成诠释古镇场景特征的3
类维度，具体分析如下。

（1）场景要素

经编码结果分析可知，空间、舒适

物、人群、活动、价值观构成了土城古

镇场景的 5要素：圆圈 1空间，土城古

镇空间要素包括了自然空间、城镇空

间、交通空间 3大类。圆圈 2舒适物，

构成土城古城舒适物要素有 2类，一类

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遗存，另一类是具有

一定特色和文化内涵的休闲消费空间。

圆圈 3人群，土城古镇场景的主体参与

包括游客、居民、孩子和商贾4类人群。

圆圈 4活动，土城古镇的文化消费活动

基本围绕“食、住、行、游、购、娱、

教”等 7方面展开。圆圈 5价值观，土

城古镇价值观呈现出革命性为导向的红

色精神、生活性为导向的淳朴民风 2类
价值观。

（2）场景类型

经编码结果分析可知，土城古镇的

场景类型主要分为 3类，即红色文化场

景、水运文化场景、酒韵文化场景。圆

圈 1红色文化场景：土城是中国重要的

红色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周恩来等在

此曾指挥四渡赤水等战役，红色革命历

史价值极其突出。圆圈2水运文化场景：

土城古镇位于赤水河古盐道上，水陆交

通便利，是“川盐入黔”的主要码头和

集散地。圆圈 3酒韵文化场景：土城自

古便是享有盛誉的酿酒中心之一，拥有

现存最早的春阳岗酒窖、宋窖等酱香白

酒生产设施遗存，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宋窖酒酿造技艺。

（3）场景功能

经编码结果分析可知，土城古镇场

景功能表现为历史资源保护、文化展示

体验和生活延续传承。圆圈 1历史资源

保护功能，体现了场景遵循遗产保护的

真实性、完整性等基本原则，对土城古

镇遗产、文脉、风貌等历史资源进行系

统保护。圆圈 2文化展示体验功能，体

现了场景对土城古镇历史内涵的有效阐

释与展示，增强对文化的感官体验。圆

圈 3生活延续传承功能，体现了场景对

土城古镇居民生活、民风的延续和

传承。

图4 土城古镇网络评论语义图
Fig.4 Web comment semantic map of Tucheng ancient town

表1 土城古镇场景特征识别结果
Tab.1 Scene feature recognition results of Tucheng ancient town

注：括号中数字表示参考点的数量；参考点数始终小于或等于频次数。

选择式编码

场景
要素

场景
类型

场景
功能

轴心式编码

空间

舒适物

人群

活动

价值观

红色文化

水运文化

酒韵文化

历史资源保护

文化展示体验

生活延续传承

开放式编码

古镇 （317） 河畔 （40） 交通 （31） 景区 （28）
山水（27）风景（25）停车（24）道路（20）环
境（18）高速（17）自行车（13）自然（12）格
局 （11） 黔北 （9） 水陆 （8） 空气 （7） 瀑布
（7）稻田（6）森林（5）
纪念馆 （64） 建筑 （56） 街巷 （43） 博物馆
（25） 遗址 （20） 石板 （20） 商铺 （18） 故居
（17） 旧址 （16） 房子 （14） 茶馆 （11） 文物
（10）巷子（8）纪念碑（7）公园（5）古迹（5）
游客（42）居民（17）孩子（9）商贾（8）
味道（81）苕汤圆（75）小吃（31）商业（31）
景点（24）客栈（23）教育（18）居住（17）军
事（16）表演（14）酒店（14）美食（12）夜景
（12）特产（10）消费（10）住宿（8）活动（8）
价格（8）
革命（19）精神（19）古朴（14）淳朴（7）风
情（7）底蕴（6）
红军（162）红色（85）毛泽东（50）长征（40）
战役（25）朱德（16）战斗（14）指挥（12）会
议（12）周恩来（9）基地（8）司令部（7）
水运（31）渡口（28）船帮（19）码头（18）商
埠（17）集散地（15）驿站（9）丐帮（8）
茅台（13）酒窖（13）酿酒（10）
历史（112）保护（12）圣地（12）风貌（7）
文化（75）体验（26）照片（17）故事（12）吊
桥（12）
生活（23）气息（18）民风（7）传承（5）

参考点示例

土城作为山水相依的千年古镇，它
的自然风光绮丽多姿

“镇依山建，水绕镇转”的典型山
水格局

交通方便，有高速出口

古镇保留了秦币、汉砖、古陶、汉
墓等众多历史文物古迹

茶馆成为老人们极好的公共交流
场所

吸引着许多游客前往

小吃品种多非常有名，消费水平也
比较低

它的样貌古朴，散发着祥和烟火气

仍保留着一些当年红军的痕迹，讲
述着古城特有的“红色”文化

是一个因水运而兴的古镇，系古时
“川盐入黔”的重要码头和集散地

古镇自身也是享有盛誉的酿酒中心

古城内部保护比较完整

古镇内部古香古色，有一些当地的
民俗可以体验

这里的原住民生活一如既往地悠闲
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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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土城古镇场景测度分析

