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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发展正迎来新时代 [1]。滨海地区的历史城镇具有
特别鲜明的本土文化，如反映海洋文化特殊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的传统聚落，以及海岛历史城镇等，逐渐
成为遗产保护的重点对象 [2]。

0 引 言

21 世纪人类进入开发利用海洋的新纪元，海洋成
为人类拓展未来发展空间的重要领域，滨海地区的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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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山海地区具有背山向海的独特空间资源，其历史文化名镇更需结合山水特征和地域文化进行精准保护与开发。通
过构建整体性保护理念下的山海地区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框架，包括系统性山水观的保护思路、完整性的遗产要素保护理
念和关联性的保护传导层级，以福建省漳州市铜陵镇为例，分析了山海地区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实践：①结合多源数据提炼
系统性山水观和山水格局，识别历史文化名镇的区域生境和形态特征。②运用复合技术识别完整性遗产要素，包括自然遗产、
物质人居环境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③构建关联性保护传导层级。在镇区层级注重价值引领、合理划定空间管控范围；在
街巷层级，点线要素联动、系统营造历史城镇景观；在要素层级，分级保护，强调活态传承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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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listic Protection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s in Mountainous Coastal Region: 
Tongling Town, Zhangzhou City, Fujian Province/HUANG Liyun, CAO Xinye, WU Liying, ZHANG Qiuyi,YANG Di
[Abstract] Mountainous coastal region is unique in its spatial resource, and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s shall be preserved and 
developed with delicacy based on its natural characters and local culture. A planning framework fo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s 
in mountainous coastal region is proposed with holistic preservation concept, including systematic landscape view, complete 
preservation of heritage elements, and interlinked preservation transmission system. With Tongling town, Zhangzhou city,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preserv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s in mountainous coastal region is analyzed: (1)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are recognized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systematic landscape view and 
pattern with multi-sourced data. (2) The complete heritage elements are recognized with compound technologies, including natural 
heritage, human settlement heritage, and non-physical cultural heritage. (3) An interlinked preservation transmission system is 
established: the spatial governance area is delineated with value guidance at town level, the node and line elements are interacted 
to build historic town landscape at street level, and the hierarchical preservation and dynamic utilization is conducted at elemen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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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地区是滨海地区的一种亚类，
泛指依托海岸线发展，具有显著山地和海
洋地域景观特征的地区。这类地区山海环
境深度融合，兼具山地文化和海洋文化特
色，是由滨海地区城乡聚落与自然环境相
互作用构成的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态子系
统。开展山海地区历史文化名镇保护探索
有助于提升历史文化名镇保护体系的完整
性，将山海地区纳入历史文化名镇的研究
范畴，能拓展遗产保护的领域和视野，形
成更为综合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

1 山海地区历史文化名镇保护与
发展的困境

1.1　城镇化与全球化导致遗产完整
性被破坏

一方面，山海地区相较于内陆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使生态环境更为敏感，自然遗产的完整
性也更易受到破坏。城镇化引发的切山
填海造地、侵占自然岸线、填埋历史水系、
河流污染等一系列破坏行为，导致区域
景观网络断裂，山海水系格局遭破坏，
山水林田景观等自然要素缺失，严重破
坏了历史文化名镇自然遗产的完整性。

另一方面，受全球化的影响，山海
地区文化遗产完整性面临被破坏的风险。
传统建筑风格、材料和技艺被取代，原
住民的生活方式与当地社会结构和文化
景观发生了改变，这都使得山海地区的
独特性逐渐淡化，物质性人居环境遗产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失真。此外，全球化
改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导
致一些传统手工艺、节日庆典和民俗习
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过度开发 [3]，
失去其真实性和原始意义。

1.2　缺乏针对性的整体性保护思路
及保护规划框架

以往关于历史文化名镇整体性保护

的研究更偏重于理论层面 [4]，缺乏适用
于保护规划实践的整体性保护思路。学
界已经对传统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展开深
入探讨，已有研究将整体性保护作为文
化遗产保护的一种创新模式 [5]，并提出
了整体性保护理论框架，但在具体的保
护规划实践中，往往面临理论与实践脱
节的问题，难以确保保护措施能有效实
施并产生预期效果。山海地区历史文化
名镇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
对整体性保护提出了特殊要求，但以往
的整体性保护思路多针对广泛意义上的
历史城镇和历史文化名镇 [6-7]，对山海地
区历史文化名镇的整体性保护思路的探
讨尚有不足。

