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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针对历史文化村镇历史风貌的保护#引入规划控制与引导的方法
/

首先在对历史文化村镇广泛而深入

调查的基础上#确定了反映历史风貌的导控要素&然后分别对历史文化村镇的布局功能$空间感知$环境容量$

营造方式和新要素介入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控制引导措施&并结合定性$定量$图则和导则等表述方法构建起

历史文化村镇风貌保护的导控体系#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

关键词!历史文化村镇&历史风貌&导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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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村镇风貌及其保护

历史文化村镇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村或镇(

%

)

/

保护

历史文化村镇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风貌已成为社会共识
/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开展的今天#历

史风貌保护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

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保护规划的监管不力$控制性不强$缺少可实

施性等问题#本研究引入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导控体系的方法#建立控制性强#易于操作的基于要素控制

与引导的历史风貌保护体系#有效地保护历史文化村镇的历史风貌不被破坏
/

#

!

历史风貌导控要素的确定

选择哪些能够反映历史文化村镇历史风貌的要素来进行引导与控制是整个导控体系成功的关键#

需要对历史文化村镇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调查研究
/

笔者所在课题组从
#$$G

年开始至今#历时近三年#对

我国南方地区的历史文化村镇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考察了不同地方文化影响下的历史文化村镇的历

史风貌
/

包括广东省的广府村镇$五邑侨乡村镇$客家村镇以及潮汕村镇&湘西土家村寨&黔东南苗寨&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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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控制与引导要素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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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景观格局 历史街巷 传统建筑 环境设施

要素内容

生态景观

地形地貌

村落格局

功能布局

功能更新

游客容量

水体空间

绿化空间

街巷界面

街巷尺度

街坊密度

街巷铺装

街巷节点

!

!

!

建筑分类

院落组合

建筑高度

建筑材料

建筑颜色

建筑装饰

!

!

构筑物

市政设施

店面招牌

信息指示

街道家具

!

!

!

桂交界的侗寨和台湾地区的历史老街$眷村和伊达邵

原住民村落等共计
%B$

多个历史文化村镇
/

在大量实

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历史文化村镇的自身特点和现状

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出保护控制与引导要素计
!

大类#

#!

小类!表
%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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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控方法构建

#/!

!

布局功能导控

历史文化村镇风貌保护的布局功能导控与常规

的城市规划注重对用地指标和性质等方面的总体布

局控制不同#而是结合村镇具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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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在保护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对村镇的整体布局形式进行控制
/

布局功能导控利用对用地布局$功能

布局的规划控制和对历史文化村镇的传统形态进行保护和控制相结合的方法#提出功能更新度和置换

功能更新度的概念#对新增功能和原有形态采用量化指标进行保护!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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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功能更新度
i

新增功能用地面积%!新增用地面积
j

原建设面积"

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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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功能更新度
i

置换功能建筑面积%!原有建筑面积
U

置换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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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感知导控

空间感知导控是通过景观视线和空间感受两种方法#对街巷尺度$院落组合形式和建筑高度进行控

制和引导(

#

)

/

该方法注重人们在村镇中的空间感知#而对由于经济和环境承载力对其造成的影响则作为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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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更新导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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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功能
原有建筑功能

特殊文保 祠堂 一般民居 阁$舫等

零售商业
6 6 7 7

娱乐
6 6 7 7

办公
6 8 8 6

农家乐
6 6 7 6

餐饮
6 6 7 6

展览
7 7 7 6

社区活动
8 7 8 8

社区服务
8 7 8 8

!

注'

6

禁止
8

有条件允许
7

允许

辅助考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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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感受与建筑限高

在通常情况下#建筑限高是指根据特定条件要

求#对建筑高度进行限定
/

例如当城市总体规划有要

求时#应按规划要求限制高度&保护区范围内$风景区

范围内的建筑#市$区中心的临街建筑物#航空港$电

台$电信$当城市总体规划有要求时#应按规划要求限

制高度
/

历史文化村镇的建筑限高属于上述历史文化

保护区内的情况#建筑高度控制主要是考虑原有风貌

的延续和宜人的空间感受
/

历史文化村镇建筑限高的

方法有两个#一是通过视线和空间分析#对重要建筑

和景观节点周边的建筑进行较为精确的控制#二是根

据经验#对建筑高度有一个原则性的控制范围!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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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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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线角度与空间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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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界面与尺度

历史文化村镇街巷界面具有连续性和曲折性的特点
/

连续性指的是街巷中连续的高低错落的建筑

所形成的界面使得空间得以完整的界定
/

曲折性是街巷空间界面的又一特点空间不断地呈现出细微的

收缩$放大或转折#其间结合水井$牌坊等小品形成丰富的空间层次(

D

)

/

根据历史文化村镇街巷界面的上

述特点#在这里提出街巷界面轮廓控制线和连续度的概念#对主要的街巷节点#做出相应的空间分析图

进行控制
/

对于历史文化村镇街道和巷弄的尺度控制#运用高宽比
"

%

@

值来进行街巷尺度控制!图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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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原

义信认为#当街道的宽度与两侧建筑的高度比值
"

%

@i%'B

!

