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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hod Study of Defining the Conservation Area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the Structure-element Analysis: A Case Study of Zhaji Village

韩胜发    HAN Shengfa

在城乡统筹战略的指导下，传统村落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变得日益紧迫，而目前作为传统村落保护规划核心内容的保

护范围划定缺乏明确的路径和指引。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和理论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以地域特征、历史特征、

文化特征、村落格局和建筑风格为主体的价值分析框架，发展并完善村落格局的分析方法，提出从文物保护单位到村落结

构与村落要素相结合的“结构—要素”保护框架，保护范围划定要综合考虑村落中的结构体系（空间结构、宗族结构、景

观结构）和要素体系（心理领域、风水、祠堂）。同时以査济村为例，具体分析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环境协调区

的划定过程。

With the overall planning strategy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conservation of villages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Effective 

conservation and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urgent. However, defining boundaries of the 

conservation areas, as one of the core portions in conservation planning of traditional village, lacks clear guidelin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xisting regulations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value analysis framework in 

aspects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village pattern, and architectural style, and 

improves the analysis method of village pattern. A 'structure-element' conservation framework is proposed, in which the village's 

structure systems and element systems are incorporated. Meanwhile, taking Zhaji villag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thod of defining the core area, development control areas, and buffer areas.

0　引言

截止到2018年年底，中国传统村落数量

已达4 153个（2012年第一批646个，2013年

第二批915个，2014年第三批994个，2016年

第四批1 598个）。在城乡统筹、美丽乡村、乡建

民宿等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向和自下而上的市

场活动推动下，传统村落的保护成为规划研究

基于结构—要素分析的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划定方法研究
——以查济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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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在传统村落保护的理论研究和规划实践

中，保护范围划定历来是重点和难点，它涉及

村民民权和民生问题，保护范围划定的过程本

质上是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之间矛盾的协调

过程。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

编制要求（试行）》（以下简称“《保护规划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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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要求》”）明确提出，要保护历史文化名村的

