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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渝西古镇是我国密度较大、
 

特色较为鲜明的古镇群之一,
 

其公共空间具有极高的历史延续价值.
 

在当今时代

背景下,
 

渝西古镇的公共空间面临着旅游转型的机遇和挑战,
 

如何在提供良好居住游览体验的同时保护古镇的历

史文化是渝西古镇公共空间更新的关键问题.
 

选取渝西永川区境内形成时间较早,
 

且大规模现代化更新尚未完成

的松溉古镇作为研究案例,
 

从历史数据、
 

历史事件和历史空间3个方面对其公共空间进行历史诠释,
 

深度剖析潜藏

于其中的文脉记忆.
 

在此基础上,
 

结合古镇的现状问题和使用需求,
 

对松溉古镇的公共空间体系进行合理的布局规

划,
 

提出公共空间更新的建设策略.
 

旨在为渝西古镇的历史文化保护和空间更新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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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cient
 

town
 

of
 

Western
 

Chongqing
 

is
 

one
 

of
 

the
 

ancient
 

town
 

groups
 

with
 

high
 

density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Its
 

public
 

space
 

has
 

high
 

historical
 

value.
 

In
 

todays
 

era,
 

the
 

public
 

space
 

of
 

ancient
 

towns
 

in
 

Western
 

Chongqing
 

is
 

fac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ourism
 

transforma-

tion.
 

How
 

to
 

provide
 

a
 

good
 

living
 

experience
 

and
 

protect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ancient
 

town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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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issue
 

of
 

the
 

public
 

space
 

renewing
 

of
 

the
 

ancient
 

town
 

in
 

Western
 

Chongqing.
 

Songji
 

ancient
 

town,
 

which
 

was
 

formed
 

earlier
 

in
 

Yongchuan
 

District,
 

Western
 

Chongqing
 

and
 

has
 

not
 

been
 

yet
 

completed
 

in
 

large-scale
 

of
 

modernization,
 

was
 

selected
 

as
 

a
 

research
 

case
 

in
 

this
 

study.
 

The
 

public
 

space
 

was
 

interpre-

t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historical
 

data,
 

historical
 

events
 

and
 

historical
 

space,
 

in
 

order
 

to
 

deeply
 

analyze
 

the
 

context
 

memory
 

hidden
 

in
 

it.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use
 

demand
 

of
 

the
 

ancient
 

town,
 

the
 

public
 

space
 

system
 

of
 

Songji
 

ancient
 

town
 

was
 

reasonably
 

planned.
 

Finally,
 

the
 

design
 

strategy
 

of
 

public
 

space
 

renewal
 

was
 

proposed.
 

It
 

aims
 

to
 

provide
 

th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his-

torical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space
 

renewal
 

of
 

ancient
 

towns
 

in
 

Western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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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西地区(即重庆市西部地区,
 

包括永川、
 

江津、
 

合川、
 

大足、
 

綦江、
 

南川、
 

荣昌、
 

铜梁、
 

璧山、
 

潼南10
个行政区,

 

以及双桥、
 

万盛2个市管经开区,
 

总面积18
 

828
 

km2)自古就是川渝两地物资流通的要道,
 

特殊

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传统文化繁荣、
 

特色鲜明的渝西古镇.
 

渝西地区是我国古镇密度较大的区域,
 

截至2019
年1月第7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公布,

 

渝西地区共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11个,
 

重庆市市级历史文化名镇

20个(包括11个国家级)[1].
 

在推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背景下,
 

重庆市的资源要素和辐射带动均向渝

西地区倾斜[2],
 

作为重要旅游资源的渝西古镇面临转型开发的机遇和挑战.
 

从2000年开始,
 

包括松溉古镇

在内的渝西历史文化名镇陆续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旅游开发,
 

其中安居古镇(城)、
 

万灵古镇和东溪古镇的旅

游开发势头强劲,
 

但这些古镇在提高旅游创收的同时也面临着历史文化和传统特色衰退的问题[3].
 

在渝西

古镇的旅游开发中,
 

公共空间更新既是维系古镇历史文脉的关键,
 

又是开展旅游服务的前提[4],
 

如何在提

供良好居住游览体验的同时保护古镇的历史文化是渝西古镇公共空间更新的关键问题.
近年来,

 

我国历史古镇公共空间的保护与更新受到了广泛关注,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
 

一

是明确公共空间在古镇保护更新中的地位,
 

从物质、
 

功能和文化等方面指出公共空间更新对实现古镇功

能转型和文化复兴的重要意义[5];
 

二是通过古镇更新实例研究,
 

以公共空间为出发点探究古镇活化再生

的模式,
 

即小尺度介入、
 

渐进式发展、
 

大范围影响[6-7];
 

三是对古镇公共空间的形态特征和文化意义进行

解读,
 

并关注公共空间的历史生成过程[8].
 

