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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of Historic Ci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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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atural mountain and wate environment has bred the splendid Chi-

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of social production, the Chinese ances-

tors acquired their unique wisdom in city-building, such as adaptation to local condi-

tions, harm avoidance, and submission to the nature. However, in the industrializa-

tion era, traditional wisdom had been abandoned and most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cities had disappeared. To inherit the Chinese urban civilization and make headway

towards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e need to reacquaint ourselves with the land-

scape humatic wisdom of traditional cities, such as spirit-material unity and value-

embeddedness of artifacts. In this paper, we take a typical small mountain town——

Yongxin, Jiangxi as an example. Its traditional city-building principles are reflective

of ancient ideas and can inspire modern practice of landscape restoration, spatial net-

work repair and enhancement of the functional vitality. The paper will provide a use-

ful reference in the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of Chinese historic citie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landscape humanistic wisdom; historical city; city-building principles; con-

servation and renewal

中国是多山多水、地貌丰富的国度。在游牧和农耕文明时期，纵横交融的高山大河

框定了人们的基本生存空间，形成了不同的地域环境特色。自古以来，中国人对

赖以生存的山山水水充满了敬畏、崇拜与感恩，外化的山水被赋予了内在的灵魂，甚

至与天下兴亡关联。《史记·周本纪》载：“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

（司马迁，1982）；《析津志》指出：“山则为根本，水则为血脉。自古建邦立国，先取

地理之形势，生王脉络，以成大业”（熊梦祥，1983）。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中国的

先民形成了山水神灵的顶礼膜拜、趋利避害的艺术创造、寄情山水的人居理想，这些

智慧融入到“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之中，成为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图1）。
当前，中国逐步迈向生态文明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

同体”理念，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和内生关系，是对中国传统山水人文智

慧和生态哲学思想的继承，也为历史城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笔者

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对于自然山水有着多层次的理解与依凭。本文从空间治理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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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多山多水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

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国先民在长期生

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因形就势、趋利避

害、寄情山水等独特的营城智慧。但在

工业化时期，传统智慧被埋没，大多数

古城特色消失殆尽。迈向生态文明的今

天，需要重新认识传统营城中的山水人

文智慧，道器合途、透物见人，促进中

华城市文明薪火相传。以典型山水小

城——江西永新为例，通过挖掘传统营

城法则，以古鉴今、因地制宜地制定古

城山水格局修复、空间网络修补与功能

活力提升的系统策略。希望能为新时代

中国历史城市的保护更新提供有益的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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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对中国传统山水人文智慧进行概