2 山海地区历史文化名镇整体性
保护思路

2.1　保护规划框架
山海地区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规划

需要强调整体性保护理念，对系统性的
山水观、完整性的遗产要素及关联性的
保护传导层级进行整体思考和构建。山
海地区的自然地理特征对城镇布局和发
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历史文化名镇的文
化遗产呈现出层积性特征。因此，保护
工作应强调全域全时段的完整性，并在
不同的空间层级上展开，从核心镇区延
伸至具体要素，构建一个多层次、相互
关联的保护网络。

山海地区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应融
合大山水观，基于山水格局实现自然山水
环境与物质空间环境的有机结合，形成整
体性的保护与发展策略。在此过程中，不
仅要突出“因势赋形”的城镇规划理念，
还要展现山水形态与城镇形态的内在联
系。因此，本文构建以“复合技术识别 +
三大遗产要素 + 三大层级”为核心的整体
性保护规划框架，运用田野调查、遥感、
大数据等技术，结合多源数据，全面识别

与挖掘历史文化名镇内的遗产要素。在保
护自然遗产和物质人居环境遗产的同时，
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人文要素的传承，
以保留名镇的历史记忆、文化特色和生活
方式，实现遗产要素的活态传承。保护规
划强调建立关联性的体系，覆盖历史镇区、
街巷及微观要素的保护层级，从而确保山
海地区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达到原真性、
整体性和可持续性目标 ( 图 1)。

2.2　系统性山水观的保护思路
山海地区历史文化名镇以其整体性

的山水观为主要特点。由山、水、城镇共
同构成的山水观，不仅是中国城镇发展的
核心，还是生态文明建设和推进文化传承
的重要抓手。在中国古代城镇规划中，“因
势赋形”理念强调顺应自然地形，将城市
布局与山水环境相融合，创造出独特的城
市空间结构 [8]。山海地区历史文化名镇的
山水形态是其自然形态的基础，也是人文、
历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因此，应以
山水观指导山海地区城镇有效地保护和利
用人文资源，构建整体性的格局。

在宏观层面，山海地区历史文化名
镇保护规划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大山水格
局，以确保城市发展与自然环境相协调。
采用整体性规划思路，将城市与周边山
水环境视作一个整体进行考虑，从宏观
区域视角出发，综合考虑自然山水环境、
城市物质空间环境与人文秩序的“累代
承继”关系，形成统一的山水人文空间
格局。控制大山水格局的手段包括空间
形态分析与设计、生态环境评估、景观
生态修复、智能监测及可持续性评估等。
同时，应强调镇域层面各类遗产要素子
系统的整体性，并在遗产对象认知层面
建立整体性认知 [9]。

2.3　完整性的遗产要素保护理念
山海地区历史文化名镇遗产要素的

完整性保护包括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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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包含“物、人、记忆”的整体性
要素，若缺失任何一部分，其遗产完整
性和价值将受到严重影响。参与性是确
保遗产在当代焕发活力的关键，不论是
物质性人居环境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与活化，都需多方主体的参与。
因此，促进不同主体以及主体与物质性
人居环境遗产之间的对话，将成为未来
山海地区历史文化名镇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重点。

2.4　关联性的保护传导层级
历史城镇整体保护中的关联性指不

同遗产要素在历史、空间、文化和功能
层面上的相互联系与影响 [6]。在历史城
镇的保护和展示过程中，系统性地保护
和展示遗存及其关联性的要素，基于关
联性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建立历史城镇“整
体保护”的认知基础。关联性的层级构
成系统，覆盖镇区、街巷和要素 3 个层级。
2.4.1　镇区层级：价值引领，合理
划定保护管控范围

