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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澜溪老街地域景观特征与传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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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皖江历史街区作为长江沿线地域景观风貌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展现了沿江城镇居民的日常交互过程，

更是一个记载流域内自然风貌与传统文化演变的重要空间载体。本文以铜陵大通古镇澜溪老街为例，通过实

地调研与类型化归类，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出发，系统阐释街区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构成的框架

体系，分析其地域景观特征的生成环境、类别以及表现形式，从而为澜溪老街景观风貌传承与延续的策略方

法及路径提供支撑，以期推动同地域类型老街的历史记忆活化进程，打造街区地方文化的动态传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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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gional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and Inheritance of Wanjiang Lanxi 
Old Street

WU Xiaoya，GU Dazhi，ZHANG Yua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Art，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efei 230009，China）

Abstract：As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the regional landscape along the Yangtze River，Wanjiang historical block not only displays 

daily interactions of residents，but also becomes an important space carrier of the evolution of natural feature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watershed.  Taking Lanxi old street in Datong town of Tongling city as an example and field research as well as classification as 

methods，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framework composed of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elements from the macro，meso 

and micro levels，and analyzes the generating environment，categories and forms of the regional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so as to 

provide strategie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Lanxi old street，activate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same zone type of old streets and create a 

dynamic mode of local culture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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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时期，河流对社会生产有着重要影

响，水路相对陆路而言更具便利性，并且价格低廉，

很多集镇沿江河两岸兴建。因此，在传统集镇聚落

发展时期，建筑与街巷的生长大多与河流的走向有

着密切的联系，日本经济史学家斯波义信就曾将中

国比喻为“Riverine state”（河边国家），意为“以

河流汇聚为地域特征的社会”[1]。

安徽皖江流域作为长江沿岸著名的农副产品

集散地之一，人流以及物流的集中为沿岸水运集镇

的形成和建设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因地跨江淮

地区和皖南地区的缘故，来往商客及历史人口迁移

的影响，集镇的风俗传统逐渐趋向地方大杂烩，造
                       
收稿日期：2020-12-09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JZ2019HGBZ0124）