传统格局。然而，其并未明确如何分析和提出

传统村落的格局。本文希望通过结构和要素分

析来完善并发展对传统村落格局的保护和理

解，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传统村落具

有完整的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其保护内容具

有多元性和关联性，不仅要注重要素保护，更

要注重结构保护。村落的物质环境是社会文化

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文化等无形要素是村落

保护的重要内容。传统村落和居民处在动态发

展的过程中，物质环境的建设要满足村民各种

各样的诉求，这就要求保护应是开放的和动态

的。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在村落所处地区的文化

秩序和空间结构主导下发展演变，村庄格局背

后的逻辑关系才是传统村落的灵魂所在。

传统村落的结构性保护即认为村庄形态

并非由各种孤立的要素罗列而成，而是要素以

及要素间的关系组成的一个结构系统。结构性

保护除了要保护各类物质要素，更重视对要素

间关系的保护。对保护要素的选择，取决于要

素的价值和在结构中的地位。结构性保护要求

始终保持对结构的系统性把握，而非进行文物

冻结，需要以一种动态发展的视角看待村落形

态的变化，承认发展演变的客观存在，并将发

展与保护进行协调。这使得结构性保护具有一

定的开放性，能够适应村落发展所遇到的种种

复杂的情况。本文在以文物保护单位为核心的

保护模式和重视村落格局保护的基础上，发展

为以“结构—要素”为核心的结构性保护框

架和价值分析框架。

1　保护范围划定的制度演进和理论研

     究综述

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划定在保护制度和理

论研究方面均需进一步完善。在保护制度方

面，相关法律法规提出了保护村落格局等范围

划定的原则，但对如何分析村落格局并进行传

统村落保护范围划定没有明确指引；在理论研

究方面，保护范围划定多为原则性表述，指导

规划实践的方法不完善且操作性不强。由于制

度建设和理论研究的不足，导致保护范围划定

和传统村落保护规划面临挑战。

1.1   从城市到乡村、从物质到文化、从点到

       面的制度演进历程

国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发展的过程

中，保护对象经历了从文物古迹到城市再到

乡村的由点到面、由城到村的发展历程。焦万

诺尼（Gustavo Giovannoni）认为环境是主

要建筑和次要建筑之间的逻辑结果，该理论是

20世纪60年代以后欧洲相关“保护区”法规

的雏形。1943年法国的《历史纪念物周边环

境法》提出保护视线通廊和历史纪念物周边

500 m范围区域的划定，至此保护范围划定雏

形出现。1962年法国的《马尔罗法令》提出

保护区概念并以划定保护区的形式开展历史

环境保护。1967年英国的《城市文明法令》

将特殊建筑艺术价值和历史特征地区划为保

护区，同时乡村成为保护对象。日本《景观法》

要求将景观风貌良好、具有地方特色、有助于

地域间交流、有利于住宅区开发和有形成不良

景观可能的区域，划入保护区进行整体控制。

《威尼斯宪章》 《内罗毕建议》等文件强调对有

历史价值的传统村落应给予重点保护[1]。尽管

上述文件提出了保护区划和保护范围划定的

一些价值判断原则和范围划定方法，但未能形

成完整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

我国《保护规划编制要求》提出将传统

格局和历史风貌较为完整、历史建筑或者传统

风貌建筑集中成片的地区划为核心保护范围，

在核心保护范围之外划定建设控制地带，范围

边界清楚以便于保护和管理，但未能明确传统

村落格局的分析方法，对村落格局的理解是原

则性的，缺乏可操作性。《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

划编制基本要求（试行）》将村落及与其有重

要视觉、文化关联的区域整体划为保护区，村

域内其他传统资源亦应划定相应的保护区，对

不同范围制订差异化保护管理要求。通过对法

律法规的梳理，可以发现以下3个特点：第一，

保护范围划定目前分为两个层级，文物部门主

导的法规划分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建

设部门主导的法规划分为核心保护范围和建

设控制地带，虽然名称不同但基本内涵一致，

均为根据保护内容价值的重要程度进行分级、

分区保护；第二，保护范围划定以《文物保护

法》为基础进行不断发展，保护对象从点状的

文物保护单位向面状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历史街区进行拓展，保护对象经历了从单

一向多元、物质性向非物质性演化的过程；第

三，均强调保护有价值的地区以及村落格局，

但针对如何判断和分析格局、如何进行分类分

级保护，没有明确的指导。

1.2   基于要素的保护范围划定理论演进

保护范围划定既有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

文物保护单位、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村和大

遗址4个方面。文物保护单位划定要根据文物

保护单位的类别、规模、内容以及周围环境历

史和现实情况划定，注重文物的安全性、真实

性和完整性。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划定应遵

循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历史性原则，确保

范围清晰、大小合理、分级分区合理，注重从城

市史和城市地理角度来研究城市演变和空间

形态的层级[2-3]。大遗址保护范围划定需综合考

古调查法、最小边界保证法、德尔菲法和景观

地形边界控制法，文物保护单位要充分考虑其

与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建筑面积、占地面

积、自然环境以及整体和局部的关系[4-5]。相关

学者提出范围划定需要考虑视线分析、噪声环

境分析、文物安全保护、高耸建筑物观赏要求、

行政管辖界线、地理标志、景观完整性、传统建

筑整体性，以及范围大小、级别、层次和划分方

法[6]。上述方法由于保护对象不是村落，所以

在传统村落保护规划实践中局限性明显，但其

中提及的格局保护、视线分析、边界清晰、分层

分级、范围大小合理、历史分析等方法和原则

对于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划定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赵勇提出保护范围划定要考虑名村现状

用地规模、地形地貌及周围环境影响因素，明

确指出村落格局是村落的价值特色[7]，但未明

确村落格局的构成要素和分析方法。曾丽群等

提出从传统村落的类型划分和保护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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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将各资源单体保护红线进行叠加，强调

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景观和人居环境景观组成

的复合村落生态系统，进而综合划定村落保护

红线，该方法强调多要素的价值分析，兼顾人

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但未对复合村落生态系统

的具体分析方法进行明确表述[8]。

1.3   兼顾村落结构和社会文化的保护分析

        框架

结合对传统村落的特征分析和对既有保

护范围划定方法的研究，构建“结构—要素”