括，进而从城市视角，以江西永新为

例，对山水城市营建的基本法则和智慧

进行总结，并以此为指引，提出山水特

色鲜明的历史城市保护更新基本思路与

策略。

1 传统山水人文智慧概述

1.1 国家治理中的山水秩序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中国大

一统空间意识的高度概括。正是基于

天下一体的整体观，中国自古就在辽

阔的国土尺度上构建了以山水为坐标

的宏大秩序，天下名山大川被赋予了等

级次序，形成了整体有机的国家治理

体系（吴良镛，2014）。体系中的重要

山水要素包括纲纪天下的五岳四渎、划

分南北的秦岭—淮河、沟通南北的大运

河等。

望祭山川源自古人对自然山水的敬

畏与崇拜，由此逐渐衍生出完善的山川

祭祀等级制度，并成为纲纪天下的重要

手段。禹定九州，以高山大川为界，确

定了岳渎之尊及天下山川的等级秩序①；
孔子认为：“山川之灵，足以纲纪天下者，

其守为神”；《礼记·王制》规定：“天

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

视诸候，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李学勤，1999）；《全唐文》指出：“天

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岳

镇其域”（董诰，1983）。虽然历代岳、

镇、渎的具体对象不同，但祭祀制度一

直延续到清代，成为建构天下秩序、强

化国家治理的纲纪所在（图2，图3）。

1.2 城市营建中的山水参照

城市是文明的载体，融入山水环境

是中华传统城市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山

水围合历来被视为理想城市建设的重要

条件，城市营建将周边山水环境要素作

为重要参照，并与山水环境形成整体空

间格局。中国古代城市选址、营建、更

新、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结合山水

的经验。“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

的桂林、“襟江带湖，龙蟠虎踞”的南

京、“三面江光抱城郭，四围山势锁烟

霞”的阆中、“半城山色半城湖”的济

南、“十里青山半入城”的常熟等就是

山水城市营建的杰出范例。

城市营建中对于山水要素的参照，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城市选址

尽可能选择山环水绕的富饶、形胜之

地，并因势利导地利用自然山水，即

《管子·乘马篇》所提出的“凡立国都，

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

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李

山，2016）；其次，城市布局中寻找山

水秩序参照，在城垣轮廓、空间形态、

轴线、街巷、廊道、对景、节点等方面

呼应山水形势，并将城外风景秀美之地

一体化考虑，形成山——水——城互融

互通的格局形态；第三，借山水之势塑

造人文教化与信仰空间，山水条件优越

的城市，往往在自然山水与城市空间交

融的网络节点处设置人文教化与信仰空

间，提振城市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的山水人文智慧千百年来

一脉相承。因此，大多数历史城市在

遭遇多次兵灾水患后受到严重破坏，甚

至被夷为平地，但是在共同的山水人文

观引导下，后代建设的城市仍然会与山

水环境浑然一体，也自然会与前代城市

格局气脉相通、空间融合、文脉连续

（图4）。

1.3 建筑创造中的山水凭借

传统的山水人文智慧还体现在建

筑设计层面，传统公共建筑、府衙、

庙宇、园林以及普通民居，都有巧借自

然山水的传统。具体而言，通常在建

图1 中国三大干龙总览图
Fig.1 Map of three main mountain ranges (Chi⁃

nese dragon) of China
资料来源：徐善继，徐善述, 2013.

图2 《职方九州岛图》描绘的九州岛及镇山
Fig.2 Jiuzhou Island and mountains

资料来源：胡渭，2013.

图3 泰山寺庙图
Fig.3 Temples of Mount Tai

资源来源：曹婉如，1997.

图4 南京依托山水形胜的历代都城格局变迁
Fig.4 The changes of Nanjing pattern within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in past dynasties

资料来源: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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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选址、建筑群组合、空间布局、园