作者简介：伍晓雅（1994-），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景观规划设计及理论。



第 5 期 93伍晓雅，等：皖江澜溪老街地域景观特征与传承研究

就了具有过渡色彩的地域性景观特色。因此，本文

以皖江地带重要的水运集镇——大通古镇为例，剖

析该镇内澜溪历史街区地域景观要素的形成与现

实景观样态，总结街区地方景观构成的物质特征与

非物质特征，解析街区发展缺陷及解决措施，以期

为皖江类似街区的地域个性保护和发展提供更清

晰的思路 [2]。

1  街区地域特征形成背景

1.1 重要水运港口

大通又名“澜溪”，现位于安徽省铜陵市西南

部，宋朝建镇，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八省巨埠、江南

重镇”，后又成为地区航运中心，是仅次于芜湖的米

市和渔盐城市。清末民初，随着盐业的发展而迎来

历史上的短期繁荣。大通古镇靠山临江，南以青通

河、贵池为界，西与桐城隔江相望，周边河网密布，

相互之间多有连通。在铁路不畅，公路匮乏的近代

化时期，青通河是连接外界与皖南山区贸易的重要

交通水道，而临近河道的大通港便成为往来客商中

转的落脚点，这一先天条件为古镇和老街的后续发

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1.2 多元交融文化

相较于地域个性强烈分明的徽州，大通古镇所

处的皖江地区因地理位置和近代社会发展的缘故，

对文化的吸收和理解显得更具包容性，其地域个性

也多样繁杂。从历史纵向角度看，大通地处吴越文

化与淮河文化的过渡区域，受儒道释三教合流和程

朱理学影响，教育文化兴盛，后在晚清时期西学东

渐又为大通带来了洋文化，促使当地逐渐形成多元

丰富的民俗与商业活动。从宗教文化角度看，大通

是一个多元宗教文化载体空间，道教、天主教都曾

踏足过此地，但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宗教当属佛教。

大通毗邻九华山，唐宋时期后，皖江沿线成为佛教

朝圣者敬谒的必经之路，朝拜者需在大通乘坐船只

沿青通河上溯到九华山下。至清朝，大通共建有大

士阁、莲花寺等十几座寺庙，后又因近代西方天主

教会的传播，拔地而起的教堂、钟楼，更是让东西方

文化在此交汇沉积，兼容并蓄，开启了大通古镇多

元文化的新篇章。

1.3 商贸中心——运“盐”而盛

古人云“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处在

淮盐运输沿线上的大通便是其中的受益者。封建

社会时期，食盐既是生活必需品与战争资源，也是

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其中以两淮盐课最为突出[3]。

清朝至民国时期，为使销量巨大的淮盐能迅速安全

地水运到各地，需在交通便利的位置设置货物集散

中心，大通古镇作为皖江流域内淮盐运输路线上的

重要节点，专门设有征收江西、湖南、湖北及安徽中

路盐税的盐务督销局，是政府明确的停泊通商口岸。

皖南地区的青阳、桐城等乡县所需之盐都需要在大

通进行采办，频繁的人口流与丰厚的资本令其迅速

成为辐射周边的商贸中心。

2  街区物质性景观特征的构成要素

在各类街区类型中，历史街区以独特的时间氛

围和空间感受，显现出物质性要素与非物质性要素

叠加的多层内在价值。街区可通过物质要素创造

与本地居民发生情感共鸣的空间，存储街区集体记

忆，营造独一无二的景观主题。反之，非物质要素

在历史街区中源源不断地为街区带来创新的可能

性，焕发街区生机，二者所营造的场所精神的契合

程度决定了街区景观价值的高低（图 1）。

图 1 历史街区地域景观构成要素框架图

2.1 宏观物质特征要素构成

在宏观物质层面上，历史街区成长的源动力与

所处的自然环境与城市格局息息相关。皖江地区

江河支流纵横密布，水道不仅控制着沿线交通运

输，还影响街区的生长发展。澜溪老街是具有滨水

环境景观的典型案例，街区地处古镇青通河东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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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呈东西走向的半弧状，鹊江、青通河、祠堂湖三