在历史镇区层级，应加强对自然遗
产与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价值挖掘，包括
生态、文化、社会和经济价值。首先，
深入挖掘生态价值，保护山海地区历史
文化名镇的自然景观，如生态斑块和廊
道，确保生态安全和稳定。其次，突出
山海文化的独特性，保护并展示自然山
水景观与人文遗产，以提升地区的文化
价值。再次，确保保护与利用活动能满
足居民和游客的需求，通过活化历史遗
迹与民间传说，增强公众的文化参与感
和体验感。最后，通过合理开发旅游业
及相关产业，将静态遗产转变为经济增
长点，挖掘其经济价值。通过多维度的
价值挖掘与整合，在规划过程中确定总
体目标，并在不同规划层次实现资源的
系统管理和综合价值提升。

在历史镇区层级应明确各级保护区
划及其管控范围：①依据《中华人民共

大方面。自然遗产包括山、海、岛、林、
田等，它们构成了山海地区独特的自然
风貌；文化遗产可细分为物质性人居环
境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些遗
产要素的完整性有助于维持山海地区历
史文化名镇生态和文化的多样性，对维
护地区的历史文脉连续性和促进可持续
发展至关重要。

自然遗产指具备突出的普遍价值的
自然区域，因具有自然美景、独特的地
质特征和生物多样性而受到保护，同时
对科学研究、教育和人类福祉具有重要
价值，其认定依据包括对山、海、岛、林、
田等自然要素的识别及大山水格局的保
护理念。各类自然遗产相互依存、互补，
共同构成镇域生态系统的基础。自然遗
产保护与展示的核心在于保持其原真性、
完整性和可持续性，需要通过合理的规
划设计来维护镇域自然遗产的生态功能

和原始风貌，优化自然遗产要素与城镇
建成空间的关系。

物质性人居环境遗产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相互依存，共同塑造了城镇的历史
记忆与文化认同。历史街巷、文物保护
单位、历史建筑和古树名木等不仅是城
镇形态的直接体现，也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和发展的物质载体。非物质文化
遗产提供了文化资本、历史记忆与地方
故事，居民和游客作为文化遗产的传承
者、体验者，其情感记忆和日常生活使
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得到传承。保护工
作应关注这些要素间的动态关系，确保
物质性人居环境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多维度耦合与紧密互动，以维护文化
遗产的整体性和连续性。

山海地区历史文化名镇的文化遗产
保护更应该注重山地文化、海岛文化、
海洋文化的参与性和对话性。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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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同时，构建历史地图体系，
对铜陵镇的地图进行分类提取和可视化
分析，将其转译为不同时空的历史地图，
并与现状地图进行叠加对比，以提炼其
系统性山水观念。铜陵镇的布局体现了
山海定势、“因势赋形”的整体山水观。
铜陵古城巧借拥山吻海的“天险之胜”，
构建稳固的城防体系；巧循脉若游龙的
山海之势谋划人文胜地关帝庙；择古城
岵嵝山制高点借南门湾太师椅之势与东
山岛主峰苏峰山形成对景，布局人文标
志——南溟书院。因此，对山海格局的
保护是铜陵镇建立山—城—海空间秩序
的重要依托。

其次，规划依托铜陵镇的自然本底
资源对山、海、岛、港、湾、林、田等要
素进行形态提取和梳理。应用“核斑廊岛”
的生态理论，通过叠加自然遗产要素，在
镇域范围内构建“三湾、五山、四岛”的
自然遗产整体空间保护框架 ( 图 2)，保护
“青山为脊、山海相连、岛屿星布、林
田共融”的自然山水历史格局和生态海
岛风光，以及历史镇区“依山而建、临
海而居”的空间形态和传统风貌。

再次，规划重点保护镇域内 5 座主
要山体的地形地貌、山脉走向、原始植
被、山脊线及自然景观；运用形态视觉
和生态学原理划定山体保护控制线，严
格保护历史镇区内龙潭山—大伯公山—九
仙山—岵嵝山—线龙脉山体的形态格局，
同时保护南门湾、屿南湾、西门澳湾等
滨海海岸线的自然生态格局。