林庭院营建等方面通过依凭、朝对、引

入等设计手法，巧妙地引入周边自然山

水景观要素，建立建筑与城外山水环

境之间良好的空间秩序，升华建筑的

意境。

陕西韩城司马迁祠始建于西晋永嘉

年间，历代持续修缮。司马迁祠西枕梁

山，东朝黄河，建筑依崖就势层递而

上，河岳深崇、气象雄浑。史书赞其

曰：“青山巍巍，如公之人也；河水汤

汤，如公之文也”。千百年来，历代对

司马迁祠的修葺都充分尊重和延续了

“山——祠——黄河”浑然一体的形胜②

（图5）。

2 山水城市营建传统法则

笔者认为，新时代中国历史城市的

保护更新，需要深入挖掘传统营城智

慧，并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加以延续和传

承。近年来，笔者带领中国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团队，开展了大量历史城市保

护更新实践与研究（图 6）。研究发现，

探寻周边山水环境与历史城市之间的内

在关联，是破解中国传统营城密码的重

要方法之一。经过大量案例分析，笔者

认为，中国历史城市营建在结合山水环

境方面，具有四个基本的法则，即山水

定势、山水立形、山水补巧、山水兴

文。这些法则与智慧在山水环境优越的

城市体现的尤为突出。下文以山水古

城——江西永新为例，对四大法则进行

阐述。

江西永新处于我国东南部罗霄山脉

中部，古称楚尾吴头，境内以高山丘陵

为主，南部与井冈山相连接。永新历史

悠久，东汉建安九年 （204年） 建县，

唐显庆二年（657年）县治改设在当今

永新古城位置，此外城址再无变迁。近

代，永新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

成和湘赣革命根据地中心，在永新发生

了三湾改编、龙源口大捷等革命史上的

著名事件。永新古城山环水绕、形胜独

特，经过千百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

营城智慧。

2.1 山水定势

“山水定势”是指依据山水环境框

定城市的基本方位、朝向和态势。山水

格局是中国古代城市营建的根本，是影

响城市选址、整体方位、宏观布局等方

面的基本因素。“百尺为形，千尺为势”，

在宏大的自然山水格局中，辨方正位、

找寻秩序、因袭风水以框定城市的大

势，是古代城市选址营建的首要任务。

永新县所在区域崇山峻岭环绕，群

山耸峙，形成环山为障的基本态势。群

山之间，赣江支流——禾水河穿过，形

成条件优越的山间盆地。永新古城即选

址于山环水绕的盆地之中。县志记载，

古城“后枕重冈、前引列峰，负阴抱

阳”，禾水河“环绕于城南而东注，风

气完密，人文蔚起……科第之盛，视九

邑称最焉”（刘永光，1997）（图7）。永

新古城以山水环境为坐标，形成了“枕

山环水面屏”城址格局，历代城市建设

中始终依山形、顺水势，形成了形态自

由、宛若花状的基本态势。

2.2 山水立形

“山水立形”是指结合山水环境建

立城池的格局形态、空间布局、重要地

标等。山水环境优越的城市，城池形态

普遍依山就水进行布局，并区别于传统

的方正城池形态和方格网道路，“城郭

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因地

制宜地形成疏密有致的空间格局，传统

礼制空间秩序有机融入自由形态之中，

以营造山水之趣。永新古城充分体现了

这一典型思想。

图5 司马迁祠胜景
Fig.5 Wonderful scenery of Sima Qian memorial

temple
资料来源：王树声，2016.

图6 部分古城山水格局分析
Fig.6 The analysis of landscape pattern of ancient towns

资料来源: 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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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整体格局依山形顺水势而筑，