面环绕老街，为街区奠定了“因水而商、因商而街、

因街而兴”[4] 的历史发展态势（图2）。街巷、建筑、

水体的交错组合既形成联动关系又呈现了多样的

街区景观。

图 2 “因水而兴”的澜溪老街

2.2 中观物质特征要素构成

在历史街区的景观特征要素构成中，街区格局

可谓是编织空间的主角，其囊括的街巷空间组成韵

律、院落空间形态、街巷空间尺度、街巷空间界面组

成要素将街区的物质与精神联系成整体，是直观体

现街区地域景观特征的体现。

2.2.1  街区空间尺度 

澜溪老街总体上依然保持了传统水运商贸和

居住并存的风貌特色，老街的主街道现今尚存一段

最窄处 7 米，最宽达到 15 米古街面。根据日本建

筑师芦原义信 [5] 的街道垂直维度形态特征研究中

的宽高比（W/D）参数所述，街道 D/H 比值大于 1

时，游走其中的行人会产生距离感；当比值大于 2

时，则会产生宽阔感。澜溪老街多数建筑为二层楼

房，檐口高度约为 6m，古街面高宽比为 1.1 ～ 2.5，

与多数古镇街道相比，其视域空间更加广阔，可人

车并行。街区两侧建筑物及巷道沿着东西走向的

主街垂直方向生长，构成“前门通街，后门通江”的

空间组合方式，商业店铺多以连续的小开间界面沿

主街道两边展开，每个店铺的建筑相似，但又有其

各自装饰特点。主街垂直生长的小巷可通往各户

内部居住空间，整体上形成公共空间串联私密空间

的街区景观。

2.2.2  街区空间界面

街巷界面主要由顶界面、侧界面、底界面三部

分构成，澜溪老街的主街空间界面特点是开放性与

通透性。在顶界面，街区的延伸的出檐和高低不等

的山墙使行人产生视线内聚感与韵律感的天际线

景观。在侧界面，与主街相连接的商铺正面多以可

拆卸木板门为一层建筑入口，随着日间商铺拆卸排

门营业，夜间闭门休业，街区空间进行着从开放至

封闭的转换，商铺正面的雀替、斗拱、墀头装饰也使

街区侧界面更为丰富。在底界面，澜溪老街尚保存

了一条铺有浅红方形麻石的街面，既凸显地方特色

又能反映当时古镇的繁华商贸之象。

2.2.3  街巷空间布局 

“滨江临河逐水而居、聚而为市筑而为城”[6]，

逐水而居作为人类最传统的聚集生活体系，极易受

到河流和码头的外力影响。对澜溪老街这一类临

水街区而言，因河流走势具有极强的线性导向，故

而形成以“河流—建筑—商街—建筑”[7] 为框架的

线性空间布局（图 3），往往有利于减少运输成本，

达成货物的快速转运交易。其次，方便居民及外来

商业者迅速找到街区服务场所，使街区具有高度的

便达性。最后，街道沿河流线性展开，可使二者之

间创造接触的节点，方便住户汲水。街区的居住者

通过长期的生活生产掌握河流规律，围绕商业场所

对街区采用线性空间布局方式，为澜溪老街建立了

生活、交通、商业上的井然秩序。

图 3 河流线性导向对街区布局的影响

2.2.4  街巷院落空间

澜溪老街建筑平面布局紧凑，以前店后坊或前

店后居的规整矩形房屋为主。沿街商铺多为二层

单排式建筑，局部一层。建筑规模根据房主的经济

实力不同而有所区分，形体上构成高低错落。街区

院落式民居也以单进式院落为主，围绕内院或者天

井为中心，将不同功能空间分隔，满足通风采光的

需求，同时可承担晾晒、储藏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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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微观物质特征要素构成

2.3.1  建筑立面

澜溪老街沿街建筑立面类型多为开放性的木

板门式（图 4）。因街区用地有限，为最大限度分

享区位优势，沿街建筑一般为两层楼，可起到增加

单元土地面积的使用率与通风避潮的作用。商铺

每开间的尺寸、结构、材料虽十分相似，建筑檐下高

度基本维持在 5-6 米。店铺正面开间与主街相连，

并以横梁为界，将老街沿街建筑分为屋顶—屋身—

屋底三个部分 [8]。建筑二层以木装板封闭，采用木

窗通风采光，下层屋身采用可拆卸的清水排门，可

应对商业高峰时期的客流量，方便搬运货物进出。

日间拆卸后的排门可使街巷与室内空间融为一体，

主街会显得更加通透，形成直接沟通的开放空间。

图 4 澜溪老街木板门式建筑

①屋面

澜溪老街区域内的民居屋顶处理方式为双坡

硬山顶式。山墙未出墙面，侧面沿屋顶坡度构成人

字形，屋角不起翘，坡度较陡。建筑正脊造型简练，

不用吻兽，中部用瓦片堆叠成空花状，墀头多用梅、

兰、竹、菊等彩画装饰，风格典雅素朴（图 5）。沿

街相邻商业建筑单元相接的墙体共用一道封火墙，

在住户密集的街区既能起到防火、隔户的作用，又

能通过相邻民居组合的高低不同的折线变化，构成

街区极具韵律感的天际线景观，营造具有层叠感的

街巷外观。 

②墙面

因皖江地区气候湿润多雨的缘故，澜溪老街的

墙体构造材料基本选择了南方多用的清水空斗砖

墙，墙体上部采用“空斗法”砌筑，部分建筑在墙裙

部位用石块加固（图 6），墙体显得厚重而高大。空

斗墙内部填充砂浆、泥土，既能节约材料，减轻自重，

又能起到比实心墙更加隔音和保温隔热的作用。

图 5 墀头装饰

图 6 砖墙砌法

2.3.3  景观节点

在历史街区景观物质特征构成要素中，除了建

筑单元要素外，古桥、古井、驳岸等微观节点也为街

区整体增添了观赏性与趣味性。《史记》中曾记载

“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卖，因成市，故云市井”[9]。

古代城市中，古井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工具，不仅

联系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影响着空间聚集力，

因井成市，以井为邻，是居民亲近水源进行生活生

产的另一种方式。位于澜溪后街部位的龙泉古井

曾是街区居民的饮水之源，由明朝时期的当地望族

佘家开凿建成。初时为佘家自用，后用作公井，方

便附近居民取水用水。久之，随着妇孺用水时的闲

谈，商贩的走动叫卖，水井不再单纯满足居民生活

的需要，同时成为人们交流互动的场所，老街的市

井生活景观逐渐被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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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街区非物质性景观特征的构成 
要素