的价值分析和保护框架，强调从结构分析入

手，将风水、心理领域和宗族结构等文化要素

纳入保护体系，实现从要素保护到“结构—要

素”保护、从物质实体保护到社会文化保护的

双重转变，建立从村落及其发展环境、村民及

其生活观念出发的传统村落保护视角。

2　传统村落价值的“结构—要素”分

      析框架

传统村落的“结构—要素”保护框架是

对传统村落价值的全面、深入理解，包含结构

体系和要素体系（表1）。传统村落由一系列具

有特定物质和文化含义的要素通过一定组织

关系而成为整体，这种组织关系就是结构。结

构体系主要包含村庄与自然环境的结构关系、

村庄内部各组成系统之间的结构关系和宗族

群落社会结构关系；要素是构成传统村落的各

个物质和文化单元，要素体系主要包括建筑、

道路、桥梁等物质实体要素，以及民俗、宗族、

礼仪节庆等文化要素。

2.1   村落结构体系

村落结构包括物质空间结构（空间结构

和景观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这两者是有机

的整体，物质空间结构是社会文化结构的外在

表征，社会文化结构推动物质空间结构的形成

和发展。

2.1.1    体现村落价值和特色的空间结构

传统村落的空间结构包括风貌分区、发展

轴线和特色节点（图1）。根据村落的功能和建

筑风貌划出风貌分区，明确村落的各个功能板

块布局关系。发展轴线是村落空间构成和发展

的联系纽带。特色节点是一个村落具有文化意

义和使用价值的标志性建筑物、构筑物和广场

等。将分区、轴线和节点有机组织成为一个整

体，便是结构的重要意义所在。

以查济村为例，查济村的发展轴线主要为

水系（许溪、岑溪和石溪）和街巷，其中许溪

是统领整个村庄的最重要的空间结构要素，体

现了水系在传统村落的生产生活、风水观念中

的重要作用。查济村保存较为完整、空间尺度

宜人的街巷为瑞道路、许溪路、臭豆腐街、九狮

巷、珍宝巷、长生巷和普新巷。许溪和主要的街

巷形成了查济村鱼骨状的空间轴线体系。

查济村的分区以宗族分区为基础，结合道

路街巷、水系和建筑功能，形成若干个以传统

祠堂和现代公共服务设施为核心、居住功能为

腹地的分区模式。传统民居较为密集、街巷较

为完整的分区主要为二甲祠片区、珍宝公祠堂

片区和洪公祠片区。这些片区体现了皖南传统

村落社会结构和物质结构相关联的特征。

村落中重要的节点主要包括以祠堂为代

表的公共建筑及其门前广场、沿许溪两侧的洗

衣洗菜场所、村内主要道路交叉口的开阔地以

及村口的开阔地，这些节点承担着村民交流、

祭祀和生活等功能。

2.1.2    礼制—血缘主导下的宗族结构

宗法礼制深刻地影响着城市与村庄的建

设和形态，从城市的规模形制，到村庄的布局，

再到建筑装饰和色彩，均受到宗法礼制的约束

和支配而呈现出特定的模式。探索宗族结构下

传统聚落的演化逻辑，并进一步将物质空间与

社会结构相关联，使传统村落的空间肌理能

识、可读、有意义，有利于促进保护规划从既有

环境走向历史原型，从建筑单体走向聚落整

体，从物质本体走向社会本质[9]。以祠堂为中心

的居住组团是皖南传统村落的基本单元，每个

祠堂所控制的范围与这一支家族的政治地位

和经济实力相关，宗族结构和分区是传统村落

内部社会结构、经济地位、血缘关系、礼制关系

的空间表现。

查济村以“甲”“里”为单元，呈现明显的

组团式结构[10]（图2），部分宗族结构的物质载

体保存较为完整，但其社会结构已经瓦解。通

过分区完整性、街巷网络、传统民居密集度、祠

堂保存完好度的评价，结合族谱和现状访谈，

划定8个宗族分区（二甲祠片区、四甲祠片区、

洪公祠片区、宝公祠片区、镏公厅屋片区、珍宝

公祠片区、星吾公片区、爱日堂片区）。祠堂位

于组团中心，正门前设有较为开阔的广场，周

边巷路较宽，建筑轴线为南北向居多，但并不

拘泥于此，祠堂均与主要水体和山脉取得良好

的轴线对位关系，祠堂的选址、布局和朝向体

现了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且形式灵活多样。祠

堂周边的住宅多围绕祠堂进行圈层式布局，强

化了祠堂在空间中的重要性（图3）。

随着乡绅阶层的瓦解，传统的宗族社会组