最后，规划控制滨山滨海界面，从
多个角度展现铜陵镇山海资源的优势。
重点保护龙脉山体的景观视线轴，清除
或改造视觉障碍点，使滨山区域的建筑
高度呈圈层式递减，确保轴线内视觉控
制点之间的视线连续性，确保游客在主
要开敞空间“看得见山”；重点保护滨
海沿岸的制高点及其与海湾间的优良
视域，控制视域范围内建筑的体量和高

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确定保护
区划的划分标准及原则；②利用地理信
息系统技术建立空间数据库，对区域内
的文化遗产进行空间分析，构建价值评
估模型，对文化遗产进行分级分类，确
定各级保护区划、文化线路及文化节点；
③广泛征求专家、相关部门及公众的意
见，必要时举行听证会，确保保护范围
的划定科学、民主。
2.4.2　街巷层级：点线联动，系统
营造历史城镇景观

传统山海地区历史文化名镇的街巷、
场所节点、建筑的关系和结构呈现出明
显的层级性，街巷属于中介层级，连接
市场、广场、庙宇等场所节点，这些节
点与周边建筑群相互关联，形成从公共
空间到私密空间的过渡序列。街巷系统
的功能结构体现出多样性和过渡性，从
交通功能到驻足功能，再到居住功能，
呈现出动静关系的连续过渡。街巷和建
筑的连续性赋予了城镇统一的空间结构，
场所节点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则丰富了城
镇的视觉体验及空间感受。

山海地区历史文化名镇的街巷空间
与场所保护应与其自然遗产特征紧密结
合。首先，应关注功能整合，确保功能
与自然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相协调，并考
虑生态连通性，以维持或恢复自然生态
系统的完整性。其次，应注重与周边山
水景观的协调性，运用视线引导、高度
控制、色彩搭配、植被配置等景观设计
手法，增强自然景观与城镇空间的联系。
最后，应注意“留白”，许多历史文化
名镇存在大量废旧、空置和垮塌的建筑
与场所，可科学利用这些存量空间，并
结合自然要素进行优化，为山海特色城
镇的未来发展提供机遇。
2.4.3　要素层级：分级保护，活态
传承利用

乡镇地区的经济资源及人口资源有

限，对其遗产要素需要重视分级保护和
活态传承利用，这一方面有助于在有限
的资源条件下对重要遗产要素进行重点
保护；另一方面通过遗产活化及常态化
使用管理，形成低成本的常态化维护，
同时增强其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价值。

遗产的分级评估通常以遗产要素的
重要性、稀缺性、代表性和脆弱性为依据。
建议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等方法建立指
标体系和数学模型，量化遗产要素的重
要性，对遗产进行综合评估与分级。目前，
物质性人居环境遗产的分级方法已较为
成熟，但对于自然与文化遗产混合类型
的遗产分级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自然遗产的展示利用强调保护的重
要性，遵循最小干预原则，确保生态平
衡和生物多样性得到维护。通过设立保
护区、发展生态旅游、建立环境教育中
心等措施，允许公众在不破坏自然环境
的情况下与自然遗产互动，增强居民的
遗产认同感，确保保护措施长期有效。
文化遗产的展示利用侧重于维护其真实
性和完整性，其展示利用的载体涵盖物
质空间和数字空间，方法包括旅游融合、
教育融合、节庆活动和社区参与等，以
促进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3 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保护实践

3.1　运用多源数据提炼系统性山水
观及山水格局

首先，采用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方
法，对铜陵镇的区域生境 ( 自然环境、
历史沿革、人文生境、非遗民俗等 )、
形态特征 ( 空间布局、街巷骨架、景观
节点等 ) 及民居建筑 ( 涉及建筑特征、
历史功能、建筑年代、完好程度等 ) 进
行现场调研，并针对县 ( 镇 ) 干部、普
通居民、工匠、游客等不同人群开展座
谈会和问卷调查。收集相关研究文献、
地图、规划管理文件等，并整理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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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视野开阔、可观山望海的区域设
置公共空间，构建“望得到水”的景观
廊道。

