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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历史是一部迁徙的历史。
无论是本能的驱使还是梦想的指引，在辽远的土地上总有一些合适的地方会留住人的脚步。
丽江坝子便是横断山脉崇山峻岭间众多坝子中综合条件较为优越的一个，这里的自然条件给人们的驻
扎、聚居、繁衍并形成具有较大辐射力的聚落提供了可能。

本书通过对丽江这一文化积淀富饶的人类聚落的建构历史和方法的叙述，试图展示不同的力量在聚落
环境建构上的争拗、博弈、协调与共生，以及丽江景观之所以如此的政治、文化与技术原因。
作者强调聚落物质环境的“建构”是另一种文化行为，因而聚落的环境形态、环境要素的布局不可避
免地是与建构者认同的文化理想社会秩序密切相关。
作者利用各种文献、调查资料并结合现场体验展开对该系统建构及相应的社会秩序建构的叙述。

对侧重于城市生活的技术性理解的城市管理者和各类专业人员，这可以是一个导向更深入思考的敲门
砖。

对于有文化探索兴趣的旅游者，则可以拿来“按图索骥”，使自己在丽江的逗留更加丰满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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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鲁民，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长期进行中国传统建构文化与理论的发掘、研究与实践
，已出版著述多部，致力于推动更大范围的具有中国特色建构活动的研究与实践的开展。
 吕诗佳，深圳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规划师，长期从事城市规划研究与设计工作，曾参与和主
持多项传统聚落保护与利用规划，关注我国快速城市化和转型发展期规划实践的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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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新城市中具有主导意义的行政机构和其他环境元素避开老城另辟新境，意味着古
城一定程度的边缘化。
可正是如此才减少了新式的构建物插入老城的机会，不过这并不是说在大研古城区就没有新的建设，
特别是流官府城一区，那些原本的行政和礼仪空间，由于土地权属的公共性，自然成为了植入新建筑
和新功能的最方便的场所。
一些新的区别于传统环境的建筑出现在这些场合，使流官府城一区在格局和形象上开始与传统的城市
格局相疏离。
好在，这些地方在一定程度上离开四方街，所以那些更具中心性的传统城市的主导部分的空间结构基
本上得以维持。
 新城不断发展，老城区内的城市级甚至是区域级的设施逐渐撤离，造成了传统城区的一定程度的“空
洞化”。
失去了高等级的设施的支持，大研的规格渐次下降，逐渐地，它不再是地域中心空间的主体，转而成
为了新丽江城的一个处于边缘位置的片区。
这个片区与其他建成区在格局上、样式上、风格上都是非连续的，甚至可以说是断裂的。
明确的差异与断裂的存在，使许多人愿意把它设想为一个独立的空间系统。
 虽然大研粗看去仍然保持着昨日的面貌，但它毕竟不是昨日的大研。
深人街巷的电线杆，深人家户的有线广播以及十年动乱时在街头喧闹的高音喇叭，虽然细微，却也扎
扎实实地实现着大研整体景观的现代化。
 1980年代，人们在狮子山顶竖起了钢铁制作的电视转播塔，至高的地位使它立刻成为大研天际线的支
撑元素【图37】。
电视塔的选址，放在狮子山北部，避开了与木府直接对照，从而减小了对木府的干扰。
电视塔的全新的结构、造型和材料的确与古城风貌难以契合，不可避免地给古城风貌带来负面影响。
不过，那些功能单一的形式上缺委与文化和历史深度关联的建构，如果不能成为日常生活展开框架的
有机部分，那它在观念中就很容易被搁置，可以较为方便地将其从整体环境中剥离出来，不将其视为
城市环境的自然的关联性构成。
虽然它们就在那儿，人们的眼睛避不开它，但在对整体环境思考时，却很容易将之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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