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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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6，山地城镇约占全国城镇总数
的5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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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上看，西南区域资源丰富、人文荟萃、人居环境形态独特。
2000年后，西南城镇密集地区城镇化的进程加快，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城镇化水平在2006年达到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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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是人居环境建设的基本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
本书运用“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秉持“融贯学科”的系统理论观，探索古镇保护研究的地域
时空视角与理论方法。
研究立足于城市规划学科，以巴蜀古镇为课题对象，在古镇保护历程回顾的基础上，从历时与共时角
度分析了古镇保护导向，并对古镇保护的总体策略、技术方法与制度环境进行了展开研究，意图探索
并建构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适应性保护的基本理论。
    本书可供城市规划、建筑学、历史学、城市社会学、文化地理学等研究、设计及管理人员参考，也
可供相关专业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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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历史文化悠久，拥有数量庞大的历史文化城镇。
古镇作为一种传统聚居形式，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
但与历史城市和历史街区相比，古镇因地处偏远，规模相对较小且经济文化落后，保护成本较高，社
会关注程度较低，古镇保护研究工作尚未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起来。
对古镇正式展开保护工作，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这在时间上滞后于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
保护单位的保护进程。
1986年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时提出了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概念，强调对于文物古迹比较
集中或能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予以保护。
这是我国在官方文件中首次提到了将历史小城镇纳入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概念范畴。
2002年，在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又明确指出：“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
大历史价值或者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
历史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使我国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被正式纳入法制化轨道。
2003年、2005年、2007年和2008年，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先后联合公布了四批共计251个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村），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村镇保护体系与保护制度基本建立。
　　2）国内外历史城镇遗产保护的相关理论研究　　历史小城镇属于广义的历史文化遗产范畴，其
保护研究目前尚未构建起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从属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总体理论框架。
关于古镇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从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成果中获得一
些基本认识。
　　（1）遗产保护规划体系研究　　该领域一直是历史文化遗产的主要研究方向，其研究成果也最
为丰富和成熟。
在我国，遗产保护的理论体系是随着多层次的遗产保护体系建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从整个遗产保护理论体系来看，有从遗产保护与发展的角度人手，探讨二者辩证关系的；有从城市规
划与城市设计的物质视角人手，对遗产保护原则进行深入研究的；有从遗产保护的实践与技术角度出
发，系统地对遗产保护的内容方法进行归纳总结的；另外还有从西方引介先进遗产保护经验的。
包括吴良镛、阮仪三、王景慧、张松、周俭、段进、季松、王海宁、俞孔坚、李伟、李迪华、赵勇等
在内的很多学者在这些研究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目前，这些保护理论在我国的丽江、平遥、江南古镇群、徽派古镇群等典型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
中已得到了全面地运用，并在保护效果的反馈中被不断地修正、充实和完善。
（2）遗产适应性再利用研究这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是建筑遗产保
护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西方，对老建筑的适应性改造早在遗产保护概念建立起来时已被人们所自发运用。
1964年美国景观大师劳伦斯·哈普林首次提出建筑再循环理论，引发了建筑再利用的广泛研讨。
此后，意大利的卡罗、斯帕卡等人致力于历史建筑再利用的大量实践，促进了对再利用理论的进一步
研究。
70年代中期，再利用理论在欧美国家逐渐成型，并成为西方国家延续至今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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