3.1 宏观非物质特征要素构成

回顾中国传统城乡营建方法，不论是村落选

址、住宅布局、造园布景，无不融合生态美学的思想。

究其本质是顺应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节制

地利用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生存环境，实现

人与自然共生存的机制关系。可以说，生态美学早

已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心理深处，并上升为

社会民众的“择居意识”[10]，从而衍生出中国源远

流长的风水文化。因此，进行生态美学分析、剖解

择居意识，有助于阐释传统聚落景观的构成本质。

3.1.1  街区生态美学

俗语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资源利用层

面上澜溪老街基本符合生态美学的要求。街道与

江、河、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解决了当地生

活生产用水问题；另一方面利用水道发展水运，加

强对外联系，解决单一的生产模式，充分体现了澜

溪老街利用环境改善生存条件。其次，作为传统临

水街区，过于湿润的环境会对居住造成一定影响。

为此，澜溪老街以二三层建筑居多，除了节省占地

面积，最大可能发挥使用率外，更重要的是起到通

风避潮的作用，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之上，创造良好

的居住环境。

3.1.2  街区择居意识

“水深民多富，水聚民多稠”的概念一直在中国

择居理念里被反复强调，澜溪老街所在的大通古镇

东靠九华山余脉——长龙山，其山脉阻挡了长江的

流向，使原本自西向东流的江水在这里折转变为由

南向北流，形成回水湾并在此沉积了丰富的饵料，

吸引各类鱼群穿境而过，致使当地盛产水鲜。与此

同时，位于鹊江中心的和悦洲又能有效地抑制了江

涛，与下游素有“长江四大名矶”之称的羊山矶形

成天然屏障，既能发挥减缓水流作用，又能阻挡冬

日北方寒流侵袭，造就了当地既便于生活交通，又

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微气候环境，令街区形成一个良

性生态循环又物产丰富的天然避风良港，青山绿水

相互映衬，是择地而居的好场所。

3.2 中观非物质特征要素构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空间中，因受不同阶段社会

意识和形态的影响，多带有政治权利的色彩，例如

皇城、王府等。但对于普通民众聚居的街道与村

落来说，更容易受到血缘与伦理道德的影响，以宗

法血缘为纽带的家族观念会渗透到建筑中。如徽

州地区的街巷建筑，其开放空间、私密空间要严守

“内外有别，男女之防”，又如北京四合院建筑的北

屋为尊，女眷居后 [11]。

澜溪老街整体上受血缘与伦理道德的影响较

弱，而商业交易形态对澜溪老街的影射性更强。沿街

建筑多采用下商上居的混合方式，形成垂直的商用

与住宅二层空间，以便节省用地面积。一层店堂内设

柜台经营或手工坊，部分建筑还建有可作为生产和

生活的后院，店家或主人通常居住在楼上或后院，使

商业和生活独立区分。这类商住混合型建筑本质上

体现了商贸意识与传统住宅相适应的物化过程。

3.3 微观非物质特征要素构成

在街区的非物质要素构成中，传统饮食、传统

民俗、传统技艺、传统故事情节、传统生活情节等要

素相互穿插其中，构建游览者对街区历史画面的联

想性。比如，街区河畔人声鼎沸的茶楼、浅吟低唱

的戏曲、满载而归的渔船，这种动态性的生活场面

即可转换成一种活态景观空间，进而具有表达真实

情感的能力。行人在街区不单再是从视觉片面出

发，而是融合场景，调动视、听、嗅、尝、触多种感官

上升到思维立体 [12]。

3.3.1  街区传统故事情节

澜溪老街所在的大通古镇历史文化交错沉积，

流传的故事数不胜数。澜溪老街的龙舟竞渡诉说

着当地崇拜的龙文化、京剧《量江记》主人公樊若

水就读的澜溪书院，后吸引王安石、黄庭坚等一众

文豪踏足此地，延续着当地尚学的精神、街区祠堂

河变为祠堂湖的风水趣事、街区留存时间悠久的商

铺等无不在呈现澜溪老街的历史生活场景，其隐含

的艺术情境贯穿整个街区景观空间。

3.3.2  街区传统技艺、民俗、饮食

澜溪老街一直被称为“活着的历史文化街

区”，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形成了数十种非物质文

化，根据其特征可分为传统手工艺、民俗表演、传统

饮食三大类。

手工技艺以渔具编制、杆秤制作、藤艺编织、剪

纸艺术为主。澜溪老街的渔具大小各异，制作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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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具高低错落的挂置在店铺外，无不在时刻诉说当

