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工程技术研究 第 4卷第 4期 2022 年

基于弹性理念的金庭镇传统村落更新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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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作为我国重要的人类聚集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根基，随着经济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加快，传统村落也

陷入了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之中。本文从弹性视角理论探究了金庭镇传统村落系统弹性的影响因素与演变历程，分析目前金庭

镇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面临的挑战，最终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村落系统弹性的更新策略，使其适应现代化建设与发展，迸发新

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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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概念
弹性一词对应英文 resilience，常见的译法有“弹性”“恢

复力”“韧性”等，本文中暂将其译为“弹性”。Brian Walker

与 David Salt两位学者将弹性定义为“系统承受干扰仍然能

够维持其基本结构与功能的能力”[1]，刘晓明教授认为弹性

思维下的景观的恢复能力在面对变化时具有灵活性，同时还

能够试图维护传统价值与自然和谐[2]。其核心是“事物皆处

于持续的变化之中”，指系统遭受外界干扰，仍然能够保持

其原有的功能、结构与反馈能力，其发展态势不会跨越阈值

发生转变。

2 传统村落系统弹性的影响因素
2.1显性影响因素

显性影响因素涵盖自然生态环境、传统民居建筑、村落

空间格局等物质方面的要素。其中自然生态环境是传统村落

系统的重要影响因素，地理环境的差异使村落空间形态呈现

多样性，不同聚落形态的抗干扰能力也有所差异。同时，地

域范围内的动植物物种越丰富，其生态稳定性越强，对村落

生态弹性的强弱产生影响。而传统民居、公共建筑、街巷空

间等物质文化景观承载着地域文化，是村落文化的基底，文

化景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有利于提高村落系统的文化生态

弹性。

2.2隐性影响因素

隐性影响因素主要由社会资本要素与文化精神要素组

成。社会资本要素主要包含社会关系网络、村落人口结构、

村落管理模式、组织结构方式等，是构筑村落社会结构与社

会秩序的重要因素，稳固且具有凝聚力的社会结构能够提升

村落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有助于提高系统的社会弹性，

在应对自然灾害、外部入侵的过程中迅速响应，共同维护系

统的稳定与安全。文化精神要素包含民俗文化、传统技艺、

民族精神、文化气象等，是构成传统村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

景观，反映不同时代的价值观，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而产生，

具有独特地域风格与思想价值观念的文化地域综合体[3]。

3 金庭镇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弹性演变历程
传统村落的文化景观系统具有动态演进的特性，是人与

自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背景下，相互耦合、协同演化而形成

的系统，会根据外部环境、制度、文化等要素的变化而做出

调整，以适应外部世界的动态变化，达到平衡状态。Holling

提出系统弹性的适应性循环包含快速生长、稳定守恒、释放

和重组四个阶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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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1 金庭镇传统村落文化景观演变历程

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3.1缓慢形成阶段

早在五六千年前，洞庭西山就开始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宋室南渡以前，金庭镇的人口稀少，大多是僧侣、道士、隐

士、渔民等。这一时期的洞庭西山沿袭石器时代文化、禹期

文化和吴越文化，形成独特的文化内涵，当地浓厚的宗教文

化也影响深远，形成了庙会习俗和祭祀文化。但在这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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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发展中，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政治，均发展缓慢，