城墙形态自由。城墙上辟四座城门，东、

西、南、北各一，分别称为义山门、望

岳门、禾川门、朝天门，四座城门开辟

的位置十分考究，形成迎山接水之势，

与秀美的山水对应，寓意吸纳山水之灵

气。与城门对应的城内道路则接引其后，

向内汇聚于县署，向外与城外集市相

通。此外，永新古城内外呼应山水形胜

设置了大量塔、阁、坛、楼等地理标

识，成为古城的重要标志，至今留存北

宋时期修建的南塔、观音阁等（图8）。
古人认为水代表财源，商业集市应

接水聚财，因此集市大多布局在聚水、

接水之处，如码头、水口、渡口等位

置。永新城——市分置，市在城外且跨

江而设，北门、东门、南门均由主要道

路经浮桥通往北门市、横江市、江边

市、发关市。这些城外集市结合周边码

头、渡口、津梁等空间，逐渐发展成为

区域物资交换节点，也由此奠定了古时

永新商贸通衢的地位。

2.3 山水补巧

“山水补巧”是指城市营建中对自

然山水缺憾的巧妙修补。管子认为：

“人与天调然后天下之美生”，宋代蔡元

定所撰《发微论》提出：“山川之融结

在天，而山水裁成在人，或过焉，吾则

裁其过。或不及焉，吾则益其不及，使

适于中”（蔡元定，2010）。对于自然山

水形势的不如意之处，古人往往以精巧

的手法进行适度的修补与调适，从而达

到自然与人工建设的理想融合状态。实

践中，对山体缺憾往往通过建设楼、

阁、塔、坛等标志性建筑以壮势；对于

水系采用“理水”方式，优化城市水系

水网，沟通江河，提供饮用、洗涤、运

输、防火、娱乐、灌溉、造园、防御等

功能，改善人居环境。

永新古城的历代营建中，十分注重

因势利导的进行山水修补。禾水河是永

新的母亲河，古人在禾水河的上游、中

游、下游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理水手法。

上游禾水河入城的方位，北宋时期修筑

了名为“袍陂”的水利工程，由“水

堰——沟渠——堤防三大设施构成，其

突出特征是“筑坝取水，导水入渠，自

流灌溉”，以改善下游生活用水和农业

灌溉条件；城中修建人工水系，并在低

洼处修水塘，使得城市既享得水之利，

又有效地提高了排涝能力（图9）。
河水流出城市的位置，传统堪舆学

谓之“地户”，古人认为地户宜锁闭以

聚气。若地户之水直流而去，则需人工

改善。古人一般采用水口分流、水口处

建高大构筑物等方式以“关锁地户”。

永新地户水口的改造可谓精妙绝伦，县

志记载，明代万历年间，县令“于漂布

滩下流湍急处，垒石成洲，曰浮玉，又

架阁其后，曰文星。前题小瀛洲，为禾

图7 山水环境引导下的永新古城形势示意
Fig.7 The analysis of Yongxin pattern under the guidance of landscape environment

资料来源: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9.

图8 永新古城结合山形水势的格局形态和标志物
Fig.8 Yongxin's pattern and landmarks

资料来源: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9.

图9 因势利导的永新古城理水方式
Fig.9 The methods of regulating rivers and watercourses in Yongxin

资料来源: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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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八景之一”（刘永光，1997）。浮玉洲

和文星阁起到了分流急水、控扼波涛、

锁钥气脉的作用，并形成了孤洲高阁的

宏伟景象（图10）。

2.4 山水兴文

“山水兴文”是指城市营建中借助

自然山水与城市格局网络营造人文教化

空间，以洗涤、塑造城市的人文精神。

如前文所述，中国人看待山水具有强烈

的人文意识，认为山水有性、山水比

德，古人善于从优美的山水环境中寻找

精神的寄托与升华，正如《古文观止》

收录的明代宋濂《送天台陈庭学序》一

文中提出：“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

志意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

（吴楚材，吴调侯，2015）。对于古代城

市而言，文庙、学宫、书院、庙宇、文

笔塔等教化礼仪建筑是最重要功能，古

人认为“捍卫礼义为无形之城郭”，这

些建筑要占据城市最重要的空间。因

此，城市人文教化空间的选址与营建十

分注重对山水的关照与考量，通常会设

置在山水网络的关键节点处，并从建筑

选址、空间尺度、景观视线等多个方面

加以统筹。

永新自古崇文尚学、书院文化尤盛，

县志载：“崇奖师儒，栽培后学，家弦

诵而户诗书，学之为功匪浅。而又有书

院以广其造就，有膳产以资其日用，俾

之优游学问，陶成德器，教化之行其由

此致乎备。”浓厚的人文氛围使得永新

历史上文星昌盛、贤才辈出③。永新历

代修建的文庙、考棚、学署、书院、庙

宇、文峰塔、文昌阁等标志性人文建筑

均位于山水融合的关键地段，并通过设

计巧妙呼应、引入自然山水，形成城市

山水人文空间的基本秩序（图11）。
秀水书院是永新古城依托山水营建

人文教化之所的典范。永新从城外西南

部禾水河引人工水系入城，巧妙利用自

然地形高差，自城西南曲折流入城中并

转北入江，因形若秀字而得名“秀水”。

秀水在城内环绕学宫，清代中期依托秀

水在城西北部建设秀水书院 （图 11），

逐渐成为古城内最重要的文教建筑之

一。据县志记载，秀水屡塞屡浚，“每

浚科第辄倍他时”。

此外，怡情山水的景观艺术创造是

永新的另一特征，奇秀的山水环境是永

新人自古以来追慕的理想场所和文学艺

术创造的重要源泉，因此形成了众多山

水人文景观，包括巽岭云闲、石潭月

皎、小桥流水、芳草残碑、江船渔唱、

林屋书灯、丛祠暮鼓、道院晨钟等。明

代以来的历版《永新县志》插图中，除

舆图外，大多数为县境内以名山名水为

主的人文胜迹（图12）。

3 山水古城保护更新策略

当前，在快速城镇化的冲击下，大

量城市山——水——城有机融合的传统

秩序逐渐被破坏、风貌特色丧失、基础

设施落后、环境品质低下，亟待更新与

提升。进入生态文明时代，应当深刻反

思工业时代城市建设的弊端，重新认识

和激活优秀的传统营城智慧，传承山水

人文精神，延续历史文脉，唤醒古城灵

魂。以古城营建中的山水人文智慧为引

领，笔者提出山水古城保护更新的三大

策略，包括山——水——城整体格局修

复、空间网络与风貌修补、特色功能与

活力提升。

图10 永新古城地户水口改善示意
Fig.10 The optimization of Yongxin River en⁃

trance
资料来源: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9.

