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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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灾害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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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带来工程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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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溉古镇是重庆市居于长江上游的历史文化名镇，2008年底，人选了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松溉古镇历史上因“水码头”的物资转换而得到规模发展。
其独特的山水和城镇的构成关系，形成“一品古镇，十里老街，百年风云，千载文脉，万里长江”的
人居环境特色。
松溉建镇历史悠久，镇史辉煌，律动的建筑遗存、优美的自然景观、丰富的人文遗址以及独特的码头
文化奠定了古镇的历史价值和今天的旅游发展地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书介绍了松溉古镇名字的由来、区域、沿革、经济、人口以及其城镇体系的基本概况，从山水格局
、空间布局、街巷肌理及环境景观等方面来解析古镇形态，在建筑特色、装饰艺术等方面进行深入调
查研究，展示松溉古镇独特的社会文化习俗，并提出古镇的保护与旅游发展策略，对古镇保护规划及
其建设、旅游发展等方面做了可借鉴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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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景观、人
文艺术等相关专业人员、教生阅读和研究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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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庙，黑白相间的民居，朴素淡雅的园林”，这是我们
的祖先在建筑装饰上表现出来的中国传统建筑特有的装饰风格，他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建筑遗
产，可谓建筑与美术的完美结合。
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象征着人们的美好愿望，反映了古代宫殿、民居、园林、桥梁、石窟、祠堂、庙宇
等的等级制度，它得益于民间美术，默默地向今天的人们展示着昨天的滋养，它的延续依赖于构件本
身的辉煌。
　　我国长江流域森林资源丰富，木材成了建筑的主要材料。
先民们在长期的营造过程中，慢慢地掌握了木材加工的技能，渐渐地形成木骨架大屋顶的建筑风格，
木结构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载体。
在木构件上油漆本是为了保护木材，木构件下加石础是为了隔湿，渐渐地，它们演变成彩画和雕刻。
为了便于糊纸的菱花窗格演变出成百上千的图案。
门钉，本是一种构件，古代的版门，用钉子连接木板，再在铁钉上加盖帽防止雨水腐蚀，后来门被改
造，不再需要门钉这种构件了，但门钉作为一种装饰被保存了下来。
为了避免雨水沿钉孔渗入腐蚀木结构，在钉头上加一盖帽，这种盖帽经过加工演变为各种小兽。
汉时，瓦当由原来的半瓦当演进为圆瓦当，其功能是提高瓦头的束水效果。
大部分瓦当没有华丽色彩，全是灰色，质地粗糙，但在大片的白墙黑瓦之间，整齐的椽头上千百个瓦
当连成一串灰色链珠，极富装饰性，因此瓦当也成为一种装饰品。
　　松溉古镇紧邻长江，拥有极具地方特色的建筑装饰，如祠堂建筑装饰和其他地区此类建筑装饰主
要表现神话传说、历史典故不同，有较强的生活气息，特别是与渔业有关的生活场景。
例如，陈家祠堂的墙饰就是以表现渔业生活为主（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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