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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图式语言是揭示公共空间由景观要素、
 

空间单元到空间组合的过程,
 

在空间解读上存在直观性与逻辑性的

优势.
 

利用景观图式语言的研究方法,
 

将龙溪古镇公共空间分为线型空间、
 

类方型块状空间、
 

自由型块状空间,
 

总

结出47种空间要素图式、
 

25种空间单元图式、
 

9种空间组合图式.
 

分析图式语汇,
 

得到了自由型图式最多的数量

特征和类方型图式最具有人文价值的功能特征.
 

分析词法,
 

得到龙溪古镇公共空间在构成方式上以叠加型空间为

主、
 

街巷空间为骨架的特征.
 

分析句法得到公共空间性质随时间变化,
 

但中码头性质与街巷空间形态不变;
 

公共空

间秩序随时间变化更加丰富,
 

封闭空间变多;
 

枕山环水面屏的自然山水空间格局、
 

两纵两横的公共空间格局与簇群

建筑空间格局均稳定无变化的特征.
 

结合以上公共空间特征,
 

提出增加要素多样性、
 

保留类方型空间而修整自然型

空间、
 

增加叠加型空间组合并大力保护街巷空间、
 

尊重空间时态而增加空间序列、
 

保护整体格局等保护发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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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溪古镇位于重庆市巫山县,
 

古镇核心区面积5.13
 

hm2,
 

现居人口300人左右,
 

枕山面水,
 

是大宁河

与其支流龙溪河交界的典型半岛型古镇,
 

2014年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
 

秦汉时期引盐泉至大昌,
 

龙溪为客商驿站;
 

明末及清中期,
 

“湖广填四川”的移民经大宁河盐道入蜀,
 

在沿江平坝等地复垦,
 

形成了

龙溪古镇等代表性邑镇[1].
 

龙溪古镇是大宁河流域保留最为完整的古镇,
 

空间形式丰富多样,
 

空间结构完

整,
 

具有渝东北地域特性.

1 川渝地区古镇公共空间研究现状与方法

1.1 研究现状

川渝地区的古镇研究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
 

以刘敦桢为代表的学者们对西南民居进行了大量的田野

调查,
 

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集中于传统建筑与民居形制的测绘[2],
 

为川渝传统村镇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

资料;
 

20世纪60年代后,
 

随着文物保护制度的建立,
 

学者开始从历史遗产保护入手,
 

提出了包括保护古镇

风貌、
 

空间整治等保护原则[3],
 

李和平等川渝学者利用自身的地域优势,
 

对川渝地区历史建成环境保护规

划与制度优化[4]进行了深入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
 

西方国家的规划思想开始传入我国,
 

“空间环境”

在国内逐渐引起重视,
 

学者们开始从城市规划学的角度,
 

利用结构主义、
 

符号学等理论,
 

对传统村镇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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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空间形态及其整体空间格局进行研究[5],
 

川渝地区以赵万民为代表,
 

对川渝地区传统场镇的空间格

局[6]、
 

川渝传统城镇的公共空间特征进行了详细解读[7].
 

在公共空间的研究方法上,
 

常用GIS空间分析技

术法[8]、
 

空间句法[9]和引力模型法[10]等对其进行空间形态要素分析或量化分析,
 

笔者引入景观图式语言的

分析方法,
 

能更加直观地表示空间形态的平面特征及空间组成的逻辑过程,
 

便于有针对性地提出古镇公共

空间的保护建议.
1.2 景观图式语言的逻辑体系

景观图式语言是将景观的语言研究和景观的图式化研究结合起来的一种新的研究体系,
 

是运用图形的

表达方式将景观空间抽象化,
 

利用语言的组织结构和组织逻辑,
 

揭示景观由景观要素、
 

空间单元、
 

空间组

合到整体景观格局的形成过程[11].
 

景观的图式语言由景观空间语汇与景观空间语法构成,
 

景观空间语汇包

括“字、
 

词、
 

词组”,
 

分别对应景观要素、
 

基本空间单元、
 

组合空间,
 

而景观空间语法则包括形成基本景观空

间或复合空间的词法及形成整体景观的句法[12].
笔者根据公共空间的二维形态属性将龙溪古镇公共空间分为线型空间、

 

类方型块状空间及自由型块状

空间3个类型,
 

将基本空间单元的构成要素归纳为“字”,
 

各类型基本空间单元归纳为由“字”组成的“词”,
 

不同类型的复杂组合空间归纳为“词组”,
 

对龙溪古镇公共空间语汇进行图式化转换,
 

在此基础上,
 

探究其

语汇、
 

空间组合方式(词法)及公共空间整体关系(句法)的特征.