总的来说,
 

古镇公共空间的更新研究经历了“价值定位—个

案研究—成因追溯”的发展过程,
 

但将公共空间的历史资源融入具体规划设计实践中的研究还较为匮

乏.
 

从古镇的历史着手,
 

重新审视建立在公共空间中的社会意义,
 

是当下探索古镇公共空间更新的一个

主要发展方向.

1 历史诠释的研究视角

“诠释”是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
 

构成“诠释”的三要素是作者、
 

文本和读者,
 

文本是其中重要的媒

介载体[9].
 

在建筑学中,
 

郑时龄[10]引入了诠释学视角,
 

指出建筑文本不只是各种图纸和文字说明,
 

更是建

筑实体和空间场所本身.
 

此后,
 

诠释学理论在人居环境学领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
 

研究者们通过空间

的形态、
 

材料和布局等具体文本形式,
 

对其中暗含的场所精神、
 

集体记忆以及历史文脉进行了诠释[11].
 

渝

西古镇的公共空间经历了漫长的自发性建造和无数次调适性修补,
 

曾经发生在其中的各种人物、
 

事件形成

的历史片段不断堆叠,
 

造就了如今所呈现的空间场所样态[12],
 

这种空间场所就是理解古镇建造过程的一种

“历史文本”[13].
 

从历史诠释的视角,
 

渝西古镇的公共空间是可被全方位解读的复杂文本,
 

其理解过程既是

对历史的回溯,
 

也是对公共空间更新发展的反思.
 

可以说,
 

历史诠释是古镇公共空间更新价值建构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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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诠释的实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古镇文脉传承和现实开发的矛盾[14].
 

因此,
 

本研究从历史诠释

出发,
 

将公共空间的历史数据、
 

事件及空间本体作为文本,
 

搭建渝西古镇公共空间的历史发展框架,
 

并

结合渝西古镇的现实情况,
 

探究其公共空间保护更新的方法途径,
 

以期为历史古镇的保护和开发提供新

的视角和模式.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概述

2.1.1 历史诠释的研究方法

渝西古镇的历史资料保存大多存在断层和错乱等现象,
 

而历史诠释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将这些不完整

的文本进行整理加工,
 

得出能够观照现实空间的历史信息.
 

因此,
 

本研究的主要思路是对地方志、
 

地方统

计年鉴和历史地图等文字图形资料进行充分收集,
 

并按照这些资料的历史跨度、
 

完整程度以及与公共空间

建设的关联度将其分为历史数据、
 

历史事件、
 

历史空间三大类文本,
 

接着通过数据图像化、
 

事件提取、
 

历史

地图转译和空间句法分析等技术手段,
 

对每一类文本进行多角度的诠释,
 

以此分析古镇公共空间的演进基

础、
 

变化动因以及表象特征(表1).
表1 古镇公共空间历史诠释的研究方法

文本类型 文本特征 主要史料 诠释方法 结果预判

历史数据
历史跨度较大,

 

但与公共空间的关联

性较弱

区域 内 的 用 地 面 积

数据、
 

人口数据、
 

近

现代年鉴

数据 提 取 和 倾 向 预

测法

公共 空 间 演 变 的 阶

段划分

历史事件

历史跨度大,
 

部分是公共空间演进的

直接动力,
 

但在历史传播和保存过程

中易出现信息丢失和误传现象

历史 故 事、
 

民 间 流

传、
 

镇志
事件抽取法

公共 空 间 的 动 因 和

历史功能价值

历史空间
公共空间的物态表征,

 

但现存资料多

在近百年以内,
 

历史跨度较小

舆图、
 

历史卫星影像

图

历史地图转译法、
 

空

间句法分析

公共 空 间 的 布 局 和

形态

2.1.2 历史诠释的实现途径

除了完备的诠释过程之外,
 

古镇公共空间历史诠释的实现依赖于有效的空间营造方式.
 

在古镇公共空

间更新中,
 

需要通过以下3步,
 

才能将历史诠释运用到现实的规划设计之中.
 