3.2　运用复合技术识别完整性遗产
要素
3.2.1　自然遗产要素识别

通过历史文献研究，采用历史地图
转译和计算机数字模拟技术，分析铜陵
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与城市变迁情
况，并制作县城地理的三维关系图。采
用历史地图与遥感地图相结合的方法，
探讨并分析铜陵城市形态的演变及其与
大山水格局的关系。此外，通过遥感影
像分析并利用自动要素识别技术，获取
铜陵镇的空间地形要素数据，并制作镇
域山水空间格局图；运用景观生态学方
法，结合遥感影像、地形和地理信息系
统 (GIS) 数据，计算并分析镇域内的景观
格局指标，以描述自然遗产要素的分布。

通过地理空间分析，实现了地理数据与
自然遗产要素之间的空间关联，有助于
定位并辨识自然遗产要素的位置、范围
及特征 [10]。最后，进行叠图分析，对景
观特征数据进行识别、汇总和可视化表
达，形成一系列单一要素类型的图示 [11-12]

( 表 1)。
3.2.2　文化遗产要素识别

通过研究历史文献和地方志，了解
地名文化以及谷文昌、黄道周等名人故
事，挖掘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相关的
信息。同时，通过历史地图转译，识别
街巷肌理特征和特色场所。针对物质性
人居环境遗产要素，进行田野调查和建
筑普查，收集关于建筑、街道、历史环
境要素等物质性文化遗产的信息。通过
口述历史和生活故事访谈 [13]，对长者、
传承者等进行调查，记录并收集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故事、传说、经验等，利用
机器识别和无人机航拍技术，对建筑、

街道等物质性文化遗产要素进行详细记
录 ( 表 2)。

3.3　关联性保护传导层级实践内容
3.3.1　基于时空维度的多元价值
引领，明确镇区保护区划

遵循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原
则，构建遗产价值评价指标体系，依据《操
作指南》(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的
评估标准和《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14]，
根据遗产整体性价值研究成果，构建 1
个目标层、4 个准则层 ( 生态价值、文化
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形成遗产
特征的层次结构模型。依托 SPSS 平台确
定指标权重，并利用 CRITIC 法对指标进
行权重赋值。然后根据指标权重，利用
经过无量纲化处理的数据进行加权叠加
计算，得到镇区各价值类型的分数，从
而进行价值判断 [15]。从海洋文化的萌发
到海岛文化的繁荣，从古城至郊野，从陆

图 2　铜陵镇山海空间格局与保护框架推演

镇域山海空间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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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分项要素 名称

物质性人
居环境遗
产

历史街巷格局 顶街 ( 营前街 )、下街、城脚街、楼仔厝、火药局巷、张公
坛巷等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关帝庙、东山戍守台湾将士墓群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水寨大山、东山抗战烈士陵园、铜陵黄道周故居、铜陵天

后宫、铜山古城墙、东山抗战献机纪念碑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门屿、文峰塔、南溟书院旧址、城隍庙等
未定级文物点 铜陵古井、伽蓝大王庙、东门屿遗址 ( 太阳纹岩画群 )、大

坪屿等
历史建筑 福成楼、协吉布庄、德春商号、哲记南北京果店、苏峰拱

秀等
推荐历史建筑 瑞书楼、朱氏大厝、挑水街陈氏祖祠等
历史环
境要素

古井 八角古井、万军井、铜陵古井
古树
古墓葬 东山戍守台湾将士墓群、东山抗战烈士陵园
古城墙
古城门 北门、东门
石旗杆
古遗址 西门、南门遗址，东门屿宋、清代沉船遗址，水寨大山，

东山陆桥入口
摩崖石
刻

黄道周读书处、风动石摩崖石刻、虎崆滴玉、东山碑廊、
太阳纹岩画群

古牌坊 纶章垂耀坊
非物质文
化遗产

美术工艺 金木雕、黄金画、海柳雕、剪瓷雕、东山造船
传统戏曲 东山歌册 ( 国家级非遗项目 )、南音 ( 省级非遗项目 ) 等
传统民间特色小吃 东山肖米 ( 省级非遗 )、宋金枣、海鲜
历史及民俗文化 海防军事文化、闽台文化、海洋文化、关帝朝圣文化、黄