2 龙溪古镇公共空间图式语汇

2.1 图式选取要求

龙溪古镇公共空间整体具有较强的结构性又具有明显的解构性、
 

研究区域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
 

人类活动对古镇公共空间影响强烈、
 

具有丰富典型的平面形态,
 

符合图式语言原型选取标准,
 

因此截取视

角海拔高度200~500
 

m的遥感图像作为图式原型.
2.2 龙溪古镇公共空间图式语言语汇

经对高清遥感卫星图、
 

地形图及古镇现场调研情况分析总结,
 

将龙溪古镇3种类型公共空间的图式语

言语汇总结如下81种图式(图1).
 

“字”层面包括线型空间图式15种(图1:
 

1-15),
 

类方型块状空间图式13
种(图1:

 

16-28),
 

自由型块状空间图式19种(图1:
 

29-47).
 

词层面包括线型空间单元9种(图1:
 

48-56),
 

类方型块状空间5种(图1:
 

57-61),
 

自由型块状空间11种(图1:
 

62-72).
 

词组层面包含9种图式(图1:
 

73-
81).

 

图式与三类空间的关系详见表1.
表1 龙溪古镇三类公共空间图式要素、

 

空间功能属性及组合方式

空间图式
字

(空间要素图式47种)

词

(空间单元图式25种)

词组

(空间组合图式9种)

线型空间

类方型块

状空间

自由型块

状空间

一字型

折线型

弧型

矩形

矩形组合

不规则型

规则型建筑、
 

堤道、
 

阶梯

(图1:
 

1-15)

规则型建筑、
 

古树、
 

花坛

(图1:
 

16-28)

不规则型建筑、
 

堡坎、
 

山石、
 

水体、
 

植被(图1:
 

29-47)

街巷空间或道路空间

(图1:
 

48-56)

广场空间、
 

中码头空间、
 

部分节点空间(图1:
 

57-61)

广场空间、
 

上下码头空间、
 

部分节点空间(图1:
 

62-72)

线型+线型、
 

线型+类方

型、
 

线型+自由型、
 

类方

型+自由型、
 

自由型+自

由型、
 

线型+类方型+自

由型等6种组合方式(图

1:
 

73-81)

2.3 公共空间图式特征

从图式种类的数量来看,
 

三类空间以自由型块状空间(30种)为首,
 

线型空间(24种)次之,
 

类方型

块状空间最少(18种),
 

组合图式也以线型和自由型为主.
 

导致这一结果的直接影响因素是龙溪古镇局

促的用地条件与高差较大的地形.
 

类方型块状空间的构成要素多是规则型建筑或规则式码头,
 

并据此形

成规则式广场与码头,
 

但都在地势平坦之处,
 

数量较少;
 

线型空间虽有规则型建筑要素,
 

但堤道与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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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灵活适应地形,
 

产生大量弯折变化及高低起伏;
 

自由型块状空间的构成要素主要为不规则型建筑、
 

自然山石、
 

水体、
 

植被及大量堡坎,
 

因此不仅数量丰富,
 

并且形态变化最多,
 

成为最能代表龙溪古镇自

然特点的公共空间,
 

但大量的自然型块状空间的分布呈现出功能重复、
 

分布不均的特点,
 

因此在保护的

基础上应当适当修整.

图1 龙溪古镇公共空间图式语言语汇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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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类空间的功能属性来看,
 

线型空间为居民活动最多、
 

面积最大的场所,
 

自由型空间次之,
 

类方型

空间则是活动最少但最具人文价值的公共空间.
 

线型空间的叠加组合形成了龙溪古镇的街巷空间与道路空

间,
 

是古镇居民商业买卖与居民出入等行为发生的主要地点;
 

自由型块状空间在龙溪古镇表现为不规则广

场、
 

标志物节点空间及码头空间等,
 

通常包含日常集会、
 

休闲、
 

货物转运等功能;
 

类方型块状空间主要是祠

堂前广场及文化馆前广场、
 

古树节点空间,
 

发生的主要是偶发性的、
 

有仪式感的活动,
 

如祭拜、
 

新年祈福

等,
 

因此可以对这类空间进行保留(图2).

3 龙溪古镇公共空间图式语言语法

3.1 公共空间构成方式特征———词法

词法是基本空间单元之间的构成关系,
 

龙溪古镇公共空间图式语言的词法可总结为并列型空间组合、
 

叠加型空间组合、
 

融合型空间组合.
 