第1步是深入挖掘古镇公共

空间的地域文化特征,
 

具体做法是基于对历史数据、
 

历史事件和历史空间的深度诠释,
 

得出古镇公共空间

的发展脉络及其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内在规律和逻辑;
 

第2步是在历史诠释的基础上,
 

对古镇公共

空间的空间结构、
 

空间簇群以及空间单体等价值信息进行汇总整理,
 

对历史价值较高且保存较为完好的空

间实体进行保留,
 

对历史价值较高但保存出现问题的空间实体进行复原,
 

对没有历史价值但保存完好的空

间实体进行调整,
 

对既没有历史价值又保存不善的空间实体进行再建,
 

从而确定古镇公共空间体系的总体

规划;
 

第3步则是遵循第2步的规划,
 

结合古镇使用群体的需求和建设投资力度,
 

对公共空间单体进行再

设计,
 

同时注重公共空间簇群的总体效果.
 

所以说,
 

“文本诠释—体系规划—具体设计”是古镇公共空间历

史诠释的完整实现途径.

2.2 研究对象概况

2.2.1 松溉古镇的代表性

选取松溉古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据清代嘉庆年间成书的《四川通志》中的相关记载,
 

松溉古镇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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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史可追溯至南宋以前,
 

丰厚的历史底蕴使其成为重庆市首批历史文化名镇之一.
 

作为川渝交界处的重

庆西门户和重庆市长江流域的起点,
 

松溉自古以来就是川东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图1:
 

引自松溉镇总

体规划).
 

松溉古镇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南部(29°08'N,
 

105°33'E),
 

其在选址与布局上都颇有考究,
 

拥有

“山、
 

水、
 

镇”相互交融的山水格局(图2).
 

古镇内高差明显,
 

高程范围在194~267
 

m之间,
 

镇内坡度大

于25°的空间占比较大,
 

坡向以东南向为主(图3).
 

因此,
 

其公共空间回环曲折、
 

高低错落,
 

是渝西古镇

公共空间的典型代表.
 

除此之外,
 

悠久的历史赋予了松溉深厚的文化内涵,
 

古镇拥有完整的“九宫十八

庙”格局,
 

各种传统节庆和文化仪式活动丰富了松溉古镇公共空间的内涵,
 

使其在历史发展中拥有长盛

不衰的活力.

图1 松溉古镇的区位 图2 松溉古镇的山水格局

图3 松溉古镇的GIS地理空间分析

在当代社会环境中,
 

松溉古镇的公共空间始终保持并延续着传统的人居模式和公共生活情态.
 

随着生

活方式的改变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古镇古老的人居环境面临转型,
 

古镇的整体格局也出现了外向拓展的

特点,
 

具有当今传统城镇景观的大部分共性.

2.2.2 松溉古镇公共空间的现状及类型

松溉古镇的现状公共空间在类型上、
 

尺度上和人群使用率上都存在显著差异,
 

整体上呈现出公共空

间资源总量丰富但使用不平衡的状态.
 

按照公共空间场地大小、
 

服务范围的差异,
 

将松溉古镇的公共空

间分为微空间和大型景观空间两大类,
 

根据微空间的位置、
 

使用对象和满足需求类型的不同,
 

又可将其

分为街巷空间、
 

邻里空间和神仪空间3种类型(表2).
 

其中神仪空间虽具有较高人群聚集作用,
 

但因其

本身具有宗教或民间信仰性质,
 

故其多服务于某种特定身份或有某类共同信仰的人群,
 

加之其体量相对

332第6期   郭欣,
 

等:
 

基于历史诠释的渝西古镇公共空间更新研究———以永川松溉古镇为例



较小,
 

故将其归为微空间一类.
表2 松溉古镇的公共空间类型

公共空间类型 特征 现状照片

微空间

街巷空间

由街道和巷道组成,
 

是古镇

重要的交通空间和骨架性

空间

邻里空间

位于民宅之间的小型活动

空间,
 

能够满足邻里日常休

闲和局部集体协作

神仪空间

古镇内举行各种神圣仪式

活动,
 

满足特定信众需求的

的公共建筑及其附属空间,
 

主要指古镇内的“九宫十八

庙”

大型景观空间

面积相对较大、
 

服务范围较

广、
 

具有特色景观功能的空

间,
 

具有较高的人群聚集效

应

3 松溉古镇公共空间的历史诠释

3.1 历史数据诠释:
 

公共空间的演进基础

公共空间的历史文化属性是其中发生的所有社会生活叠变产生的,
 

关于古镇内建设用地面积和人口数

量等相关数据是诠释古镇公共空间历史演变的直观文本.
 

