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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有一句俗话：“当我们拥有一样东西时往往不懂得珍惜，一旦失去才会觉得它异常珍贵。
”有的东西可以失而复得，而有的东西是失不再来了，徽州古村落就是这样一种失而不再来的历史文
化遗产。
徽州古村落的形态和布局虽各不相同，但其始终是以人居的舒适和趋吉的角度来进行建设，使人工建
设与山水自然环境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其虚实相生的空间构成、和谐统一的生态环境，以及对自然资源和当地材料有效的选择利用都是构成
古村落人居环境美的整体因素。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并特别指出要“
搞好乡村建设规划”，使村镇建设逐步达到布局合理、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环境整洁，从根本上解
决农村的脏乱差问题，这为一直缺乏资金的徽州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然而，近年来逐渐兴起的乡村旅游热则为当地政府对徽州古村落的开发提供了动力，这也为徽州古村
落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何在保护与开发之间找到平衡，如何让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为当代人服务的同时让子孙后代也能
享受，作者希望通过徽州古村落一个保存相对完好的个案——理坑古村落作为研究对象来寻找一些答
案。
　　理坑古村落具有极富个性的徽州地域文化特色，从它的产生、发展演变到成熟传延，与它所处的
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息息相关。
其在封建乡土社会中产生的宇宙观念、思维方法、表达方式都刻有当时的经济状况、社会关系和日常
生活需要的烙印。
通过对理坑古村落人居环境形成的影响因素、典型景观、空间环境构成及其特征、外部空间行为及景
观意象等几个主要方面的分析，描绘出其所处自然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其目的不是为
了回复到昨天，而是为了让今天的我们对其产生更新的理解和认识，树立科学、动态的保护观去保护
和发展理坑古村落及其更多的徽州古村落的人居环境，避免过度的旅游开发导致古村落文化主体的转
移和失落，从而使古村落失去“活力”。
由以前的单一的专业保护走向综合保护、注重对历史建筑的保护走向对历史环境的保护，从而使徽州
古村落的历史留存价值得以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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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坑古村落人居环境研究》以徽州古村落的人居环境与历史文化背景为基础，结合史料记载与
现场调查，对已作为徽州古村落的扩展项目被列为国家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婺源县理坑村展开人
居环境各方面的分析研究。
　　《理坑古村落人居环境研究》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从徽州的社会历史变迁出发，重新认识徽州古村落的演变历程，以及徽州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
现状。
第二章通过对现场调查成果及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对理坑古村落人居环境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及其“
规划”特色予以阐述和总结。
第三章系统地分析了理坑古村落人居环境生成发展的影响因素。
第四章从构成理坑古村落人居环境的水口园林景观、街巷景观、建筑景观和溪流景观四个主要方面来
分析其景观特质。
第五章通过对理坑古村落物质空间构成及其外部物质空间的形态特征的分析，在物质空间的层面上展
现空间组织的规律。
第六章通过对理坑古村落中各类行为活动的分析，揭示人的行为在古村落外部空间中的分布规律；依
据不同的人对理坑古村落景观的感受、体验，分析主观认识下理坑古村落的景观意象。
第七章通过对理坑古村落保护与发展面临的冲突和当前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理论的分析，提出理坑古村
落保护与发展措施。
第八章通过对目前徽州古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的实例和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有关理论的分析，提出徽
州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模式。
　　《理坑古村落人居环境研究》可供从事古村落及园林建筑等相关方面研究的科研人员与学生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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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过对西递、宏村、渔梁和许村等徽州古村落的保护规划的实例分析，可以看出地域环境极其相
似的徽州古村落采用类同的规划指导思想、原则和方法。
　　8.3.1 徽州古村落保护规划指导思想　　（1）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科学管理
”的古村落保护指导思想。
　　（2）遵循“整体保护”指导思想。
保护古村落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建筑价值、艺术价值等，以及形成村落格局的整体环境价值。
　　（3）遵循“积极保护”指导思想。
制定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和手段，采取积极保护的方法，在保护历史文化地区的同时，注意保持村落
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保持原有社区结构的稳定和历史文脉的延续。
　　（4）遵循“可持续发展”指导思想。
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保护与发展相辅相成。
　　8.3.2 徽州古村落保护规划原则　　8.3.2.1 真实性、整体性、完整性的原则　　古村落是一个完整
的、最基本的居住单元。
是以居住为主要功能、以家族为纽带的聚落，它的祠堂、牌坊、社屋、亭廊以及它的自然山水环境等
等都是村落构成的最主要的要素，因此古村落保护规划首先要从保护它的整体环境以及构成古村落环
境的各个要素的外貌特征人手。
　　8.3.2.2 动态保护的原则　　古村落曾经是、现在以及今后仍是以居住为主要功能的历史文化村落
，因此古村落的保护不是迁出居民实施静态保护，而是以古村落为实体环境、以居民生活为主的社区
环境，因此规划保护物质实体环境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保持社区的稳定和居民生活的正常秩序，在保
持古村落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同时，保证村民居住环境的改善和居住水平的提高，在动态变化中寻求古
村落保护的最佳途径。
　　8.3.2.3 公众参与的原则　　古村落是历史遗留的、由村民祖上传下来的遗产，大多为私人房产，
因此寻求古村落保护的最佳方法就是寻求全体村民的理解和积极参与，由全社会各个阶层、古建筑产
权所有者共同努力，以主人的姿态参与保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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