4.2.1 舒适物范畴界定、分类及指标体

系架构

土城古镇舒适物范畴具体包括带有

遗产性质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

筑、博物馆、展览馆、雕塑、牌坊、古

树、寺庙、文化广场，以及具有地域文

化特色的消费体验空间，如茶馆、老字

号商铺等。参照我国现行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条例⑤，划分6类
舒适物类型，共45处舒适物。建构土城

古镇场景评价指标体系（表2）。
4.2.2 各类场景的测度

选取游客、居民两类群体共120人，

比例为 2∶1，对上文划分的 6类舒适物

的每一处舒适物，从红色文化、水运文

化、酒韵文化 3个场景类型维度，采取

利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量⑥。同时，考虑

到不同类型的舒适物对场景营建的重要

程度不同，对6类舒适物进行权重划定。

经计算，3类场景测度结果表3，并绘制

3类场景测度空间分布图（图5）。
4.2.3 测度结果分析

从文化场景测度空间分布分析，土

城古镇文化场景呈现“大集中、小分散”

的空间分布特征。古镇东、西两端区域

文化场景浓度较低，伴随着旅游设施的

持续建设以及商业的不断发展，该区域

逐渐呈现出文化空间趋同化、空间形态

特征模糊化的迹象，过度商业化的趋势

和风险有所增加。

从文化场景测度结果分析，酒韵文

化场景尚未得到有效构建。当前土城古

镇的酒韵文化场景与红色文化场景、水

运文化场景相比存在一定差距，空间布

局较为分散，相互之间缺乏组合与关联。

同时，当前酒韵文化舒适物采取的是博

物馆式的静态保护，缺乏足够的互动体

验，有碍于游客与当地居民感知其表达

的文化主题和相关信息内容。

4.3 土城古镇场景策略提出

4.3.1 构建舒适物的系统保护

相应制定各类保护和建设控制要求，

形成土城古镇舒适物的系统性保护体系。

基于场景理论的体系框架，以空间、舒

适物、人群、活动、价值观等场景要素

为切入点，将部分历史建筑作为名人展

陈博物馆或纪念馆，加强舒适物的功能

活化与多元利用，提升红色文化、水运

文化、酒韵文化 3类场景的文化场景

感知。

4.3.2 促进舒适物组合式的展示利用

考虑场景理论中的舒适物吸引区域

（catchment areas）⑦的影响，在满足建设

控制要求的前提下，适度调整历史城镇

内的用地功能，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对各

类舒适物之间进行动态组合布局和展示

利用。例如在春阳岗酒窖址的周边合理

增设酒韵文化展示空间与文化消费业态，

并结合宋窖酒酿造非遗技艺，将展示空

间、业态与非遗体验活动紧密结合，增

大业态文化浓度，降低过度商业化的风

险，实现土城古镇酒韵文化场景感知的

提升和酒韵场景体系的构建。

4.3.3 推进场景的文脉表达与延续

将与土城古镇相关的文化、地域、

历史事件等要素渗透到场景营造中，进

一步提升场景的文脉表达。通过对周边

环境的整体塑造，建立场景“空间”与

场景“精神”的互动对话。依托土城红

色文化、水运文化、酒韵文化资源，拓

展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利用途径，

借助场景建立创新创意阶层与城市发展

的因果关联。在充分考虑土城古镇当地

居民的行为习惯、生活需求、价值导向

的基础上，综合布局社区公共活动空间

与社区文化设施，融入民俗文化活动，

表2 土城古镇场景评价指标体系
Tab.2 Scen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ucheng ancient town

目标层

土城
古镇
场景
测度

指标层

文物保护
类舒适物

典型建筑
类舒适物

文化展示
类舒适物

公共空间
类舒适物

历史环境
要素类
舒适物

消费体验
类舒适物

指标因子

刘伯承住址、朱德住居、土城船业工会旧址、
土城盐号、毛泽东·周恩来住址、土城会议
会址、春阳岗酒窖址

周家住宅、铁器社、火神庙、张家大院、杨
氏住宅、河边号房、老红军何木林旧居、张
半单故居、糖帮、丐帮总舵

耿飙长征陈列室、耿飙住居陈列室、四渡赤
水纪念馆、茶帮、大戏台、布帮、千年古镇
土城博物馆、贵州水运博物馆、鳛鱼文化馆、
经济帮、袍哥堂口

女红军街、小桥流水广场、茶盐小道、春阳
岗广场、浮雕广场、铁炉沟街

木牌坊、红石墙、高石坎、袁世盟雕像、一
渡渡口浑溪口、古树名木（两棵）

枸酱酒店、袍哥茶馆、叶记苕汤圆、渡江吊
桥（赤水河文化体验）

指标解释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历史建筑

集中反映地方建筑特色、体现传统建造工艺
水平的历史传统建筑（群落）

提供文化展示、活动体验等公共文化服务的
设施总称，包括博物展览、表演艺术、群众
文化活动等设施

向所有居民、游客开放，为公众共同使用的
文化空间，如历史街巷、文化公园文化广
场等

除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之外，
构成历史风貌的围墙、台阶、铺地、驳岸、
树木等景物及物质要素