根据重庆市永川区松溉镇政府、
 

松溉古镇旅游管

理中心提供的年鉴和相关统计资料,
 

整理后将松溉古镇公共空间的历史发展脉络分为3个阶段:
 

一是从南

宋建镇伊始至清代受“湖广填四川”移民文化影响之前为生成期,
 

在该时期内,
 

松溉古镇的公共空间随着古

镇的商贸运输需求而生;
 

二是自清乾隆年间“湖广填四川”至民国初期为成熟期,
 

随着该时期内移民的涌入

和商贸的繁荣,
 

公共空间的需求和建设日益丰富;
 

三是民国末年至今为变革期,
 

在该时期内,
 

国家行政力

量的控制性渗透和城镇化进程的驱使使得古镇公共空间急剧衰退,
 

亟待更新.

通过比较松溉古镇生成期、
 

成熟期和变革期3个阶段建设用地面积,
 

发现古镇的建设用地在长期的演

进过程中呈增长趋势,
 

但增长趋势并不十分明显,
 

主要以原址改造修建为主.
 

建设用地类型以商业用地、
 

居住用地和文化娱乐用地为主(图4).
 

该区域的人口也呈现出略微增长的趋势,
 

水陆商贸活动带来的人口

流动性使该古镇一直以来就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外来者,
 

当地人与外来人口相互依存是松溉古镇一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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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生活情态,
 

不同的是历史上的外来人口主要是商贸往来者和移民,
 

而现在主要是游客,
 

因此在公共空

间的使用上各个阶段存在显著区别.
 

通过历史数据诠释可知:
 

在生成期内,
 

松溉古镇的公共空间多以满足

日常商贸往来的街巷空间为主,
 

以满足邻里间日常交往的邻里空间为辅;
 

在成熟期内,
 

外来人口增多带来

的恋乡情结催生了类型多样的神仪空间,
 

这些神仪空间也承载了诸如川剧坐唱一类的民间娱乐活动,
 

古镇

公共空间体系也从这一时期开始走向繁荣和多样化;
 

在变革期内,
 

古镇的人口成倍增长,
 

为了满足众多人

口的公共活动需求,
 

出现了大型景观空间的雏形.

图4 松溉古镇历史数据诠释

3.2 历史事件诠释:
 

公共空间的变化动因

历史事件是公共空间促生和变革的直接动因,
 

在镇志等相关文献资料和史话故事等口述性资料中,
 

关

于历史事件的记载和传播最为广泛.
 

由于历史事件庞杂多样,
 

难以甄别,
 

故采用事件抽取法从非结构化的

语料中抽取事件信息并以结构化的方式表示[15].

基于模板匹配的思路,
 

利用人工标记语料集的方式对事件进行提取,
 

这是提取古镇公共空间历史事件

的有效手段.
 

使用这一方法,
 

将松溉古镇的历史事件分为灾害风波、
 

文娱事业、
 

建设活动和产业发展4个

模块,
 

按时间顺序将古镇从1368年至今的语料文本进行事件提取(图5).
 

分析可知:
 

①
 

影响松溉古镇公共

空间变动的灾害风波主要是因长江涨水而发生的洪涝灾害和因古镇内的木建筑着火而引起的火灾;
 

②
 

当

地文娱事业随着公共意识的转变逐渐走向繁荣,
 

是公共空间发展的重要促生力量;
 

③
 

公共空间的建造在松

溉历史上受到重视,
 

且建设活动以村民的自发性建设为主;
 

④
 

古镇的产业发展都因码头商贸运输繁荣而

兴、
 

因商运落败而萧条,
 

产业的兴旺直接影响着公共空间的兴衰.
 

因此,
 

解决水旱灾害问题,
 

满足居民的文

娱活动成为松溉古镇公共空间复兴的重要关注点,
 

在公共空间打造过程中,
 

也应该注重村民的自发性建

设,
 

在选材上考虑当地现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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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松溉古镇历史事件诠释

3.3 历史空间诠释:
 

公共空间的表象特征

在渝西古镇漫长的演进过程中,
 

变革期(民国末年至今)是公共空间的物质形态和数量布局发生显著

变化的阶段,
 

因此,
 

本研究使用历史地图解译的方法对变革期内松溉古镇的公共空间进行诠释[16].
 

卫星

影像图是直接反映某一时刻地理空间信息的重要资料,
 

通过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平台可获取我国境

内部分城镇的卫星影像图,
 

筛选整理后可作为古镇公共空间历史诠释的一手资料.
 