其中,
 

并列型空间8种,
 

叠加型空间9种,
 

融合型空间2种(图3).
 

并

列型空间内2种或3种空间之间功能明确、
 

边界清楚,
 

例如街巷空间与祠堂前广场的组合;
 

融合型空间虽

具有明确分界,
 

但2种空间之间功能一致,
 

例如百年古树与禹王宫广场虽有边界,
 

但都是祈福之地;
 

叠加

型空间则是因地形的高差变化产生空间的重叠、
 

叠加及嵌套,
 

各类型空间之间功能与边界呈缓慢过渡,
 

无

明显分界,
 

如街巷空间与码头空间.
 

在形成龙溪古镇公共空间的3类19个词法里,
 

叠加型空间在种类及数

量上都占据着优势,
 

这一构成方式是古镇公共空间适应地形的具体体现.

图2 公共空间功能属性及占比 图3 龙溪古镇图式语言词法

  在构成词法中,
 

以街巷道路空间为主的线型空间参与了全部的构成方式,
 

串联起码头商贸空间、
 

长龙

街生活休闲空间及上中下三街商业服务空间,
 

这样的高联结性使街巷空间成为龙溪古镇的各类公共空间的

骨架,
 

奠定了古镇公共空间整体格局的基础,
 

也是古镇公共空间的保护基础.

3.2 公共空间性质、
 

序列与格局演变特征———句法

图式语言的句法是景观由空间单元转变为整体景观的关系,
 

通常包含尺度、
 

时间性、
 

修正、
 

秩序、
 

本土

性和修辞6个方面内容[13],
 

笔者认为,
 

龙溪古镇公共空间图式语言的句法主要表现为空间时态、
 

空间秩序

与空间格局的内部关系及相互关系.

3.2.1 空间时态

时态性是指景观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变化性,
 

龙溪古镇公共空间的时态性主要体现在空间性质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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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
 

龙溪古镇公共空间性质变化可总结为3个时期:
 

第1个时期———古镇早期成熟期,
 

清末至民国初,
 

古镇

因水因盐而兴,
 

继承了清初古镇形成时商贸流通的功能,
 

以码头及街巷空间为载体,
 

形成了客栈、
 

食铺、
 

油

坊等多种商业业态[14-15],
 

商业空间与生活空间各占其半(图4(据参考文献[14-15]整理绘制)和图5),
 

成为

商业重镇;
 

第2个时期———古镇稳定期,
 

20世纪90年代至2013年,
 

因陆运交通迅速发展,
 

古镇逐渐失去

交通驿站的优势,
 

生活空间占据公共空间的绝大部分,
 

古镇转化为生活型古镇(图5和图6);
 

第3个时

期———古镇再次发展期,
 

即2017年后,
 

随着龙溪古镇被确定为中国传统村落,
 

其再开发被提及,
 

公共空间

随着古镇扩张而扩大,
 

形成或即将形成大量的旅游性空间,
 

古镇成为半生活半旅游型古镇(图5和图7).
随着古镇的发展,

 

建镇初期形成的水码头、
 

禹王宫、
 

上中下三街等特色空间的性质几经变换,
 

唯有中

码头百余年来形态性质都保留完好;
 

古镇的街巷空间性质虽然产生变化,
 

但形态结构却未发生变化.
 

古镇

应在保护完好的码头及现有的街巷形态之上进行再发展.

图4 清末至民国初期空间性质 图5 龙溪古镇公共空间面积变化

图6 20世纪90年代至2013年空间性质 图7 2017后空间性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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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空间秩序

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秩序是指景观空间的序列,
 

是人们在行走过程中感受空间的起承转合,
 

将静态的

景观连贯成完整的序列.
 

受空间时态的影响,
 

交通方式与生活方式发生变化,
 

3个时期内在古镇的行进路

线产生了较大变化,
 

空间性质却大体都是由商业性空间过渡至生活性空间(图8(据参考文献[14-15]整理绘

制)和图9),
 

空间转折也是在“开敞—封闭—开敞”的大关系里产生封闭空间大量增加的变化(表2).
 

