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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的蔓延，传统城镇的

地域性文化面临巨大考验，许多历史城镇面临环境被严重破

坏、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地域文脉丧失等问题。为了避免城

镇文化趋同现象、地域文化多样性的消亡及历史建筑单一化

等发展趋势，对于历史城镇的保护迫在眉睫。本文将以杭州

市三墩镇为例，从文化景观角度分析，对三墩镇的地理条件、

历史脉络及人文景观等要素进行梳理，挖掘出当地文化的历

史演变规律，再推导出内在的文化景观要点，从物质层面和

文化层面具体探讨相应的保护措施。

一、文化景观的地域性初探

1、文化景观概念

文化景观是一种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而衍生出的对遗产保

护的新型概念，也是遗产类型的新兴体现。文化景观被正式

归于文化遗产是在《世界遗产公约》中（1992 年由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颁布），被定义为：“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它

表现出人性的自然和其所显示出来的人文性，也是人类实现

某种文化需要的，有意识利用自然所创造的文人景象。”文

化景观作为地方情感与文化保护的重要载体，通常以特定地

方人们生活环境和人文思想的变迁为依据。通过人与自然的

互动关系，打破了传统遗产体系中物质与非物质的界限，将

文化要素中的产业文化、人居文化、历史文化与物质世界中

的自然环境、建构筑物相融合，使遗产保护脱离原有的传统

思维，展现更符合自然景观和人文保护发展的新思维。

2、文化景观的发展历史

“文化景观”概念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施吕特尔提出，

用以强调文化是造成人类现象地域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即文

化决定论。这就是后来被引用的人文地理学的范畴，1925 年，

美国地理学家索尔在著作《景观的形态》中提出“通过观察

地面景色来研究地理特征，通过文化景观的观察来研究文化

地理。”在“文化景观”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提出后，国

际上大量的遗产保护组织及相关学者对该领域产生了广泛兴

趣，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实践。美国国家公园局（NPS）1996

年出台的《内政部历史遗产保护管理措施标准——文化景观

实施导则》一文中，具体区分了四种文化景观类型，分别为：

历史设计景观，历史乡土景观，历史场所和人类学景观，从

中衍生了许多新的分析方法，世界各地开始尝试结合本国自

身的文化特点与文化景观，研究归纳出适合自己本地区的文

化景观保护方式。

3、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即传统文化的延伸和发展，是某一地区的人文

形态，富有独特的人文魅力，是该区域内的传承发挥作用的

文化传统衍生，是带有本土符号的文化烙印的。地域文化包

括了当地的自然景观及文化，比如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水文

等自然因素，而人为产生的物质，比如桥、墩，再由此延伸

出桥文化、商贸文化等人文形态。所以保护地域文化是传承

文化多样性的途径，是促进文化发展的体现。

二、历史城镇文化景观的保护方法

历史城镇文化景观的保护，是一项历史赋予的任务，更

是一个需要持续不断，传承创新的过程。随着各种新理念、

新方法的不断出现，其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也在产生本质的

变化，主要表现在：从对区域的某一文化遗产的保护，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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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整个城镇的保护，范围在

不断扩大，研究的对象也从

单纯的物质保护，到对当地

文化、人居生活方式的保护

更新。对历史城镇文化景观

的保护方式主要围绕着物质

层面与文化价值的内容，两

者的保护需兼备，但方法不

同，对于物质的保护是文化

价值保护的前提。从古至今，

已有大量的学者对此作出研

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研究，

以下将从物质与文化的角度

分别概述。

1、物质景观的保护

物质景观的保护主要涵盖了当地的建筑、景观等元素。

从建筑角度分析，在《威尼斯宪章》（1964 年 ICOMOS 第二

届会议）中提出“必须利用一些科学技术保护与修复文物”，

要求要保护文物建筑的全部历史信息，并且要保证集体的和

谐一致。同时，在宪章中也解释了物质与环境的关系；随后，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通过“保护”、“修复”、“恢复”、“重

