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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中国的山地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67％，山地城镇约占全国城镇总数的50
％。
山地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水能、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
山地区域是多民族的聚居地，是人类聚居文化多样化的蕴藏地。
同时，山区是地形地貌复杂、生态环境敏感、工程和地质灾害频发的地区。
我国近30多年的城镇化发展，在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对土地资源节约、生态环境维育、地
域文化延续等方面产生了较多的负面影响。
这种影响所产生的破坏作用正逐步从平原地区向山地区域扩展。
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城乡建设事业，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国策。
因此，在山地城市规划和建设活动中，重视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尤为重要。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在城市（镇）地区走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的道路，
是促进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必然选择；其二，东部、中部、西部不同经济发展的梯度背景，必须采取
因地域资源、文化特点、基础积累的不同而相异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我国西南地区是典型的山地区域，具有人口集聚、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富、生态环境敏感、工程建设复
杂、山水景观独特等特点，亟待开展山地城市（镇）规划适应性理论与实验研究。
　　城镇化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在山地区域尤其突出。
由于不顾地形和环境条件而进行的“破坏性”建设，致使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危
害，影响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山地区域的生态平衡被破坏、水土不保，造成中、下游平原地区江河断流或洪灾泛滥。
城镇化伴生的人口集聚和大规模工程建设，致使山地自然灾害和T程灾害频发。
现代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浅薄化，使山地丰富的地域文化、传统聚居形态、地方技术等丧失。
山地城市（镇）建设明显照搬平原城市的做法，不仅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浪费，而且带来T程质量安全
方面的隐患。
长期以来，西南地区城市规划理论和技术研究方面比较薄弱，使得城市建设缺乏适应性的理论指导。
　　西南山地特殊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构成，确定了它在我国整体城市（镇）化发展中的重要位置，体
现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价值。
研究西南山地城市（镇）规划的适应性理论，不仅是指导西南地区理论建设和城市建设工作的需要，
而且是我国城市（镇）化理论体系整体发展的需要。
西南地区的城市建设，在历史上大多反映了尊重自然、适应环境发展的城市建设思想和地方建筑学的
技术方法。
西南地域独特的城市和建筑形态，与山水环境浑然一体的建筑格局，以及孕育其中的人文内涵和生活
风貌，形成了我国山地城市与建筑的特殊的文化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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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龚滩古镇曾经是重庆市20个首批受保护的历史文化名镇之首的古镇，因为古镇独特的山水环境而闻名
。
古镇居于乌江天险的中段，山、水、建筑融为一体，历史上完全因水陆的物资转换而发展，后因水运
的衰落而失去繁荣的基础条件。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从山地人居环境学的研究角度，对酉阳县龚滩古镇的保护与发展以及对古镇建筑
与装饰艺术进行研究。
通过对古镇建成环境、古镇的规划与发展以及传统建筑空间形态等几方面的剖析与论述，将山地环境
、城镇形态、建筑空间纳为一体进行讨论，力求把握该类型山地小城镇的演变规律及其在新的经济、
文化、城镇聚居形态下的建筑学构成价值和文化发展价值，以期对古镇的保护与发展起到借鉴与指导
的意义。
    本书适用于城市管理工作者、研究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建筑学、城市规划、室内设计、环
境景观、人文艺术等专业师生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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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2．4特色风貌区的整治　　龚滩古镇地处两山相夹谷地，乌江由南向北贯穿谷中，由于这种特
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不拘一格的土家族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组群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构成了非
常和谐的自然人文景观。
　　古镇组群的空间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大量的“一般性建筑”，它起着舞台衬景的作用，
具有重复、平淡、朴素的特征，是组群中的灰色调，如成片的住宅、一般性的公建以及传统的街巷等
；第二部分是组群中的重点建筑物，起着组群空间的构图中心、空问标志及限定范围的作用，如大型
公建（川主庙、董家祠堂）、人T地标（过桥不见桥、周家桥、夫妻桥、第一关）等。
这些重点建筑物在组群中具有独特的形象，在整个组群的轮廓线的较高层面上，以碧水、青山、灰调
子的民居为背景，突出其稳重的气质。
　　土家族人在营建家园时，不但从功能、经济等因素出发，而且还注入了朴素的美学观点。
他们总是选择优美的环境作为建设用地，将环境视为一个广阔、开敞的空间，这个空间（由乌江与凤
凰山脉界定）为建筑组群提供了背景，限定了范围。
　　5．3古镇旅游发展与建设　　古镇的意味在于“古”字，山水古、建筑古、民风古，它虽然没有
黄山、漓江的险峻和秀美，也没有故宫、长城的宏伟与壮观，不会让人狂喜和激动，但是它能让人领
略到一种历史文化氛围，感受到自然谐趣和静谧、淳朴的风情。
巴山渝水孕育了重庆这座具有3 0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同时也孕育了众多的古镇。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镇，2001年重庆市评选出十大历史文化名镇（古镇）和街区。
这些古镇（街区）保存较好，自然景观优美、历史悠久，具有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旅游
吸引性很强，龚滩古镇正是其中一个亟待抢救的传统风貌古镇。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龚滩古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