先获取并整理了松溉

古镇公共空间变革期的3个代表性年代———1965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1997年(改革开放到21世纪之

前)、
 

2020(现状)的卫星影像资料,
 

进行历史地图的空间图式化转译[17].
 

从总体上看,
 

松溉古镇的公共

空间格局在变迁过程中呈外向扩张式发展,
 

总体空间布局受场地条件限制较大,
 

故在演进过程中并未发

生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地图解译的基础上,
 

用Deepthmap进行空间句法集成度分析,
 

计算各时期松溉古镇公共空间的

偶遇几率.
 

从计算结果可以发现:
 

1965年水运繁荣时期,
 

古镇中心和码头区域的偶遇几率高,
 

街巷节点的

活力度高;
 

1997年新修公路后,
 

公路及其附近的偶遇几率增加,
 

主要活动空间西移;
 

至2020年公路体系完

善后,
 

中部空间的偶遇几率有所增加(图6).

叠合松溉古镇3个时段的偶遇几率分析结果,
 

可知在松溉古镇公共空间的复兴中,
 

应以建设路、
 

菜园

路中段、
 

塘湾街、
 

邵家巷、
 

横街子和松子山街上段所形成的面域空间作为重点,
 

全面提升各路段及其附近

公共空间的整体活力(图7).
 

基于偶遇几率的变化,
 

在进行古镇公共空间体系建构时,
 

应该在各时期偶遇

几率高度叠加的区域内布置多样化的活动空间,
 

以满足高密度的人群活动需求.
 

而在偶遇几率较低的空

间,
 

应该通过公共空间的创意性设计增加其吸引力,
 

以提升公共空间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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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松溉古镇历史空间诠释

图7 松溉古镇时段偶遇几率叠合图

4 基于历史诠释的松溉

古镇公共空间的更新

4.1 松溉古镇微空间规划设计

根据历史地图转译结果以及史

料分析,
 

对原有的微空间进行恢复,
 

并根据现状需求进行改造和增设(图

8).
 

对于街巷空间,
 

以现状两条公路

作为主要街道空间,
 

并延伸至学校等

职能空间的街道,
 

将用作商业街的坳

上街、
 

临江街和核桃街的古巷道风貌

复原,
 

同时通过增加基础设施、
 

规划

活动摊位等措施,
 

提升街道的功能性.
 

对于邻里空间,
 

对镇内原有的4口古井和4棵两百年以上的老黄桷树进

行保护,
 

对其周边空间进行复原.
 

在恢复古树、
 

古井空间的同时,
 

增设休憩设施、
 

健身设施和安全设施,
 

将房

前屋后多块空地打造为适宜现代人居的邻里空间.
 

对于神仪空间,
 

结合保存情况和现场条件,
 

不仅要重现其历

史空间特征,
 

更重要的是通过神圣仪式活动的策划,
 

恢复神仪空间的功能,
 

在现代语境下激发其活力(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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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松溉古镇公共空间的更新项目

公共空间类型 名称 规划设计策略

微空间

街巷空间

上码头街、
 

马路街、
 

大阳沟、
 

临江

街、
 

坳上、
 

核桃街、
 

正街、
 

横街子、
 

松子山街

保留.
 

最大限度地保留街巷现有空间形态及风貌特征

半边街、
 

解放街、
 

水井湾 复原.
 

恢复街巷的历史风貌,
 

重塑其活力和吸引力

菜园路、
 

建设路、
 

邵家巷、
 

塘湾街 调整.
 

优化街巷立面风貌,
 

提供人性化的附属设施

邻里空间

上码 头 街—马 路 街—大 阳 沟—临

江街片区
保留.

 

保留现有空间,
 

增进现代邻里关系

半边街—解放街—水井湾片区 复原.
 

通过邻里交往的场景化营造,
 

再现邻里生活

菜园 路—建 设 路—横 街 子—邵 家

巷—塘湾街片区

调整.
 

对现有邻里空间的设施进行优化调整以满足密

集人群的交往需求

坳上—核桃街—正街片区
再建.

 

结合周边居民需求在衰败的空间基址上进行邻

里空间的再建

神仪空间

罗家祠堂、
 

古县衙(老官庙)、
 

紫云

宫

保留.
 

保留神仪空间的形态及其中承载的神圣仪式功

能

文昌宫、
 

土地庙、
 

水神庙
复原.

 

原址复建已经倾颓的神仪空间,
 

注重空间格局

与使用功能的原真性

玉皇观、
 

陈家祠堂
调整.