图12 永新著名山水人文胜景
Fig.12 Famous landscape and cultural sceneries of Yongxin

资料来源: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9.

图11 永新人文教化空间示意
Fig.11 Education spaces of humanities in Yongxin

资料来源: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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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山——水——城整体格局修复

永新古城历史上十分注重山——

水——城的有机融合，当前古城山——

水——城关系割裂严重，建筑和堤坝等

阻碍通山、通水廊道。生态文明时代，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何将城市再

次融入绿水青山是古城更新需要首要考

虑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传统营城智慧为

指引，分别从山——城格局修复、

水——城格局修复、山水廊道组织等方

面制定山水格局融入的策略。

对于山——城格局修复，以永新传

统山——城秩序和空间层次为参照，提

出“远山目可览，近山行可达”的控制

思路。远山作为生态屏障，控制周边建

设强度和形态；近山营造可进、可游、

可赏的郊野游憩空间，适当建设爬山步

道和少量公共服务设施；对于水——城

格局修复，建议疏浚历史水系并标识历

史信息，修复自然驳岸、湿地、滩涂

等，两岸一定区域内严格限制新建设行

为，营造连贯的多层次亲水空间，再现

渡口、码头、浮桥、阁塔等历史景观意

向（图13）。
对于滨水空间，笔者提出对现有的

混凝土堤坝进行生态化改造，重塑滨水

景观，缝合城——水关系。农耕文明时

代中国人积累了丰富的治水防洪经验，

据《汉书》记载，西汉贾让提出了治水三

策，认为人不与水争地为上策；开渠引水

以分洪、灌溉、改善土质和水运条件，

此为中策；而修筑堤坝、堵水防洪实为

下策（班固，2007）。笔者建议对堤坝

进行生态化改造，同时将禾河北岸交通

次干道降为生活性支路，并利用地形高

差在滨水核心区段对道路进行局部下

穿，上部盖板设置滨水步行活动空间，

使古城与滨水区域有机缝合（图14）。
山水廊道组织引导是山——水——

城格局修复的主要手段。经过现场调查

分析，笔者建议打通12条望山通水的廊

道和城中主要节点的望山视廊，并严格

控制滨水建筑的高度与体量，改善滨水

街巷的望山视线。此外，在北门、秀水

书院、民主街、南塔、南门、滨江、东

门、观音阁等重要历史节点处设计望山

亲水空间、游憩体验路径等，对古城依

山就水的自由城垣轮廓进行标识与提

示，增强古城内重要空间节点和街巷对

山水环境的感知度，强化山水城市意象

（图15）。

3.2 空间网络与风貌修补

永新古城虽历经大规模城镇化建设

的冲击，但所幸古城传统格局仍然部分

保留，尤其是滨水区域的传统鱼骨状空

图13 永新山——城格局修复示意
Fig.13 Restoration of mountain-town pattern of Yongxin

资料来源: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9.

图14 永新古城滨水堤坝及道路改造示意
Fig.14 Waterfront dam and road transformation of Yongxin

资料来源: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9.

图15 永新山——水——城格局修复示意
Fig.15 Restoration of mountain-river-town pattern of Yongxin

资料来源: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9.