织结构和生活方式已经消失。但将传统宗族结

构物质实体和现代农村管理的组织结构相结

合，使得宗族结构具有新的社会性，在传统的

物质空间和新的社会学意义间建立新的适应

关系，是文化传承和演化的一条重要路径。

2.1.3    融合生产、生活、生态的景观结构

村落的景观结构通过有形的山体、河流、

图1　村落空间结构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宗族结构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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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等要素和无形的视线通廊、风水关系复合

在一起，形成完整的景观框架。村落景观要素

主要包括村落环境、村落空间、村落生活3部

分。村落环境是指在村落形成发展过程中对人

类生产和生活产生影响的物质环境和人工环

境，环境实体包括山脉、林地、河流、农田等自

然要素和建筑物、建筑小品、构筑物等人工要

素。村落空间由村落物质构成要素和村民之间

的相互关系形成，是人类存在空间的具体化。

村落生活是指人在村落范围内的生产和生活

行为，包括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生活观念通

过生活方式体现在社会活动中，生活观念规

定、制约着村民的生活方式。

查济村位于山谷地区，自然领域和人文领

域共同限定了村落的景观边界。自然领域为视

野所及边界，即为各个山脊线所限定范围；人

文领域（心理领域）为村落周边的塔、桥、古

树和河流所限定的范围。重要的山峰、塔和公

共建筑之间形成了几条视线通廊，成为村庄和

周围环境相联系的景观轴线。通过村落、视线

通廊、山体、水系、农田、塔、桥等要素构成的生

产关系和生活关系形成了村落和周围环境共

生的景观结构（图4）。

2.2   村落“物质—文化”要素体系

传统村落中的要素是指能够体现传统村

落特征的物质和文化因子，要进行分类、分级

保护。村落要素分为物质要素和文化要素两

类，物质要素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

历史环境要素、开放空间等，文化要素包括民

俗活动、传统手工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

传统文学、传统音乐、村民公约等。村落要素

根据要素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科

学价值进行分级。最后根据要素价值和在结

构中的作用，划分到不同的保护范围进行差

异化控制。

3　基于“结构—要素”的保护范围划定

皖南地区自然环境呈现出典型的沿江平

原区和丘陵山地区两个地理板块，査济村属于

丘陵板块。查济村位于泾县之西，村落与周边

山水林田关系紧密，保护范围的划定遵循从宏

图3　爱日堂宗族布局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景观结构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体系 结构/要素 具体内容

村落结构
体系

空间结构
风貌分区：建筑功能和建筑风格
发展轴线：主要河流、道路等功能性联系纽带
特色节点：标志性建筑物、构筑物和广场等

宗族结构 宗族分区：“房”与“支”、血缘团体
祠堂：宗族的核心、公共服务

景观结构
村落环境：物质环境和人工环境
村落空间：村落物质构成要素和村民的互动关系
村落生活：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

村落要素
体系

物质要素

文物保护
单位

民宅和祠堂：查七年、查全进、查贵立、洪公祠、二甲
祠等134处

历史建筑

民宅：吴四群、查全俊、查日华等69处
风水塔：青山塔、如松塔
村门：钟秀门、石柱门、平顶门
古桥：许村桥、永丰桥、麟趾桥等26处
土地庙：查全进宅北、馏公厅屋前、诵清堂西等13处

