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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化在江南建筑中的应用研究有一条排洪水渠一直延伸到旅游配套服务区，在保证排

洪功能的同时进行驳岸设计。排洪水渠湿地公园段对沟

渠驳岸柔化处理，增加乡土植物种植；风情旅游街区段

充分考虑游人的亲水性，将临街侧改为台地设计，非汛

期可人工调节水量，与商业街呼应，形成一派水乡风情

（见图3）。

2.2.4  晓坝新场镇入场口梯田环境保护与景观设计

晓坝新场镇入场口规划区范围内有块一定相对高

差的梯田用地，原有水源丰富，地震未对该用地造成破

坏。本文将生态设计的原理融入城镇景观设计，利用原

有梯田水湿环境、自然地形的高差和现有种植的莲藕等

乡土植物，将荷田、花田的景观引入城市，形成“四壁

荷花三面柳，半潭秋水一房山”的城市山林景观。

3  结语
地震灾区生态脆弱，生态修复难度大，地震灾后生

态修复是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特大地震灾

害的生态修复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国内外皆没有现

成的经验可以借鉴。经过多年的灾后重建，灾区生态状

况明显好转，并积累了应对生态环境恶化的经验，但是

针对汶川地震这样急剧的、大规模的生态破坏，仍然需

要长期研究。同时，工业棕地对生态的破坏与地震有很

多相通之处，其生态修复也可以相互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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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湿地公园驳岸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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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每一个地区在塑造文化环境时，应当继承传统、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本文以吴文化在江南建筑中的应用为切入点，对吴

文化的应用、存在问题和解决措施进行讨论，旨在为我国具有文化背景的建筑提供建议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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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不同领域中对“吴文化”的定义持有多种观

点，在地理上吴文化被界定为发源于长江中下游平原，

太湖地区辐射至周边城市，如常州、苏州的特有地域文

化。也有人认为吴文化是结合太湖周边地区不同远古时

期文化的综合精炼而得，还有人认为吴文化是体现当地

人民生活和劳动智慧的结晶，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的表述

证实了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吴文化从社会生活、精神

风貌、建筑风格方面，深入且全方位渗透到吴地人民的

日常起居中。本文将叙述与分析吴文化在江南建筑中的

应用。

1  国内外具有文化背景建筑的现状对比

1.1  国内外对古建筑保护的认知过程
由于英国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的国

家，面临工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环境污染对古建筑墙

体、色彩等危害，使英国意识到保护古建筑的重要性。

19世纪后，英国成立古建筑保护协会并颁布保护法令，

使英国对古建筑的保护走上了法制化轨道。时至今日，

在英国很多城市的街头还能看见维多利亚时期的古建

筑，无论是大到圣保罗大教堂，还是小到街头充满欧式

气息的红色电话亭。

意大利在1960年便成立历史文化古城保护协会，

其编制相关的研究报告由政府出台法律法规，从保护古

建筑本身扩大到古建筑周围的文化环境，由小到大积点

成线，成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最多的国家。得天

独厚的文化背景让罗马文化一路传承，造就了当地人浪

漫的艺术细胞。

反观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古建筑保护得到了

一定的发展，然而当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发生碰撞时，

拆还是留便成了棘手问题。北京城墙拆除后，便建立新

的建筑物。“文革”时期为挖防空洞，地上建筑为地下

工程一一让步，许多古建筑也因此被拆毁。现如今，北

京的地铁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建地铁也面临同样的问

题，地安门到鼓楼两侧沿线的地面上古建筑都因此荡然

无存。随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旅游已成为

人们的选择，古建筑旅游景点开放参观以来，游客不雅

行为使古建筑造成二次损坏。该现象给社会敲响了警

钟，各省市开始重视对古建筑的保护，相继出台历史文

化建筑保护条例，针对国情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文化古

建筑保护发展的道路。如青岛政府修缮，企业与私人出

资，对优秀的历史建筑进行改造及修复。园林城市——

苏州作为文化名城，由政府拨专款派专人做维修，促进

拙政园、留园等古典园林花园的发展，增加园林文化的

多样性空间。江南地区对古建筑保护的案例如南京朝天

宫、常州天宁寺、无锡南泉古城等。

1.2  国内外对古建筑的保护措施
国外对古建筑保护的实践开始较早，德国、英国、

法国等国家的保护机制相对健全。我国设立专项资金由

政府拨款对古城古建筑进行修缮，如苏州古建林立，园

林遍布，每年花费数亿元资金进行维修。我国《文物

法》明确规定对古建筑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

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在实践中付诸行动，在理论

中也不甘落后。“十二五”发展规划时期，国家高度重

视历史文化和古建筑的保护工作，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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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发展，增加高校开设古建筑保护及维护专业，如同

济大学建筑系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东南大学建筑学

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等。

2  吴文化在民居中的应用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通过建筑的形式表达其思

想和意识。文化通过不同类型建筑所要体现的东西也有

所不同。江南民居以苏州和杭州最具代表性，受吴文化

影响，江南民居墙体为白瓦青灰，使用柔美素雅的黑色

或棕色木质，虽以黑白色调为主，却不单调。

吴文化在苏州古民居中的体现是多方面的。苏州古

民居依水而建，古朴典雅，粉墙黛瓦，体现吴文化中雅

和素的特点。苏州民居院落以天井式庭院为主，与北京

的四合院类似，组成庭院的四面房屋相互连接，包围着

中间的小院子。苏式建筑十分重视细节，苏州民居注重

因地制宜、空间布局的融洽、建筑与景相协调呼应，与

自然融为一体，充分体现吴文化的独特魅力。

苏州建筑以“水文化”为核心。河、湖在苏州这块

宝地蜿蜒着，人们的生活处处离不开水，苏州居民影响着

水，水也影响着苏州居民。小桥流水的设计美化城市的同

时也美化了生活，烟雨江南也成了一个梦幻的代名词。

3  存在的问题
3.1  传统吴文化居住方式与现代化社会不相适应

伴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大规模建

筑移植、空间复制以及信息资源环境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下，传统的吴文化居住方式在现代化社会表现出种种不