道周文化、谷文昌精神等
历史人物故事 黄道周、郑成功、施琅、戚继光、谷文昌等

表 2　文化遗产要素构成一览

定标准。运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建立空
间数据库，对现有文化遗产空间进行信
息统计、空间分析及关系分析。其中：
空间分析主要包括坡度和坡向分析、缓
冲区分析、视线分析、栅格图像叠加分
析、地统计分析，主要用于判断传统格
局和历史风貌的完整度、历史建筑和传
统建筑的集中度、历史环境要素的涵盖
度，以及明确的空间边界等因素；关系
分析主要是进行视觉控制，运用景中视
点与景外视点结合 [16] 的方法，根据视线
规律和遗产特点确定景中视点与景外视
点的观赏区域，总体形成“一轴、八廊、
十二节点”的景观眺望体系。最终，将
最能体现铜陵镇历史角色和历史脉络的
铜山古城划定为核心保护范围，并将“延
续风貌，渐进过渡”的区域划定为建设
控制地带，二者共同构成历史镇区范围
( 图 4)。综合考虑历史镇区内南溟书院、
水操台两处制高点的景观视线感受，以
及铜陵自然山水格局的完整性，划定环
境协调区。
3.3.2　基于地域文化景观的点线联动，
打造“山海城径”街巷系统

铜陵镇自 1387 年建城以来，以军
属居住区的军营前用地为中心逐步发展，
在铜山古城内形成海—城—街巷平行环
抱、椭圆围合的空间关系。横街纵巷的
营盘式街巷格局完整、传统风貌连续。
垂直于等高线的巷道发挥着通山达海、
藏风纳气的作用。随着铜陵镇的发展，
古城外围的街区又逐步形成了枝状拓展、
纵横交错的若干条“丁字街”。

规划重点保护历史街巷的格局和风
貌、现有尺度及传统界面，保护街巷网
络的完整性和多样性；强化街巷通山达
海的地域特征，改善街巷空间与山顶、
广场、宗祠、书院、滨海岸线以及宫庙
等重要公共空间之间的连通性，以点带
线成面，有机延续历史镇区传统空间肌
理；提升历史街巷的功能，打造“山海

分类 分项要素 名称

自然遗产 山川 龙潭山、水寨大山、岵嵝山、大伯公山、烟墩山
海境 南门湾、西门澳湾、屿南湾，东山港、渔人码头，风动石景区海岸线，

滩涂湿地
岛礁 东门屿、对面屿、南屿、复鼎屿
林地 生态林地 ( 防护、防风 )
河湖 蓄洪调节池
沃野 农田、耕地

风景名胜 铜山十八景、风动石景区、九仙山景区、东门屿景区

表 1　自然遗产要素构成一览

地到海洋，全域全时段挖掘铜陵镇在远古、
古代、近现代、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
的重要价值 ( 图 3)。重点突出历史镇区的
海防军事要塞价值，构建“一台、一城、

众街巷，二湾、二山、二名胜，三衙、四门、
十八景”的保护框架。

依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条例》确定保护区划及其管控范围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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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径”( 图 5)，营造“最铜陵”的空间场
所，承载具有“深蓝基因”的文化交往，
促进城镇空间发展与自然及文化遗产保
护的有效融合；修复龙脉山体龙脊绿廊，
将古镇内部“九街二十巷”的街巷空间
与山海脉络相连，连接重要区域，如九
仙山、南溟书院、关帝庙、南门湾、风
动石等历史与文化节点。通过连山、通海、
贯城、串趣，实现连生境、连生活、连体验。
3.3.3　基于完整性遗产要素的分级
保护，实现文化空间活态利用

规划依据《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
的要求，划定镇域内风动石、九仙山、
东门屿等风景名胜区的保护范围，并对
其进行分级管理。在物质性人居环境遗
产分级方面，根据建筑风貌和历史文化
价值评价，将铜陵镇建筑划分为文物保
护单位 ( 包括国家级、省级、县级、未定
级文物点 )、历史建筑、传统建筑、与传
统风貌环境相协调或不相协调的建筑等
5 类，根据价值级别的高低确定保护和活
化利用的方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级
方面，首先确定分级指标，收集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的数量、传承人数、传统
习俗传承情况等信息，对每个指标层和
对象层进行评估 [17]，包括稀缺性、规模、
传承人、活态性、依存性等指标。根据
各项指标的评估结果，进行综合评估并
分级分类 ( 表 3)。