街巷系统

保护街巷：晋公组南岸小巷、晋公组北岸小巷、钱宝
街、长生巷、水浪巷
整治街巷：许溪路、瑞道路、珍宝巷、普新街、九狮
巷、臭豆腐街

历史环境
要素

牌坊：馏公厅屋、奇节性成坊、仁让坊
古井：发丰井、欧家井、墨泉井
古墓：查郁之墓
青石台阶：若干
围墙：晋公组、瑞道路、九狮巷等14处
洗涤池：许溪上8处
古树名木：桂花树、木瓜树、柏树、丫枫树、乌桕树、
冬青树、榔树、链树、梓树等20棵

开放空间

草场：李裕金宅南、查穿本宅西、诵清堂东等9处
林地：发丰井南、徐石炎宅西、徐石炎宅南、淘来顺宅
西、独山墩东
菜园地：吴四群宅南、瞿石金宅西、铎官桥西等27处
祠堂坦：宝公祠前、洪公祠前、二甲祠前、馏公厅屋、
原八甲祠前

文化要素

民俗活动 传统祭祀—宝公祠/二甲祠、南坛会—宝公祠等、木斋/木
莲戏—戏楼、龙灯会—洪公祠/二甲祠等

传统手工
技艺

打板栗、绿茶制作、蒲扇制作、毛笔制作、竹编技艺、
年年豆腐

传统美术、
医药、文
学、音乐等

徽派三雕、同济药店、刘宏志宅、查氏词典—德公厅
屋、上梁歌—馏公厅屋、春歌—馏公厅屋

风水关系 朝向、对位、主从关系等
心理领域 气场、归属感

表1  传统村落“结构—要素”保护框架表（以查济村为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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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到微观、从文化到物质的原则进行分析和划