适应。如缺少现代服务支撑体系，医疗卫生、休闲养老

较为缺乏，居住环境条件简陋以及交通不便等问题。

3.2  吴文化建筑遗产利用不足
苏式古建筑历经千年文化传承，是文化传播、储

存、交流的载体，遗留了丰富的吴文化遗产，其中包括

砖雕、木雕、传统服饰在内的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刺

绣、剪纸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些文化遗产是人

类文明产生的物质内容和地域文化特色，反映了不同时

期社会、文化和人们的生活状况。然而当今文化遗产逐

渐被忽略，文化建筑的设计也未能完美地展现吴文化特

有的风采。

3.3  缺乏吴文化建筑地域性设计
吴文化建筑是江南地域文化的剪影，但随着国际

化建筑样式的日益推广，人们的审美价值观不断改变，

当代建筑逐渐趋向西方化和形式主义化，缺乏文化积淀

和风土人情，呈现出“千城一面”现象。其主要原因是

吴文化固有的建筑文化和地域特色在建筑设计中逐渐被  

忽略。

3.4  传统吴文化传承不够导致过度商业化，缺

乏文化底蕴
苏州部分乡村地区相对封闭落后，在乡村封建思

想影响的冲击下，优良的传统文化没有得到较好传承。

人类历史在追求精神文明价值的过程中兴起了文化

旅游。作为文明繁盛之地，江苏在“天卜才子出三江”

之说中为三江之首，耕读传统深厚，文明发展走在全国

前列。而苏州则以“小桥、流水、人家”的独特风貌迎

来众人的青睐，古朴自然、恬淡温婉、简洁雅致的建筑

风格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然

而现在许多风景区从规划设计到工程建造再到对外开放

都是怀揣着商业暴利的观念，大力建造人工景区、新式

房屋、打造商业街，而忽视吴文化建筑，最终营造“假的

文化环境”，不仅缺乏文化底蕴，还导致过度商业化。

4  解决措施
4.1  建设吴文化特色小镇

小镇既是城也是乡，是城乡的桥梁，是联结城乡

的结合体，是在几平方公里土地上特色产业、生活生产

相融合的聚集地。与城市相比有明确的产业定位文化内

涵，与农村相比现代设施丰富，成功避免了传统吴文化

脱离现代化的轨道。

苏州位于长江三角洲中部，水网密布，而吴文化的

自然属性与水紧密相连，小镇则依水而建，同时小镇建

设结合苏式民居，其包括建筑类型、结构布局、装饰图

案、色彩的搭配等方面。建筑主体粉墙黛瓦并配以花雕

门窗，建筑装饰采用当地的青砖卵石、瓷片等材质进行

装饰，在色彩上朴素淡雅；室外置院造林，古朴自然、

恬淡温婉。与此同时，对小镇环境进行现代化建设、现

代化改造以及现代化保护，完善现代化服务系统，努力

实现传承与发展并行，保留与保护同步。

4.2  运用文化遗产，振兴民族工艺
吴文化资源丰富，历史遗迹和血脉中的文明都值

得充分发掘。小镇以文化遗产为基础，开发各种传统资

源，着力发展江南民间工艺，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小

镇将为传统工艺品搭建工艺展示与交流平台，一方面对

手工艺系列产品进行展示，另一方面对其制作工艺进行

剖析讲解。同时邀请全国各地民间手工艺匠人参与工艺

交流并对工艺品进行改造创新，在不断地改进设计、改

良技艺、改善材料的过程中，传统工艺品得到传播与进

步，也更加符合现代审美，更能融入现代生活。

4.3  打造吴文化旅游精品，提升小镇文化内涵
（1）从穿着到饮食，从娱乐到实用，小镇推出吴

文化旅游相关特色产品，通过有形的物质载体激活其内

在的文化底蕴。如缂丝、刺绣、核雕、木刻、太湖三

白、苏式糕点、大闸蟹等。

（2）以文化节为契机，每逢佳节组织吴文化主题

展演，以昆曲、苏剧、评弹等特色表演以及歌舞晚会的

形式宣扬传统文化。同时支持并鼓励在校学生参与小镇

特色文化节或比赛活动，培养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兴

趣，提高参与度。

（3）完善小镇文化元素相关的配套设施，对各种

配套辅助设施统一规划，将文化元素演绎得淋漓尽致。

其中包括绿化设施、交通工具、餐饮以及住所等。

5  结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保护传统文化宣传的力度不

够，导致公民的重视程度不足，我国优良文化并没有得

到很好地传承和弘扬，甚至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遗失和

破坏。任何一个地区在塑造自己的文化环境时，都应该

继承传统、立足当下、面向未来，需要在原有地域文化

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只有这样才能使古建筑形象特色

脱颖而出，在吴文化中孕育的特色小镇将在建筑风格中以

提升和延续吴文化为重点，立足自然、人文和发展现状

本身，创造了特色地域景观，提高了特色小镇的整体形

象，从而促进了特色小镇各项事业的发展。只有与历史

文化、风土人情和自然风貌相符合，将地域文化根植于

建筑之中，才能营造出最特色最地域最吸引人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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