商业型

古镇时期,
 

古镇的封闭空间仅有上中两街,
 

下街则是开敞空间;
 

生活型古镇时期,
 

上街、
 

中街、
 

下街均为封

闭空间———这是因为,
 

商业业态不同引起了空间开敞程度的变化,
 

上街和中街以食肆住宿等室内商业为

主,
 

故需街巷空间纵长而狭窄,
 

促使人快速进入商铺或快速进入下街,
 

因此建筑一层门板固定(图10(a)和

图10(b));
 

下街则是需要人停留或缓慢挑选的百货,
 

需要更为通透的空间,
 

因此下街建筑一层均为移动式

门板,
 

门板卸下后街道实际宽高比大于1,
 

视线上形成开敞性空间(图10(c)和图10(d));
 

当下街变为生活

性空间后,
 

居民逐渐封闭一层门板,
 

原本开敞的下街街巷变为封闭空间,
 

整个古镇变得封闭而宁静.

图8 商业型古镇时期空间序列 图9 生活型古镇时期空间序列

表2 不同时期的空间序列

发展时期
空  间  序  列

行进路线 性质变化 转折变化

商业型古镇时期
①上码头-上街-下街-北部生活区

②中码头/下码头-中街-下街-北部生活区
商业性空间-生活性空间 开敞-封闭-开敞

生活型古镇时期
①中码头-中街-下街-北部广场

②乡道-上街-下街-北部广场
商业性空间-生活性空间 开敞-封闭-开敞

半生活半旅游型古镇时期

①中码头-中街-下街-广场

②乡道-上街-中街-下街-广场

③南龙溪桥-上街-中街-下街-广场

④北龙溪桥-下街-中街-上街

商业性空间-旅游性商业

与生活性的混合空间
待发展

  半生活半旅游型古镇时期,
 

现有的大量封闭性生活空间将不能满足旅游性商业的需求,
 

因此要对现有

空间进行改善并增加新的空间序列.
3.2.3 空间格局

龙溪古镇依托于大山大水的良好自然环境,
 

以两江交汇处河滩半岛为基础,
 

背靠彭家山,
 

面朝鲤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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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枕山、
 

环水、
 

面屏的自然山水空间格局.
 

从古镇的发展脉络看,
 

龙溪古镇因水运商贸而发展形成,
 

古

镇以上、
 

中两个码头及禹王宫作为发展基点,
 

人群的活动由码头至半岛腹地蔓延,
 

形成上街及中街,
 

随着

码头运输货物量及往来商人增多,
 

又形成垂直于中、
 

上两街的下街与长龙街,
 

确定为“两纵两横”的公共空

间格局.
 

从古镇建筑格局看,
 

古镇居民通过集约竖向空间,
 

最大化利用自然地形,
 

建筑呈现顺水靠山的布

局,
 

建筑组群随着地势的起伏而分台建造,
 

形成了山地城镇代表性的“簇群”形态(图11和图12).

图10 建筑形制及街巷空间

图11 龙溪古镇山水格局与建筑簇群 图12 龙溪古镇空间格局

  受地形条件的限制,
 

龙溪古镇形成了小规模紧凑式的布局,
 

但山、
 

水与古镇相互交融,
 

形成了“山水互

通、
 

山即为镇”的特征.
 

也因此,
 

古镇的空间格局鲜少受时态变化的影响,
 

但空间格局制约着古镇内部公共

空间秩序的发展,
 

使得龙溪古镇的公共空间在漫长时光中有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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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龙溪古镇的发展与保护

2018年7月,
 

重庆市正式通过《重庆市历史文化名称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传统村镇的保护力度进一步

加强,
 

对以龙溪为代表的向旅游型古镇转型的古镇来说,
 

“活化保护”的发展性保护策略则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就上述龙溪古镇公共空间语汇及语法两个方面的特征,
 

提出以下保护建议.

1)
 

基于语汇层面———针对自然型块状空间最多的数量特征及类方型块状空间最具人文价值的功能特

征,
 

要进一步增加要素的多样性,
 

保留最有人文价值的类方型块状空间,
 

适当修整自然型块状空间.
 

龙溪

古镇公共空间图式在现有基础上可以进行更加深入地挖掘,
 

一方面古镇在抗战期间曾作为中共地下党的根

据地,
 

可以对这一时期的典型空间要素进行复原,
 

完善古镇人文价值的物质空间载体;
 

另一方面随着旅游

性商业化的介入,
 

古镇需要更具识别性的入口空间、
 

更多的游人休憩空间、
 

更多的服务空间等,
 

这些需求

引导公共空间图式更加多样化.
 

针对现有的自然型块状空间较多、
 

功能单一等问题,
 

可通过挖掘或新增场

地特性,
 

形成景观节点,
 

实现自然型空间的功能多样化.