建”四点来针对建筑的物质层面作出规范；在此基础上，后

续的理论对此进行了补充，如在《历史保护：建成环境的监

管》提出了“重构”“复制”“转换”的观点，强调了建筑

需要适应新的功能和使用要求的理念；从环境角度概述，《佛

罗伦萨宪章》中又提出对原有生态环境的保护及后续的维护

的标准等观点，度值得深刻领会。

2、文化价值的保护

文化价值的保护是一种精神文化的体现，体现在人们的

思维形态、生活方式中。对于文化价值系统的保护需要梳理

当地的历史文脉，人文习惯，在对当地的文化有了充分的了

解后，制定相对应的方案。文化价值的保护是一种动态的发展，

是以人生活的痕迹为依据，使这种形态传承或发扬。

对文化价值的保护首先是对当地文化的充分了解。根据

众多的保护理论，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当地的实地

考察，当地居民的访谈和最后的研究总结构成。

其次是对保护方案的构思，可以结合当地的环境与人文

入手，找到区域内的形态、形象特征，针对性的提出方案。

最后是实施与传承。在方案实施中，要尊重当地的传统

观念，结合当地的特色，考虑到未来的维护与延续，更好地

体现保护的效果。

三、水网上的城镇——三墩镇文化景观要素分析

1、三墩镇的区域背景及发展过程

三墩镇坐落于杭州市西湖区，是杭州西北部的中心城镇，

也是西湖区内最大的乡镇。三墩镇充满着传统与现代融汇的

韵味。作为大城西示范区的核心，三墩镇集合了电子、医药、

通讯及高校科研等高新技术产业，但同时历史脉络也十分悠

久。两千多年以来，这座水乡古镇有着悠久的文化底蕴。以

下将从三墩镇的地形地貌、历史文脉入手，从桥文化、人居

文化（水利文化、船民文化）、商贸文化三个方面，简单归

纳三墩镇的文化景观。

2、地理演变模式——由环境到人文

三墩镇地理位置优越，“水”是主要特色之一。天目山

脉之水贯穿全镇，河网纵横，水系发达，有较为完善的水陆

交通系统，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傍水而生，“灯彩墩、

文星墩、水月墩”这三个与水结缘，因水而起的土墩构成的

名字，也渐渐在这个河港纵横、水系繁茂的小镇有了不一样

的名号——“三墩”——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极具江南婉

约风格的三墩镇——这个从水系中衍生出来的地域文化的代

表。

3、桥文化与河埠文化

桥梁连通了河流两岸，也联通和两岸的传承，历史的传

承又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特定意义的文化元素。三墩镇的桥文

化就是这种历史传承的体现——桥以石桥为最多，样式各异、

富有创意，有开字桥、板桥、国字桥、月形桥等，其中有广

为流传的民俗故事，承载了带有独特的地域桥文化的底蕴。

这些以梁式为主的桥梁，间而也有拱桥，相得益彰，从这些

古桥的名字，就已经透露出浓浓的地方文化密码。比如与帝

王文化相关的文星桥、武星桥；与宗教相关的观音桥、永兴桥；

与当地家族相关的东蒋桥、杨家桥等等。从三墩的桥，联想

到三墩的河埠——三墩的河埠也是具有深厚的地方文化特色

的，河埠是古镇连接古今的经济文化的纽带和载体，是一种

无声的文化符号，既承载着悠远的过往也装饰着恬静的当下，

成为三墩联系外埠的文化纽带之一，“河埠头”也渐渐演变

为依河而建的商业街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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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与商贸——三墩五里塘集镇