人口数量严重阻碍了当地的发展，完整高效的管理制度与防

御体系也尚未形成，系统的弹性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抗干扰

能力差。

3.2快速发展阶段

南宋至清初，金庭镇的传统村落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

段。建炎三年，以宋室南渡为契机，金庭镇迎来了文化与经

济的蓬勃发展，以氏族为核心形成聚落。北方望族的南迁为

金庭镇带来大量的迁入人口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此后，洞庭

两山之间的居民通过在外经商厚积资产，洞庭西山的民居建

筑、佛寺道观、公共设施等物质条件得以改善。明清时期，

金庭镇的经济与文化进入一个新的高峰，社会安定，人口众

多，管理制度日趋完善，积淀了深厚的物质文化基础，是传

统村落文化景观的繁荣发展阶段。据《林屋民风》记载，清

康熙年间，洞庭西山的人口达到顶峰，西山 3乡 7都共计

11610户、66029人。

3.3混沌衰落阶段

清末及民国，由于人多田少，战乱频繁、湖匪劫掠，外

出经商的人极多，当地人口锐减至两万多。清宣统二年，靖

湖厅人口统计显示，西山共有 10726户、54217人，但到了

1949年，该地的总人口仅剩 24091人，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内，

人口减至半数以下。很长一段时间内，金庭镇饱受战乱，管

理混乱，民不聊生，人口大幅度减少。直至建国后，人口才

逐渐回升，稳定在四万多人。多种因素使金庭镇的物质体系

与价值体系遭受双重打击，该地文化景观系统的弹性大幅下

降，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才重新启

动。

3.4重组新生阶段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传统村落难以适应现代发展模式，

人口流失严重，村落人口的年龄结构日趋老龄化，村落活性

大幅降低。数据显示，1990年金庭镇人口老年化系数为

57.89%，当地的人口结构由年轻型转为老年型。许多传统文

化缺乏继承，建筑和景观的破坏严重，失去了原有的建筑格

局。2005年，苏州公布了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苏州市古

村落保护办法》以及古村落保护名录，正式启动了苏州古村

落的保护工作，在政府、居民、专家学者等多方面的努力下

传统村落在积极的探索与改进下，开始进入重组阶段，构建

新的弹性结构框架，实现文化景观的保护和再利用。

4 金庭镇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面临的挑战
4.1人与自然联系减弱，生态环境破坏

在传统乡村中，生态、生产、生活三者之间是紧密结合、

相互关联的，乡村景观因生产而形成，通过生产将自然与生

态相结合，而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传统村落长期赖以生存

的农业、林业、渔业等行业从业人数逐渐减少，人与自然的

联系随着农业生产的割裂而逐渐被削弱。同时，由于不断建

设发展，村内的水渠、河道、池塘等水域环境由于缺乏治理，

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污染，亟需村民与政府共同保护整治。

4.2空间格局无序老旧，难以满足需求

金庭镇的传统村落经过上千年的无序化自组织建设，受

到历史进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现在的空间格局，但

这种空间格局已经难以适应更高品质的现代生活需求。例如

过度密集的建筑布局，狭小逼仄的巷弄空间，低矮阴暗的建

筑内部空间，公共空间与公共设施匮乏，设施老旧、安全性

较差等。现在许多居民更希望生活空间宽敞明亮，对公共空

间与公共设施的需求也更高现代化更高标准的生活需求与

传统空间格局之间的矛盾突显出来，导致许多对生活品质有

较高要求的人口外流。

4.3传统建筑利用率低，建筑功能单一

许多传统建筑饱经风霜，在经年累月的损耗中老化，建

筑的框架结构与内外材料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许多已

经列入危房的行列，且传统建筑的空间格局与设计与现代化

生活需求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性，空间狭小、采光不足、设

施陈旧、安全隐患较大、修缮成本高等问题促使很多村民搬

离陈旧的老建筑，导致建筑利用率低。即使有部分建筑仍在

投入使用，也只是简单发挥其居住功能，建筑功能与运用场

景十分单一。

4.4村民主体地位缺失，传统文脉断裂

文化景观是社会的产物，亦是人们集体意识投射的结

果，居住于此进行生产生活的村民才是村落的主体，是村落

真正的使用者与建设者。一方面，许多传统村落在现代化改

造与建设过程中，村民主体地位缺失，他们的意见与需求被

忽视，导致村落文化景观出现异化现象或认知偏差。另一方

面，留守在村内的村民大多年老，受教育程度低，对村落文

化景观价值的认识十分浅薄，保护意识淡薄，难以形成内在

驱动的保护意识和保护行为，传统文化后继无人，出现文脉

断裂的现象。

4.5规划缺乏前瞻意识，灵活程度不高

村落的保护与规划是在明确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对未来

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区域性建设发展规划，涵盖了单体建

筑、区域发展、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等方方面面，因此需要

具备很强的前瞻意识。但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开展时间

较短，对未来发展方向不够清晰，仍处于积极探索的阶段，

缺乏有效的实践经验，制定的许多规划方案脱离了实践，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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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程度不高，因此亟需以预防性、前瞻性、灵活性的保护思