 

对现有的使用功能进行适当调整,
 

优化空间风

貌

大型景观空间

滨江码头公园
调整.

 

调整滨江带的现有风貌,
 

恢复上、
 

中、
 

下3个

码头的历史状态,
 

同时使其能够满足现代休闲需求

菜园路休闲公园、
 

塘湾街康体公

园、
 

建设路康体公园

再建.
 

根据古镇内的现有用地状况和使用者的休闲娱

乐需求,
 

重新建设具有松溉地域风貌的现代公园

图8 松溉古镇微空间的布局规划

4.2 松溉古镇大型景观空间规划

设计

根据《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
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文物保护单位

价值评估标准体系》等相关古镇建

筑评价的标准,
 

结合现实情况,
 

构

建松溉古镇现有建筑的价值评价指

标体系.
 

该体系包括建筑的历史文

物价值、
 

科学价值、
 

艺术价值、
 

实用

价值以及建筑与当代城市发展的相

容性5项,
 

分别按25%,20%,30%,
15%,10%进行加权,

 

又细分为13
个子项.

 

在此基础上,
 

对松溉古镇

的建筑年代、
 

材质、
 

历史价值的考

察和鉴定,
 

对建筑进行评分评级.
 

将总分低于30分的建筑拆除,
 

基地作为大型景观空间打造的场地(图9).
 

除此之外,
 

松溉古镇原有上码头、
 

中

码头和下码头3个古码头,
 

古镇正是沿着这3个码头发展起来的.
 

曾经繁华的码头,
 

如今已日渐衰败,
 

留下大

面积视野开阔的滨江景观带.
 

要使这个带有古镇历史信息的特色风貌地段重新焕发活力,
 

就要对码头进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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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打造滨江公园,
 

在同时满足当下居民的日常休闲的同时增加古镇旅游体验的完整性.

图9 松溉古镇的建筑等级评价

图10 松溉古镇大型景观的空间布局规划

大型景观空间规划主要是根据建

筑等级评价进行拆屋建景,
 

并结合遗

存的码头进行码头复兴,
 

评估和确定

场地内适宜打造大型景观空间的地

块,
 

同时结合历史空间分析叠合而成

的高偶遇几率区域,
 

使全域性景观空

间能够最大程度靠近此区域,
 

满足较

高频率的人群活动需求,
 

并依据场地

特点进行全域景观的功能定性.
 

综合

考虑各方面因素,
 

得出4块较为适宜

的大型景观基地(图10).
 

在松溉古镇

中,
 

大型景观空间即公园属于古镇现

代化进程的产物,
 

但对每个公园进行

具体设计时,
 

应充分提取古镇中的文

化元素,
 

设计风格要与古镇的总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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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相融合.
 

此外,
 

从对松溉古镇的历史事件诠释中可知,
 

火灾和洪灾是古镇潜在的自然灾害,
 

故在对松溉

古镇的公共空间进行再建时,
 

要使公共空间具有一定的安全应急功能,
 

包括防火措施和防洪措施.
 

防火措

施主要依据火灾疏散原理,
 

将打造的公共空间作为火灾疏散点,
 

并有针对性地对疏散空间进行植物、
 

水源

和应急灯设计;
 

防洪措施主要依据滨水休闲景观带的生态化处理来实现,
 

通过石笼装置、
 

观景平台和卧式

堤坝的处理来增加其防洪功能.

5 结论与展望

渝西古镇公共空间的生成与发展有其既定的历史脉络,
 

这种因漫长的演进历程叠变形成的公共生活场

所是渝西地区传统生活的活化石.
 

而在当今时代背景下,
 

渝西古镇公共空间的更新具有同时满足现代人居

需求和历史传承需求的二重性,
 

简单的表皮更新或者盲目的原样留存都不利于古镇的永续发展.
 

因此,
 

在

古镇公共空间更新中,
 

对历史资源的充分挖掘和合理呈现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历史诠释的古镇公共空间更

新是一种全方位发掘空间记忆、
 

多角度重构地方记忆、
 

活态传承历史文脉的尝试,
 

通过对历史数据、
 

事件

和空间的诠释,
 

能够为古镇的现实更新提供一套较为系统和全面的历史观照思路,
 

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

价值.
 

但需要注意的是,
 

历史诠释只是对公共空间的历史追溯,
 

现实的空间更新需要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
 

渝西古镇正处于保护发展的新阶段,
 

本研究所做的只是对一种古镇公共空间更新方式的探索,
 

更全面系统

的古镇保护开发模式有待进一步实践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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