85



杨保军 王 军 山水人文智慧引领下的历史城市保护更新研究

间肌理保存较为完整。基于此，笔者提

出永新古城空间网络与风貌修补具体策

略，包括保护和延续不规则的古城传统

格局、严控新建建筑高度和体量、优化

道路结构和步行网络、完善公共微空间

以及分类控制引导建筑风貌等。

从宏观视角对城市整体格局的研究

可以看出，永新古城在山水形胜的框定

下呈现出“一横三纵（禾川东大街、北

门街、民主街、幸福路）为骨架，滨水

沿线为特色，传统公共空间点缀其中”

的传统格局和空间网络特征。这一空间

网络当前仍基本留存，需要通过延续传

统街巷系统、修复重要地标节点等方式

加以保护、修补与继承（图16）。
山水古城空间网络的修补，需要关注

建筑高度和风貌控制引导，要用“绣花”

的功夫，采用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

的有机更新模式进行修补与提升。建筑

高度控制方面，以山水形胜为参照，制

定符合理想空间形态的高度控制分区，

对于现状超过高度控制上限的建筑，不

建议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进行整体降层或

拆除，而是因时因地进行逐步更新；古

城风貌修复方面，在对每栋建筑详细调

查评估的基础上，以微改造的方式分类

制定风貌保护、修复和提升措施，并注

重对永新古城传统元素的应用（图17）。
古城内原有道路街巷和公共空间是

传统格局的重要载体。因此，交通系统

的优化不能简单拓宽道路，而是应着眼

于城市整体功能布局和交通组织，避免

过境交通引入和穿越古城。古城道路网

络应实现通而不畅，在核心区域和景观

资源丰富的滨水区域限制机动车通行，

强调人的体验感。古城公共空间应结合

重要历史建构筑和地标进行设置，并充

分利用现状巷口、民居宅旁闲置地等空

间设计口袋公园，巧妙引入自然山水和

文化主题，提升人居环境品质。此外，

笔者不建议无依据地复建城墙，而是鼓

励对城墙遗址遗迹进行系统发掘，标识

古城轮廓形态，因地制宜地形成特色文

化场所（图17）。

3.3 特色功能与活力提升

永新历史上文风鼎盛、人才辈出、

商贸繁荣。古城内文庙、考棚、学署、

秀水书院、文星阁等文化用地占比极

大，并且处于山水网络与城市格局的焦

点位置，地位极其显赫、城外码头渡口

形成繁荣的集市，城——市跨河分置又

紧密联系，直到1960年代古城依然保持

特色功能和活力。

但是，由于近年来无序的城市建设

和各类功能的聚集，古城传统特色功

能逐步瓦解，浓厚的人文气息逐渐丧

失。当前古城内文化休闲空间占比仅为

1%左右，一般性的商业、办公、居住、

医院等功能占据绝大部分空间，传统手

工艺、老字号等未能融入古城生活和业

态之中，加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不足，导致古城人居环境品质差，缺乏

活力。

特色功能与活力提升是新时代古城

保护更新的重要目标之一。笔者对当前

中国多个山水古城的功能特征和发展路

径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为永新古城的

功能定位提供借鉴（表1）。笔者研究认

图16 永新古城空间网络修补
Fig.16 Restoration of spatial network of Yongxin

资料来源: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9.

图17 永新古城特色风貌与公共空间修补
Fig.17 Restoration of townscape and public spaces of Yongxin

资料来源: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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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永新古城应定位为特色综合型古

城，着力改善为居民生活服务的公共设

施和基础设施，延续传统社会生活网

络，并充分展示利用现有山水人文资

源，抢救性地保护传统民俗、手工业、

商业老字号等文化遗产，积极融入古城

功能和空间网络，大力培育文化旅游和

文化产业，将永新古城逐步发展成为集

居住、文化、旅游、商业于一体的城市

特色区域（图 18）。此外，古城还应积

极联动井冈山等周边资源，串接重点遗

迹，形成体验山水、人文、红色、生态

的立体化网络。

文化旅游线路和重要文化空间的塑

造，对古城特色功能与活力提升具有很

强的带动作用。笔者建议，以永新古城

山水人文资源为基础，以传统街巷、滨

水绿道、山水通廊等线性空间为载体，

组织设计若干文化体验路径，将古城及

周边最具代表性的山水人文资源有机串

联，形成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有

节奏、有故事的文化网络游线。对于传

统格局肌理保存完好的滨水核心区域，

笔者建议重点建设以幸福路为主体的

民俗文化体验带、以民主街为主体的古

城记忆展示带、以盛家坪为主体的红色

文化展示带以及南岸滨水郊野游憩带。

通过古城文化网络游线、特色文化带的

建设，重塑古城文化空间特色和活力

（图19）。

图19 永新古城文化展示体验路径示意
Fig.19 Ancient city cultural paths of Yongxin
资料来源: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9.