地的鱼水风情。当地的百年剪纸工艺也以街区的

生活风貌、水运、佛教文化为主要题材，作品形式多

样、做工考究，堪称当地一绝。

民俗表演类可分为传统戏曲与民俗活动两类。

传统戏曲以当地的傩戏、秧歌、腰鼓戏为主，是流行

于庆祝传统节假日的民间艺术。老街民俗活动以

龙灯会、龙舟竞赛为主，其中龙舟竞赛发展不仅形

式多样，除对外竞标、供人娱乐之外，还联合多地举

行竞赛，表演队伍壮大，已成为澜溪一景。

饮食文化以土特产江鲜为代表。秉承着“靠

水吃水”的传统，澜溪老街从街头至街尾随处可见

水产贩卖与腌制，在视觉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饮食景

观。沿街饭馆基本以江鲜为主，澜溪老街举办的长

街宴，百米长街，宴开百桌，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品尝

和体验，正在形成当地特有的饮食传统文化。

4  街区地域性景观特征的传承

4.1 澜溪老街景观要素构建的价值及作用

在构成澜溪老街地域景观特征要素中，物质性

要素为街区的形成和生长提供源动力，通过由大到

小、循序渐进的方式反映了街区甚至是地方景观特

色。而非物质景观特征要素的存在使看似散乱的

景观元素形成深层的逻辑和鲜明的社会秩序，并贯

穿于街巷、建筑之中。厘清街区各个要素构成关系

的目的，最终旨在为街区的景观保护与再生提供清

晰的思路。因此，对澜溪老街景观特征要素构建体

系应该从更深更宽的层次发掘研究 [13]。

4.2 澜溪老街街区物质特征的传承

4.2.1  街巷空间的完善

澜溪老街在修复过程中虽保留了主街宽广的

原尺度，并根据各类建筑情况对街区内的巷道进行

了梳理，但仍然存在因搭建、堆物等原因导致的多

条巷道空间堵塞、断头等问题。其中，以靠近祠堂

湖附近的巷道最为严重，需进一步优化老街传统街

巷空间 [14]。

①内外联通

澜溪老街靠近祠堂湖附近地块拥有多条蜿蜒

曲折的细巷，因杂物、建筑胡乱搭盖切断了与外部

道路的联系，并对祠堂湖岸线景观造成了视线遮

挡，然而可喜之处是细巷与外围联系仍然隐约可见

（图 7）。因此，可根据街巷的走势对话内外道路，

以清通梳理为主，改善周边基础设施，延续部分巷

道与外部联系，以达到织补街巷作用。

图 7 巷道杂乱

②内部疏通

针对澜溪老街巷道疏通，首先需对其狭窄巷道

空间进行清理重塑，拆除乱搭乱建、废弃的构筑物，

适当拓宽疏通，并规范居民四处培育的“菜园子工

程”。其次，街区巷道深处存在较多的小面积废弃

住宅和围墙庭院缺乏管理，没有充分发挥空间作

用，形成消极死角。可通过对废弃住宅的整治修复

和围墙庭院的退让，制造步移景异的收放空间，形

成通风良好，安静舒适的环境，打造灵活趣味的空

间场景和动态流线，与主街形成宽阔至私密的场景

过渡。

③优化节点

澜溪老街留置了因建筑退让和道路转折形成

的体积大小迥异的凹凸空间，这些空间长期以来被

忽视，成为街区的灰色节点。针对这些灰色节点的

存在并联系澜溪老街公共区域稀少的问题，可将凹

凸空间设计为街区公共逗留区域，使雕塑、石凳、桌

椅等元素同空间合理结合，创造游人及居民休憩的

场所。同时，可通过对凹凸空间植入自然生态元素

的方式，改善街区绿化匮乏的状况，为街区环境和

居住状态注入生机。

4.2.2  建筑景观风貌的延续

街区的建筑风貌往往赋予了行人第一视觉感

受。首先，要体现澜溪老街的建筑特色。在保护过

程中，要维护街区建筑特色，其建筑风格、造型、色

彩、体量尽量统一，在不破坏街区空间连续性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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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上，运用招牌、灯笼、布幌以及墙角的绿化提升街