地域文化特色消费空间

表3 文化场景测度表
Tab.3 Measurement scale of cultural scenes

场景类型
红色文化
水运文化
酒韵文化

场景测度得分
0.442
0.433
0.193

图5 现状红色文化场景、水运文化场景、酒韵文化场景测度空间分布图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d culture scenes, water transport culture scenes, and wine culture sc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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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民俗的延续和传承。

自 2020年 7月保护规划编制及实施

以来，土城镇围绕红色文化、水运文化、

酒韵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保护

与更新，在保证历史遗存真实性、完整

性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了文化场景的

体验和感知。例如，完成了对文物保护

类舒适物的修缮，申报了丐帮总舵等 4
处典型建筑类舒适物为历史建筑并加强

了保护措施，增设了酱酒体验街区、银

帮文化展览馆、非遗消费体验馆等多种

文化舒适物以提升酒韵文化、航运文化

的场景感知。从规划实施后的场景测度

空间分布结果⑧可以看出，文化舒适物的

空间分布更为均衡，3类文化场景感知中

尤其是酒韵文化场景得到有效提升（图6
和图7）。

5 结论与展望

回顾以往历史城镇保护的实践历程

可以看到，仅建立在文物保护基础之上

的“被动防御”“冻结保存”式的物质性

保护已不能满足遗产价值保护的需要，

具有整体性、多元性、动态性内涵特征

的场景理论与我国历史城镇的保护与更

新的本质相耦合，能够更好地使历史遗

产价值得以完整保护、展示利用和文脉

延续，为我国历史城镇的保护与更新提

供新的思路和技术方法。本文探索场景

理论在我国历史城镇保护与更新中的理

论启示和研究框架，并以贵州省土城历

史文化名镇为实证案例，以“场景特征

识别—场景测度分析—场景策略提出”

为逻辑主线进行具体研究，是将场景理

论应用于历史城镇保护与更新领域的一

次探索性实践，以期丰富我国历史遗产

保护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

为作者绘制。

注释

① 从 《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

章》（1964年）、《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

章》（1987 年），到 《西安宣言》（2005

年）、《关于历史城镇和城区维护与管理的

瓦莱塔原则》（2011年） 等众多历史遗产

国际相关文件内容可以看出，对于历史遗

产保护发展的整体性原则的内涵不断丰

富，动态性要求也不断明确。

② “amenity”一词在Oxford Learner's Dic‐

tionaries解释为：“a feature or service that

makes a place pleasant， comfortable or

easy to live in.”“amenity”当前在中文

文献中有多种翻译，如便利设施、生活文

化设施、舒适物等。“便利设施”“生活文

化设施”等翻译过于强调硬件设施，“舒

适物”则可以较全面地将“能够带来愉悦

的事物”这一含义表达准确，且该翻译在

学 术 领 域 中 接 受 度 较 高 ， 因 此 本 文

“amenity”翻译采用“舒适物”。

③ 美国统计局每年都会全面统计每个邮政编

码区域里的舒适物的总数，这种统计被称

为“邮政编码商业模式”（BIZZIP）。

④ 评估者可以遵循一套标准化程序为每个舒

适物进行评价打分。具体方法与流程详见

Scenes： social contexts in an age of

contingency第403页。

⑤ 本文历史城镇舒适物的分类依据主要参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⑥ 2020年7月项目组对土城古镇进行的相关

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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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规划实施后红色文化场景、水运文化场景、酒韵文化场景测度空间分布图
Fig.6 Post-plann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d culture scenes, water transport culture scenes, and wine culture sc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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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朱德住址
30.千年古镇土城博物馆

31.刘伯承住址
32.四渡赤水纪念馆
33.高石坎
34.经济帮
35.叶记苕汤圆
36.毛泽东·周恩来住址
37.袍哥茶馆

38.土城会议会址
39.铁炉沟街
40.百年春阳岗酒庄
41.枸酱酒店
42.春阳岗酒窖址
43.春阳岗广场
44.女红军街

45.古树名木A
46.古树名木B
47.一渡渡口浑溪口
48.老字号苕汤圆
49.老字号苕丝塘
50.酒文化体验馆
51.宋窖酒酿造技术展示馆

1.渡江吊桥
2.鳛鱼文化馆
3.渡江战役展览馆
4.土城文创产品店
5.浮雕广场
6.木牌坊
7.大戏台
8.丐帮总舵
9.茶帮
10.糖帮
11.周家住宅
12.火神庙
13.铁器社
14.张家大院
15.袍哥堂口
16.杨氏住宅
17.耿飙长征陈列室
18.耿飙住居
19.河边号房
20.老红军何木林旧居
21.小桥流水广场
22.茶盐小道
23.红石墙

图7 保护规划平面图
Fig.7 Conservation plan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环境协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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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场景理论中的舒适物吸引区域（catchment

areas）认为，随着吸引半径的增大，场景

得分会有所减少。

⑧ 2022年5月项目组对土城古镇保护规划实

施效果进行了调研和相关社会调查，由于

疫情原因，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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