图18 永新古城特色功能构成建议
Fig.18 Recommendations on Yongxin characteristic functions

资料来源: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9.

古城类型

现代

功能型

旅游

景区型

传统

生活型

特色

综合型

典型特征

1.古城内大量现代功能叠加；

2.古城格局风貌破坏，特色消失；

3.周边山水格局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与古城融合度低

1.古城整体开发为旅游景区；

2.古城传统社会网络改变；

3.周边山水环境保存较好，与古城关联度强

1.古城格局风貌保存较好；

2.基础设施差，人居品质不高；

3.周边山水环境保存较好，与古城关联度强

1.古城格局风貌保存较好，兼具旅游、商业、生活功能；

2.古城内业态特色鲜明、现代生活服务设施齐备；

3.古城知名度高，成为网红地、特色旅游目的地；

4.周边山水环境保存较好，与古城关联度强

代表城市

徐州等

丽江、凤凰、曲阜等

泉州、会泽、太谷等

苏州、扬州、大理、

阆中等

永新古城适应度

×

×

×

√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表1 山水古城发展路径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development paths of ancient t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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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当前，中国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

新建设的理论方法与经验借鉴，基本都

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由于中西

方文化背景、社会制度、治理模式的不

同，导致中国历史城市的保护更新实践

运用西方理论方法时，只能削足适履，

产生了诸多的问题和困惑。随着历史城

市保护更新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构建

中国历史城市保护更新的本土化理论体

系与技术方法，已经迫在眉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

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

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

的文化自信”。因此，深刻认识中西方

文化的差异性，是构建中国历史城市保

护更新本土化理论与方法的关键。笔者

研究发现，“求真”的思维模式和二元

的社会结构是西方文明的深层“原型”，

由此产生了“人定胜天”思想；与之不

同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原型是“群体”

本位下的多元混沌、相生相融的有机系

统，由此产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则成为中华文明的典型特征。

在“天人合一”文化意识中，自然

山水是城市营建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参

照，也寄托着是美好的人居理想。中国

古代城市无论大小，都能从宏大的山水

格局中建立特定的城市空间秩序。此

外，中国传统建筑多以木结构为主，相

对易损，具有“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

修”的特征。但是，城市山水格局相对

恒定，当代人与古人基本生活在相同的

山水环境之中，并在特定的山水人文环

境下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城市空间特色。

因此，新时代中国历史城市的保护

更新，需要深入认识传统的山水人文智

慧，探寻中国历史城市千百年来生生不

息的密码，并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加以延

续和传承，道器合途、透物见人，从而

使得历史城市保护更新不再是简单的城

市建设行为，而是具有了中华城市文明

薪火相传的历史意义。

本文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规院） 编制的 《永新古城保护更新

规划设计》为依托。该项目领衔专家为

中规院杨保军院长，项目成员包括中规

院名城所王军、余独清、张子涵、李亚

星等。项目编制和后续研究中得到了中

规院张广汉副总规划师、名城所鞠德东

所长、赵霞主任工的悉心指导。此外，

中规院名城所在浙江龙泉、四川宜宾、

阆中、河南登封、陕西韩城、广西柳

州、安徽滁州等历史城市的保护实践为

本文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本文还特别得

到了中规院名城所李亚星、张子涵的帮

助，在此深表谢意！

注释

① 《尚书·禹贡》载：“禹别九州，随山浚

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

高山大川。”

② 但是，近年来韩城修建的芝川大桥，横

亘于司马迁祠与黄河之间，严重破坏了

山——祠——黄河一体的人文胜景。

③ 据笔者统计，永新县从南唐至清朝共考

取进士、举人数量众多，其中宋、明两

朝永新的士子考中进士的多达 170 人，

考中举人的多达62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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