三墩号称“武林门外半边天”，素有小上海之称，清末

民国位列杭州四大名镇之列，商业十分繁荣。五里塘集镇沿

三墩港和五里塘河两岸展开。沿河从东至西可以分为居住、

商贸、货运三个区。三墩镇的庙会和灯会都非常有名，是当

地商贸发展的起源。以三墩庙为核心，商贸区向南、向西线

性展开，与沿五里塘河的商贸空间连接。五里塘河沿岸分布

了众多河埠头，促进了人流的聚集，从而形成了贸易集市。

四、如何保护——文化与场景的碰撞

通过梳理当地具有地域性的文化要素构成，结合以往的

文化景观保护方案，可以针对性地提出对三墩镇文化景观的

保护方式。三墩镇凭借着特殊地理形态和古今文化元素的交

融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同样也赋予我们以保护性的眼

光重新审视三墩文化现象，将现代文化要素融入历史空间，

将非物质载体展现于现代人文社会中，达到综合保护和增值

传承的目的。同时，要避免对保护与发展割裂的情况，应同

时纳入非物质文化要素即人的活动及思想的传承保护，形成

新的文化景观保护发展的方法。

对于三墩镇的文化景观的保护在于对文化与环境的整体

性保存与延续，在于“有形”与“无形”的整体性保护。整

体性绝不应仅只局限于“有形”的物质空间层面，更是要对“无

形”的文化层面的保护。文化层面的保护是与其所在地的地

理自然、人文历史之间的关系。

1、“有形”的保护——整体风格的延续

物质层面的保护主要是以恢复整体格局与自然环境的关

系为主。首先要把握住宏观的城镇布局，包括三墩的整体形

态与当地的地形地貌之间的联系。要了解当地的历史城镇布

局，再去进行相应的环境处理。关注三墩镇城镇街巷的历史

演变过程，关注河道、街巷与建筑的关系，通过现场调研绘

图方式，将三墩镇的河网，桥，商贸在图上标注出来，再次

梳理，感受其历史的空间位置与营造方式，为之后的整体复

原打下基础。其次是对城镇街巷的探究。在缩小尺度后，通

过对街巷、河道的分析，使历史格局演变倒退，从而探究到

人们在传统场所中的生活方式。比如，通过分析能发现，三

墩镇的商业空间以三墩庙为核心，并向南、向西线性展开，

与沿五里塘河的商贸空间连接，贯穿整个场所。由此，梳理

格局，为后续的保护方案找到支持。最后是微观的落实。要

保证场所内传统建筑的原有风貌，加以稳固和复原。并通过

宏观和中观的分析，掌握研究对象在当地的历史演变规律及

构成要素。由整体到细节，形成环境与空间上的连续，对建

筑的形式、风格、颜色等加以分析，使建筑保持原有形态的

同时保证城镇整体面貌的统一，最终高效地复原整体风貌。

2、“无形”的保护——文化内涵的生动诠释

没有具体形态的文化，需要通过“物化”的方式体现其

价值。对于三墩镇的傍水而居的特点，从历史记录、人们的

生活着手，围绕其特定的文化脉络、物质特色和发展规律，

把握住矛盾点，进而研究合适的保护方法。结合本文的第二

节内容，主要方式为挖掘、提出方案、宣传表达三方面：

首先是当地文化的挖掘。本文第三节中具体说明了三墩

镇的文化景观要素，围绕着“水”而产生的密布的河网衍生

出的桥文化、河埠文化、商贸文化等，由此体现，“水”元

素在其文化中的重要性。因此在对当地文化进行恢复与传承

中，要凸显其重要性。通过对古籍、地方志的研究，对当地

居民的走访调查，通过规律的分析、影响因素的总结，得出

当地的文化景观要点。

其次是提出保护的具体方案。对于不同形态的文化提出

不同的解决方案。对当地的古桥、河埠等带有人们日常生活

痕迹的文化载体要进行物质修复；对商贸活动区、集市等动

态活动区域，进行场景的复原；对于宗祠、庙宇等带有纪念

性的建筑，要延续其传统功能。

最后是进行文化宣传。要延续当地文化，需要让更多人

了解当地文化。可以通过在一些在传统建筑或重要节中设立

标识标语，聚会、集市等方式对当地的文化进行宣传。还可

以通过对附近的学校进行当地历史文脉的讲座，让历史通过

教育的方式得以再现。

五、小结

随着人们对非物质遗产的关注，越来越多专家学者开始

研究文化景观，并出现了富有价值的学术记录。通过回顾国

内外的文化景观、历史城镇保护的理论，再到对三墩镇文化

景观要点的梳理，找到内在推动因素，即因水而生的文化景

观。最后，在对三墩镇的历史演进规律和影响因素的分析后，

对如何构建适宜性的保护方法进行探讨，并提出思路与方案。

综上所述，历史城镇的保护，需要对文化景观的挖掘，根据

当地的自身条件，因地制宜，对于场所保护与文化发展的关

键点进行分析，通过不同渠道的调查整理，使最终的保护方

案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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