对于建筑及其历史环境，规划结合
历史事件和场所蕴含的文化特征，实现
“文化空间化”：设置各类博物馆及传
习活动中心等，如海防军事展示馆、抗
战爱国文化纪念馆、民俗文化展示馆等，
通过展示历史遗迹和历史信息，展现铜
陵镇的历史风貌；举办城隍庙节庆、关
帝文化节，并定期或不定期举办讲坛、
讲学等活动，结合节庆活动展示非物质
文化遗产及传统文化。对于那些无法以
博物馆展览形式展示的部分地名、典故
等，可以采用标牌或图板的方式，在原 图 5　铜陵镇“山海城径”结构

图 4　铜陵镇保护区划

图 3 　铜陵镇价值挖掘

九仙山、东门屿、风动石
景区，以及铜山十八景、
岵嵝山、南门湾、西门澳

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建筑 
传统建筑 
名木古树 
历史环境要素

山脊翠径 
海岸蓝径 
古城慢径
主要节点 
次要节点

图例

图例

历史街巷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环境协调区

关帝庙、南溟书院旧址、
宝智寺、天后宫、御乐轩
旧址、东山路桥遗址、南
门湾海堤

福成楼、东山港、德春商
号、哲记南北京果店

漳潮巡检司衙旧址、铜山
古城墙、东山戍守台湾将
士墓群、水寨大山、东山
抗战烈士陵园等 

世界海丝贸易网络节点
价值线索

远古时期 古代 近代 新中国成立以来

价值层面

社会价值
( 政治、军事 )

经济价值

文化价值

生态价值

重要遗存

台湾关帝信仰的发祥地

闽海关军事要塞

宗族、宗教信仰多元融合的典型代表

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中继站

谷文昌精神重要实践地

东山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

中国古代海上贸易交流活动驿站

侨台寻根祖地

抗倭、民族斗争古战场

山—海—岛人居的典型代表

海洋文化代表地

东山岛文化中心地

东山路桥始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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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发展引导措施

民间
习俗

民间信仰 关帝信仰、妈祖信仰、佛
教信仰

增加游客参与度较高且具有当地特色的
旅游文化活动，如安排游客参与游街

生活习俗 岁时习俗、人生礼俗等 融入文旅项目，在重大节庆日开展民俗
活动

生产商贸习俗 开渔节 将民间的“祭海”活动组织成节庆活动
民间
艺术

民间曲艺 东山歌册、东山潮剧、东
山昆曲

设置东山歌册、南音等非遗项目演出馆

民间音乐 南音
民间文学 诗词歌赋、民间传说 举办赠春联、灯谜会等活动，就近铭文

介绍
民间工艺 金木雕、东山造船、鎏金

画、海柳雕、剪瓷雕、浮
石雕、泥塑、贝雕

结合传统商业街来打造，设置艺术品售
卖店铺

传统
技艺

打铁、渔具制作 结合海洋商贸风情街来打造，设置各类
体验坊

地方
名吃
与特
产

地方名吃 东山宋金枣、东山肖米 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餐饮业、文创伴手
礼

原产地特产 东山芦笋、东山小管 文创伴手礼

历史
人物

黄道周、谷文昌、施琅、戚继光、郑成功 设置名人馆、名人雕塑、名人广场等

重要
历史
记忆

历史名称 铜山古城、蓬莱仙境 统一设置铭牌标示，附其名称由来等相
关介绍街巷地名 顶街、下街、楼仔厝、石

鼓街、打铁街、喇叭巷、
火药局巷、沃路街

表 3　铜陵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一览

地名或典故附近进行展示。

4 结束语

本文将山海地区视为滨海地区的一
种亚类，并针对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名镇
提出了保护思路，通过多元规划技术及
构建多层级的规划体系，实现了历史文
化名镇的保护与发展，为山海地区历史
文化名镇的保护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与
方法。未来，相关研究可进一步结合最
新的技术手段，深入探讨山海地区历史
文化名镇保护的策略与方法，如数字仿
真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探索其在历
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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