#

时是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空间尺度比

较亲切(

B

)

/

调查研究显示#历史文化村镇内的街巷#高宽比
"

%

@

小于
%

且大于
$'D

#巷弄
"

%

@

小于

$'D/

但是在这种空间中行走#人并不感觉到压抑#反而感觉很舒服#可能是由于街巷并非一条直线#而是

曲曲折折#伴随着高差地形的变化#空间层次非常丰富#人行其间不会感觉枯燥乏味#相反还会激发人们

强烈的好奇心#使得整个过程充满趣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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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容量导控

环境容量#是指某一环境区域内对人类活动造成影响的最大容纳量#本方法借鉴控制性详细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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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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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剖面与界面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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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容量控制的方法(

!

)

#侧重于对历史文化村镇风貌保护控制的延续和稳定#并针对村镇自身的特点和

控制内容#进行相应的侧重和改良
/

环境容量分为自然环境容量和人工环境容量两方面
/

自然环境容量

主要对历史文化村镇自然环境中的建筑密度进行控制&人工环境容量主要对旅游承载力进行控制
/

!

%

"建筑密度控制
/

城市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建筑密度控制主要反映和衡量居住环境的综合指

标#例如绿地$水体和活动空间的多少&历史文化村镇中建筑密度控制的内容则有着很大的不同#重要的

是要反映村镇的历史风貌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

本研究引入郁闭度的概念#根据树林中乔木树冠彼此相接$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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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方式与闭郁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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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方式 背景密林 疏林灌木 疏林草地 草地 林荫广场

郁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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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蔽地面的程度#用十分数表示#以完全

覆盖绿化地面的程度为
%

#历史文化村

镇街坊中的闭郁度一般控制在
$'C

&

\

&

$'!

之间!表
D

"

/

!

#

"承载力控制
/

随着古村古镇游

的兴起#对于历史文化村镇的承载力已经不仅仅指居住人口的问题了#而是要对古村镇旅游环境承载力

的控制
/

对于旅游环境承载力#有的学者定义为'-在某一旅游环境的现有状态和结构组合不发生对当

代人及未来人有坏变化的前提下#在一定时期内旅游地所能承受的旅游活动强度.

(

B

)

/

历史文化村镇旅

游容量确定可以借鉴旅游地容量测定公式#并适当简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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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为村镇旅游环境容量&

X

8

为第
8

个旅游景点容量&

[

8

为第
8

个街巷容量&

C

$

B

为景点或街巷个数&

O

为非活动区接待游客数量
/

为简便起见#也可采取基本空间标准#按古村镇景区的基本空间标准为
#$

O

#

%人#得出当地的旅游环境容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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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方式导控

营造方式导控是对历史建筑的修缮和整治以及新建建筑的风格进行控制和引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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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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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控制图则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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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建筑保护整治的内容包括基础资料收集#确定保护与整治的项目#选择具体模式以及进行建筑高度$

色彩$形式$体量等方面的控制#并鼓励进行适当的艺术加工与创作(

F

)

/

#/,

!

要素介入导控

在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过程中#既要保护村镇内的历史风貌#又要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增加他

们的收入水平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不可避免会引入许多新的功能和要素
/

如何既满足新增功能#又

做到保护村镇传统风貌的延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要素介入导控对这些新增要素进行数量$位置$

色彩和形式等进行规定性和引导性控制#力求能够与历史文化村镇的传统风貌相融合
/

!

!

表述方法研究

本研究在图示化表述方面#采取控规图则和设计导则两种表述方法#在文字性表述控制方面#则采

取定性和定量两种表述方法#详释如下'

$/!

!

图则表述

图则也叫法定图则#是城市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法律效力图解化的直观表现#也是控制性详细规划最

为显著的特征
/

历史文化村镇风貌保护导控体系的图则表述是借鉴城市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法定图

则的方式#将村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风貌控制的内容用定性控制和定量控制的方法#整合到图则中进行

系统表达
/

本研究的村镇历史风貌保护与控制的图则表述内容与城市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图则不同#它

不是以地块为控制单位的控规图则#将历史文化村镇的图则落实到整体景观环境和具体的建筑单体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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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通过控制图则的图示化表达#达到更清晰和准确的对历史文化村镇进行控制和管理的目的
/

本研究将图则分为-景观控制体系.和-建造控制体系.两个层次#前者侧重对历史文化村镇的整体

景观环境和旅游路线等宏观要素内容的控制
/

后者除了控制更新强度之外#还侧重于对空间布局控制$

建筑建造$街巷界面控制等较为微观的要素#相当于分图则的作用!图
D

"

/

$/"

!

导则表述

本研究将城市设计导则的形式引入到历史文化村镇风貌保护导控体系中#希望能对历史文化村镇

的风貌延续和保护起到积极作用
/

历史文化村镇风貌保护导控体系的导则表述根据历史文化村镇风貌

保护的特点#对反映历史文化村镇历史风貌$地方特色和传统文化的整体格局$聚落肌理$建筑韵律$形

式和语汇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然后抽象成导则语言#以文字条款的形式表达对村镇风貌保护和控制
/

主

要内容包括院落组合$街巷节点$街巷铺装$建筑材料$建筑颜色$建筑装饰$构筑物$市政设施$店面招

牌$信息指示$街道家具!图
!