区侧界面的丰富度和可识度，确保老街的整体风貌

和形态特征，强化居民的归属感。其次，对于拆除

影响风貌的违章构筑物后，在这些地块重新塑造的

建筑宜采取“似”与“不似”的手段 [15]。“似”是

延续原有传统建筑的形式、比例、装饰，“不似”是

创新的材质、空间。这类新建筑虽不同于文保建筑

的修复与不同于历史建筑的保护，但更倾向融合街

区建筑风貌，从而进行延续性的发展。

4.2.3  环境要素的管理

澜溪老街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地理环境，构

成了人—水—街三者共生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

移，住户的搬迁废弃，祠堂湖与青通河道的水岸管

理状态不容乐观，现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最突

出的是没有设置规范的滨河步道，路面有大量挖

掘、开垦的痕迹，植被稀疏；其次，机动车乱停乱放，

阻碍通行的同时，并破坏滨河空间的连续性；第三，

道路垃圾清理不及时，杂物废弃物乱堆，卫生状况

堪忧。

针对上述问题，第一，需通过加强对澜溪老街

周边河道、湖水的保护，保持水面及岸线清洁，完善

街区排污体系，使雨水和沿街生活污水能有效地

进入排水系统，防止影响街区环境；第二，澜溪老

街的青通河岸线状况混乱，未能形成良好的亲水

空间，可采取自然式驳岸与硬质步道相结合方式，

塑造“刚”、“柔”交互的边界；第三，青通河是具有

观赏意义的水系空间，其河岸线设计形式不宜单

一，通过增设亲水栈道、亲水平台的方式，打造亲水

文化岸线，以期丰富滨河空间氛围，增强视觉观赏

性，聚拢人气，提升街区滨河区域的吸引力与魅力 

（图 8）。

4.3 澜溪老街特色非物质特征的传承

4.3.1  历史文化复现

对于隐性的历史文化而言，街区除了保护措施

之外，还需深度挖掘场地文化内涵。以澜溪老街为

例，目前老街留存的佛教文化仅靠大士阁为支撑。

整体上，老街澜溪完整留存的历史文化面临寥寥无

几的状态，单薄的留存文化不足以支撑街区的历史

文化内涵。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度挖掘恢复澜溪老

街消失的特有文化类型，如曾经盛极一时的渔盐运

输文化、码头文化等。

图 8 河、岸关系不完善

其次，随着网络智能化和新媒体技术的普及覆

盖，街区的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民俗、传统饮食、传

统故事等历史文化要素，除了采用场所进行活化展

示手段之外，还可利用手机 APP 打造街区全景、路

线地图、室内导视、语音讲解等多种个性化服务，吸

引人群，打造街区历史文化的智能化发展。 

4.3.2  特色产业修复

笔者结合野外调查结果发现，澜溪老街现有

72 家在营店铺，其中有 23 家为餐饮类、7 家传统手

工技艺店、1 家创意工艺品店，其余多为杂货用品

店铺或服装铺。整体上，澜溪老街的特色文化产业

氛围营造感偏弱，可通过街区现有的文化产业资源

与街巷物质空间的保护相结合的方式，形成集聚效

应，使特色文化产业与物质空间产生互动交融和良

性传递，提高老街的地域文化氛围。

①传统饮食类

澜溪老街 23 家餐饮类店铺中以推广水产及当

地贡姜、豆制品为主，其参与性与受众面较广，可围

绕饮食店配套豆制品磨制、生姜采摘、腌制等现场

教学，使游客直接参与到食物原材料的制作流程和

品尝的全过程。

②传统手工技艺类

街区传统手工技艺店以制作渔具为主，渔具对

于当地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图 9）。除

此之外，还有百年杆秤制作技艺与手工剪纸等。就

这些技艺特色而言，其专业程度较高，具有一定的

艺术与观赏价值，街区可利用巷弄空地及周边商业

建筑规划技艺展示空间，吸引参与者体验简单的手

工制作，有利于为传统手工技艺提供生存和发展平

台（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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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传统渔具制作

图 10 老杆秤制作

③民俗表演类

以傩戏、放龙灯、龙舟竞赛等戏曲或水上活动

为主的街区民俗表演，除开展相关体验课程之外，

还可借用文创产品设计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

传范围。目前澜溪老街只有 1 家创意工艺品店，工

艺品设计种类较为单调，可利用街区本土多元传统

要素进行产品多维度创意设计，提升对外来人群的

吸引能力和商业消费能力，方便更多的游客直观体

验街区历史文化特色，同时有利于直接树立街区品

牌形象，产生品牌价值 [16]。

5  结语

澜溪老街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中形

成地方性景观特征，只有对其进行深入地挖掘，才

能更好地保护与传承地方景观传统。本文以地方

地域景观特征为切入点，从类型分类角度对澜溪老

街聚落景观要素构成体系进行阐述，并针对街区现

有景观要素发展提出了保护与传承的优化策略。

研究认为，澜溪老街在自然景观、传统街巷景观、建

筑立面景观等物质层面及择居意识、地方传统风情

等非物质层面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二者虽具有不

同的属性，但却相互贯通、相辅相成，需有针对性地

展开系统性分层、分级保护与利用，积极采用适宜

的优化设计方法完善街区景观发展，对街区形象的

提升和人们生活品质改善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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