路来制定行之有效的规划策略。

4.6组织管理协作不足，部分规划矛盾

传统村落的保护规划工作存在多头管理规划的问题，多

个组织共同开展村落规划，例如当地旅游规划、建设规划、

保护工作与农业发展等规划之间存在多个政府组织分头实

施与交叉重叠管理，且相互之间协作不足，导致许多规划之

间存在矛盾与冲突，造成规划建设工作的孤立与片面，影响

了村落保护规划政策的切实落实。

5 金庭镇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弹性更新策略
5.1构建自然生态的完整性与多样性

金庭镇的传统村落充分体现了因山就势、因水蜿蜒的选

址智慧，自然生态环境与聚落的形成发展息息相关，是传统

村落的重要基底。因此，对自然环境的整体性保护与物种的

多样性发展势在必行。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不应当局限于单

体建筑的保护与修缮，更应该将村落周边的自然环境纳入保

护范围，建立具备弹性的生态网络，使农业景观、水系、山

林与建筑建立内在联系，提升自然生态环境的抗干扰性。

5.2强化空间格局的便捷性与公共性

将孤立的个体建筑通过广场、巷弄、公共绿地等公共空

间建立联系，充分发挥公共空间的联系与沟通作用，将居民

紧密结合起来，提升村落活性，增强村落社会关系网络的凝

聚力。同时也要从乡村的心理、行为出发，切实挖掘实际的

生产生活需求，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生活在此的村

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设施服务，丰富村民的日常生活，提升

其生活品质。

5.3增强传统建筑的利用率与功能性

除了高度开发的明月湾古村以外，金庭镇大多数传统村

落的古建筑的废弃率较高，增强传统建筑的利用率与功能性

能够有效缓解传统建筑的物质衰败与职能衰败问题，打破保

护与发展之间的二元对立。一方面，需要对传统建筑进行现

代化改造，对整体结构进行加固，完善灾害预警系统，延长

建筑的使用寿命。另一方面，要打破传统建筑的单一居住功

能，充分挖掘其文化展示、商业发展、旅游接待等方面的功

能价值，经过适当的修缮与改造使其成为功能复合的多功能

建筑。

5.4提升文化内涵的继承性与发扬性

民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传承困难成为了传统村落活态

化继承的一大难点。在保护规划与更新设计的过程中，需要

在保护当地古建筑的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融入现

代建设的优点，使传统建筑具备更强的现代化适应性。此外，

在民俗文化与传统技艺上，应当加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通

过文化展示、教育教学、文化互动活动等方式进行传播与推

广，让更多的村民和年轻人能够了解体验传统民俗文化与技

艺的魅力，强化文化价值系统的韧性。

5.5提高保护规划的前瞻性与灵活性

保护规划工作的开展需要具备前瞻性，通过具有前瞻意

识的保护思路来防微杜渐，从近期、中期、远期三个层次来

进行规划，实施整体性、灵活性的保护与更新策略，充分考

虑多方的实际需求出发，依据轻重缓急分批次开展规划建设

工作，切实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与村落经济发展，灵活满足人

民当下的生活、生产与学习需求，并为村落的长期发展奠定

扎实的物质基础，提升村落系统的弹性。

5.6促进多元治理的协作性与适应性

传统村落的保护规划涉及建筑保护、景观生态、资源管

理、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保护，需要多方共同参

与的系统性规划，因此，多个部门的协同管理势在必行。为

了解决无序竞争的问题，需要强化各个管理主体之间的协作

能力，明确权责，充分考虑整体与局部、短期与长期、村民

与政府的需求，推动规划建设工作的有效开展。

6 结语
传统村落是一个构成要素十分复杂的系统，其保护更新

涵盖了价值系统与物质系统的系统性规划。在高速现代化的

背景下，村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呈现出不稳定

性、自组织性、脆弱性等特征，弹性理论在这一社会生态系

统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本文尝试将弹性理念应用于传

统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发展之中，增强村落的抗干扰能力

与自适应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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