2)
 

基于词法层面———针对以叠加型为主的的空间构成方式特征和以街巷空间为骨架的空间构成特征,
 

要适当利用叠加型空间组合方式增加空间,
 

大力保护街巷空间.
 

叠加型空间是最适合处理有高差的空间组

合方式,
 

古镇地狭,
 

随着古镇旅游性开发而增加的空间可以利用叠加型空间来增加竖向上的空间组合从而

节约用地.
 

街巷空间作为龙溪古镇公共空间的基础,
 

是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3)
 

基于句法层面———针对空间性质及空间秩序都随时间发生变化但空间格局稳定的特征,
 

要尊重空

间性质的时态性,
 

改善现有空间秩序,
 

保护整体空间格局.
 

空间性质随着时间而产生自然而然的、
 

正向的

改变,
 

例如现有的生活性空间大多会向旅游性商业空间转变,
 

但不变的码头及街巷形态成为了古镇具有深

厚底蕴的特色,
 

因此需要被进一步保护.
 

对现有空间序列来说,
 

游客会因古镇内部上中下三街的封闭性太

强烈而感到不适,
 

减少在古镇内部的停留时间,
 

因此在“开敞—封闭—开敞”的“封闭”序列中适当增加开放

空间;
 

其次,
 

重新整治上下码头、
 

增加下街及长龙街的临江公共开放空间等方式都能增加空间序列,
 

并能

完善古镇公共空间的休闲服务功能.
 

对空间格局来说,
 

龙溪古镇的整体空间格局历经百年变迁,
 

经历喧嚣、
 

战火、
 

沉寂依然保留着初期格局,
 

成为古镇最完整最悠久的名片,
 

也早已与周边山水共融,
 

形成了和谐的

生态环境,
 

因此要加大力度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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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scape
 

graphic
 

language
 

is
 

a
 

process
 

of
 

revealing
 

the
 

public
 

space
 

from
 

landscape
 

elements
 

and
 

spatial
 

units
 

to
 

spatial
 

combinations.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directness
 

and
 

logic
 

in
 

spatial
 

interpreta-

tion.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landscape
 

language,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divide
 

the
 

public
 

space
 

of
 

Longxi
 

Ancient
 

Town
 

into
 

linear
 

space,
 

square-shaped
 

block
 

space
 

and
 

free
 

block
 

space,
 

and
 

summarize
 

the
 

vocabulary
 

to
 

47
 

landscape
 

element
 

patterns,
 

25
 

spatial
 

unit
 

patterns
 

and
 

9
 

space
 

combination
 

patterns.
 

By
 

analyzing
 

the
 

vocabulary,
 

the
 

quantitative
 

features
 

of
 

the
 

free-form
 

schema
 

at
 

most
 

and
 

the
 

functional
 

features
 

of
 

the
 

class-like
 

schema
 

with
 

the
 

most
 

humanistic
 

value
 

are
 

obtained.
 

Lex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ublic
 

space
 

of
 

Longxi
 

Ancient
 

Town
 

are
 

mainly
 

composed
 

of
 

superimposed
 

space
 

and
 

street
 

space
 

as
 

the
 

skeleton.
 

Syntax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properties
 

of
 

public
 

space
 

change
 

with
 

time,
 

but
 

the
 

nature
 

of
 

the
 

dock
 

and
 

the
 

shape
 

of
 

the
 

street
 

space
 

are
 

unchanged;
 

the
 

order
 

of
 

the
 

public
 

space
 

is
 

more
 

abundant
 

with
 

time,
 

and
 

the
 

closed
 

space
 

is
 

mor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natural
 

land-

scape,
 

two-vertical
 

and
 

two-horizon
 

public
 

space
 

pattern
 

and
 

the
 

cluster
 

building
 

spatial
 

pattern
 

are
 

stable
 

and
 

unchanged.
 

Taking
 

the
 

above-mentioned
 

characteristic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uthors
 

propose
 

that
 

the
 

diversity
 

of
 

elements
 

be
 

increased,
 

the
 

square
 

space
 

be
 

preserved
 

and
 

the
 

natural
 

space
 

be
 

trimmed,
 

the
 

superposition
 

space
 

combination
 

be
 

increased
 

and
 

the
 

street
 

space
 

be
 

protected,
 

the
 

space
 

tense
 

be
 

respec-

ted
 

and
 

the
 

spatial
 

sequence
 

be
 

increased,
 

and
 

the
 

overall
 

pattern
 

be
 

protected.

Key
 

words:
 

Longxi
 

Ancient
 

Town;
 

landscape
 

language;
 

public
 

space
 

characteristics;
 

pro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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