定。查济村保护区划分为核心保护范围、建设

控制地带和环境协调区3个层次。

村落价值特征是规划人员和村民对村落

价值的判断，村落特征重点考察地域特征、历

史特征、文化特征、村落格局和建筑风格，进而

把握村落结构体系和要素体系。通过对建筑年

代、建筑质量、建筑高度、建筑风貌的现状调

研，综合确定建筑历史价值，明确各个要素在

结构中的地位，划入不同的保护范围进行差异

化保护和控制。

3.1   环境协调区的划定

环境协调区的划定应遵循“整体协调、

有机融合、景观结构控制”的原则，分类、分步

进行划定。具体操作分为3个方面：一是分析环

境协调区的景观结构和保护要素，并确定保护

要素的价值及其保护边界；二是根据可辨识和

可操作性原则对各种边界进行叠合调整；三是

调整确定保护范围边界。查济村南北两侧为山

体，中间许溪自西向东流过，村落沿水形成东

西向带状谷地布局，村落内部重要祠堂与周边

的山顶（氽山顶）、古塔（青山塔、如松塔、巴

山塔）、兰家垅形成轴线通廊关系。这种山水格

局、轴线关系、带状布局是查济村的山、水、村、

田、人整体和谐的景观结构关系的体现。环境

协调区划定需要考虑的边界要素主要有行政

区划边界、视域范围、心理领域范围、农田山体

和视线通廊等。

行政区划是环境协调区划定的重要依据，

由于村落视野范围会跨越行政区，建议建立区

域联合控制机制。视域范围结合古塔（青山

塔、如松塔、巴山塔）和山脊线等自然要素划

定。日本学者福田亚细男将村落领域划分为3

个层次：一是村庄，为定居点的领域；二是田

地，为生产地带的领域；三是山林，为采集地的

领域[11]。在村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村落领

域具有趋利避害、祭祀活动等社会功能，体现

了较强的社会属性，通过门、桥、塔等要素进行

标识，在村落周边形成一种无形的气场。査济

村的村落领域范围以四门三塔（钟秀门、平顶

门、石门、巴山门、巴山塔、青山塔、如松塔）为

主要限定要素，形成具有归属感的场域空间

（图5）。对上述各种边界进行叠合调整后划定

环境协调区（图6）。

3.2  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

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应遵循“延续风貌、

合理建设、内外协调”的原则，在核心保护范

围以外一定的距离之内，结合明显的自然界线

进行划定。关键是对新村、现状村落、村落周边

地区的可建设用地进行合理控制，核心是既要

为未来发展留有空间，又不破坏传统风貌。

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应考虑新村建设和现

状村落的改造。新村的建设应考虑人口规模、

用地规模、用地适应性评价和交通条件，合理

确定新村建设范围、开发强度、建筑风格、建筑

高度等控制要素。现状村落中的空间结构、遗

址、风水关系、重要建筑之间通视条件、轴线关

系、视线通廊是建设控制地带划定的重要考虑

因素，在该范围内的建设应严格控制，与村落

图5　要素叠合分析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环境协调区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的空间结构相适应，建筑风貌和空间格局要延

续村落的特色（图7）。建设控制地带划定要综

合考虑核心保护范围和环境协调区内外两条

保护范围边界，其控制力度介于两者之间。基

于景观结构、空间结构和上述各要素，确定建

设控制地带边界（图8）。

3.3   核心保护范围的划定

核心保护范围的划定应遵循“结构完整、

风貌完好、活态保护”的原则，保护村落的结

构关系（景观结构、空间结构、宗族结构）和

要素。对文物保护单位、传统建筑密集区、特色

街巷空间、河流水口、古桥古井、名木古树、敬

神建筑、古门、牌坊、祭祀、节事活动、民俗等物

质和文化要素在空间结构、景观结构和宗族结

构中的重要性以及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

学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进行评判，把保护

要素纳入村落的结构系统中，进行保护范围的

划定，核心是将具有村落特色的“结构—要素”

体系进行重点保护。同时注重村民生产和生活

需要，进行活态保护，将传统的物质空间和新的

社会生活相结合，建立新的社会关系。

查济村沿着许溪、石溪、岑溪3条河流建设

发展，村落内主要街巷、祠堂、广场均和许溪有

很好的呼应关系，形成以河流、街巷、广场和祠

堂为骨架的空间结构。村落与周边山体和农田

之间，通过道路和视线通廊等要素形成有机融

合的景观结构。村落中风貌和空间格局保存较

为完整的传统建筑密集区，主要分布在许溪中

游两侧，其内部保留着一定的宗族结构印记，对

于保存较为完整的结构单元要进行重点保护。

查济村风貌和格局保存较为完整、空间尺

度宜人的街巷为瑞道路、许溪路、臭豆腐街、九

狮巷、珍宝巷、长生巷、普新巷。进水口位于麟

趾桥，出水口位于牛聋拴桥，古桥、古井、主要

敬神建筑、古门、牌坊等构筑物要素是人们生

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龙”是查济的传

统活动，主要路线沿宝公祠—许溪—进士门方

向前进，到麟趾桥折返，始终以许溪为主线，地

势从低到高，逆流而上（图9）。将各类保护要

素架构在村落结构之中，形成体系完整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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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建设控制地带外边界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査济村要素叠合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0　査济村保护区划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多要素叠合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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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最后根据价值评判的结果等级进行边界

的调整（图10）。

4　结论

目前，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划定方法在国内

尚没有完整的方法体系。本文在系统总结现有

法律法规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从点状文

物保护单位的要素体系保护模式到“结构—

要素”相结合的整体保护框架。将风水、宗族

和领域因素纳入传统村落要素保护体系中，对

提高传统村落保护规划编制的科学合理性和

村落价值完整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核心保护范围要在村落空间结构和宗族

结构基础上，结合村落内最有价值的建筑、古

树名木、街道等物质保护要素和风水关系、非

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要素进行范围划定。建设

控制地带要在核心保护范围以外，在村落空间

结构和景观结构基础上，结合新村选址和村庄

增长边界进行范围划定。环境协调区要在景观

结构基础上，结合领域范围、行政边界、视线通

廊等要素进行范围划定。

保护范围划定的核心是要保护村落优秀

的历史文化，使其得以传承和发扬，但同时又

要兼顾村民的发展诉求，结构性保护为传统

村落保护和发展提供了开放性的思路。由于

村落特征各异，本方法无法适用于所有类型

村落，希望后续研究能在本框架基础之上不

断完善。

（感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松教授对本文的

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