"

/

针对目前历史文化村镇主要存在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和新建建筑

缺乏控制引导#从而破坏了村镇的传统历史风貌的问题#历史文化村镇风貌保护导控体系导则分为-规

定性.和-引导性.两种导则表述形式#规定性导则对需要保护的要素进行规定性控制#使其延续原有历

史风貌&引导性导则对需要更新和新建要素进行引导性控制#使其能够与村镇整体风貌相协调(

#

)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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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设计导则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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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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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风貌保护导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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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表述

定性表述是用语言描述的形式揭示研

究对象特征的信息分析及处理的方法
/

由

于在历史文化村镇历史风貌保护中强调保

护$延续与协调的特殊性#有许多因素是不

能以数量的形式来表达的#需要尽可能的

用详尽的文字描述来控制与引导#即必须

引入定性表述的方法
/

通过定性描述#对历

史风貌要素从控制原则$控制要求和控制

形式等方面提出具体的保护方法
/

本研究

对历史文化村镇风貌保护的定性表述方法

采取三级定性控制分类
/

$/$

!

定量表述

定量表述就是将问题与现象用数量来表示的方法
/

在城市规划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其他控制性规

划中#许多指标如'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都是以数量的形式来表述#进而实现对规划目标的精确

控制
/

在历史文化村镇风貌保护导控体系的表述方法中#定量表述是前面几种表述方法的补充#因为对

于历史文化村镇历史风貌的保护#能够进行定量表述的要素并不多
/

定量控制能有效地对可用数值衡量

的要素#如控制范围$环境容量等内容进行更为精确的控制
/

本研究根据定量表述的强度#结合历史文化

表
$

!

要素导控保护分类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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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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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小类 描述方法 级别 图示方法 分类 导控方法

景观格局

生态景观 定量 刚性 图则控制 总图则 环境容量导控

地形地貌 定量 刚性 图则控制 总图则 环境容量导控

村落格局 定性 二级 图则控制 总图则 布局功能导控

功能布局 定性 二级 图则控制 分图则 布局功能导控

功能更新 定量 弹性 图则控制 分图则 布局功能导控

游客容量 定量 弹性 图则控制 总图则 环境容量导控

水体空间 定量 刚性 图则控制 分图则 环境容量导控

绿化空间 定量 刚性 图则控制 分图则 环境容量导控

历史街巷

街巷界面 定性 二级 图则控制 分图则 空间感知导控

街巷尺度 定量 刚性 图则控制 分图则 空间感知导控

街巷铺装 定性 二级 导则控制 规定性 营造方式导控

街巷节点 定性 二级 导则控制 引导性 空间感知导控

街坊密度 定量 刚性 图则控制 分图则 环境容量导控

传统建筑

建筑分类 定性 一$二级 图则控制 分图则 营造方式导控

院落组合 定性 一$二级 导则控制 引导性 空间感知导控

建筑高度 定量 刚性 图则控制 分图则 空间感知导控

建筑材料 定性 一$二级 导则控制 规定性 营造方式导控

建筑颜色 定性 一$二级 导则控制 规定性 营造方式导控

建筑装饰 定性 一$二级 导则控制 规定性 营造方式导控

环境设施

构筑物 定性 二级 导则控制 引导性 营造方式导控

市政设施 定性 三级 导则控制 引导性 要素介入导控

店面招牌 定性 三级 导则控制 引导性 要素介入导控

信息指示 定性 三级 导则控制 引导性 要素介入导控

街道家具 定性 三级 导则控制 引导性 要素介入导控

村镇风貌保护的特点#采用弹性定

量表述控制和刚性定量表述控制

两种方式
/

其中弹性表述方法是强

调发展变化和对未来的适应性#刚

性表述方法则强调的是保护控制

的不妥协性
/

综上所述#导控保护方法借助

控制与引导思路#运用布局功能导

控$空间感知导控$环境容量导控$

营造方式导控和要素介入导控五

种导控方法#结合定性表述$定量

表述$图则表述和导则表述四种表

述方法#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实现历

史文化村镇保护策略上的技术突

破#由此构建起历史文化村镇风貌

保护的导控体系!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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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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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控保护分类汇总

保护控制与引导方法中#针对

不同要素所适应的表述方法$图示

方法$级别分类和导控方法进行分

类汇总#如表
!/

B

!

结
!

语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工作纷繁

复杂#涉及面广
/

尤其是对村镇历

史风貌的保护是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既要处理好村镇经济发展与历史风貌保护的关系问题#还要满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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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群众改善生活和居住条件的合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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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保护和延续历史文化村镇风貌为前提#初步构建起

一套导控保护方法#该方法有分层次控制和较强的适应性两个基本特点#但还需要在实践工作中引进参

与式设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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