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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tegral Renewal of Urban Fringe Atypical Traditional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Jiangnan Area in Quanzhou

城边型非典型传统村落整合性更新研究
——以泉州江南片区为例

魏锦达   周庆华   胡家骏    WEI Jinda, ZHOU Qinghua, HU Jiajun

城边型非典型传统村落是一类位于城市边缘区且已被划入城镇开发边界，具有服务城乡功能、延续文化基因价值，但

尚未列入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随着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尝试统筹边界内非典型传统村落保护更新与城市发展已然

是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一次必要性探索。结合城边型非典型传统村落的更新困境分析，以福建省泉州江南片区为例，

提出城边型非典型传统村落整合性方法——非典型传统村落遴选分类与价值延续、非典型传统村落与外部的整合性

保护和发展，以期为非典型传统村落和城市边缘区更新提供参考。

The urban fringe atypical traditional village is a type of settlement located on the urban fringe and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urban growth boundary. These villages embody functions that serve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continue to carry 
cultural genetic values, yet they have not been officially recognized in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registry.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urban growth boundaries, the endeavor to coordinate the protection and updating of these atypical traditional villages 
within these boundaries, alongside urban development, is a necessary exploration in the realm of national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novation dilemmas of the urban fringe atypical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uses the Jiangnan 
area of Quanzhou as a case study to propose an integrative approach—the selection, categorization, and value perpetuation of 
atypical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heir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lignment with external elements,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insights for the renewal of both atypical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urban fringe areas.

城边型非典型传统村落；泉州江南片区；整合性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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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文化遗存、政策背景等差异，既有研究

认为非典型传统村落的更新难以简单套用典

型名村的理论方法，并以单一村落为例，提出

特异性的文化传承与复兴策略。总体而言，非

典型传统村落更新理论方法仍然比较匮乏，从

片区视角统筹村落更新与城乡发展的研究仍

处于空白阶段。同时随着城镇开发边界的划

定，如何统筹边界内非典型传统村落更新与

城市发展，已然是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一次必

要性探索。基于上述讨论，本文聚焦于城边型

非典型传统村落，通过非典型传统村落更新困

0  引言

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

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我国村落研究集中于

蕴含丰富历史遗存的典型名村，积累了丰富的

实践案例和理论方法。随着保护观念的不断推

进，部分学者认为人们普遍忽略了一类广泛分

布于城乡区域的非典型传统村落[1]100，[2]101-102。

非典型传统村落同样具有延续文化基因的价

值，同时法律制约的缺乏使村落具有承担城乡

功能的价值，以及较高的学术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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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分析，尝试建构非典型传统村落整合性更

新方法，并以福建省泉州江南片区（以下简称

“江南片区”）为例进行分析，以期为城边型非

典型传统村落和城市边缘区更新提供参考。

1  城边型非典型传统村落概念的界定

1.1   相关概念综述

非典型传统村落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定

义，但以非典型传统村落为对象或体现非典型

传统村落思想的相关研究已有展开。

非典型传统村落是一类因历史信息减损

而达不到传统村落评定标准的村落，例如仅

拥有个别低等级文保单位，甚至没有文保单

位；传统建筑连片风貌、传统选址格局保存相

对不太完整，甚至破损严重，但仍可识别部分

传统村落特征。具体而言，吴晓庆等[1]100、黄嘉

颖等[3]认为其是一类保留有较完整的山水和

街巷格局，尚能体现传统人居环境营造思想

的村落；孔惟洁等[2]101、王美麟等[4]68认为其是

一类历史源头清晰、传统生活尚存的村落；吴

桢楠等[5]则认为其是一类具有重大非物质遗

产保护价值的生活性村落。

部分研究虽未提及相关概念，但体现了

“非典型传统村落”的思想。李海涛等[6]认为

新、旧村并存且旧村传统风貌留存较好的村

落是一类传统风貌村庄，在城镇化的进程中

应尽可能保留并合理地组织到城市框架中。

乔迅翔[7]批判了以遗产为导向的传统村落评

价方法，认为即使规模小、格局简单、建筑朴

素，但能体现先民与社会、自然环境共生关系

的村落仍是传统村落。

1.2   城边型非典型传统村落的研究意义

城乡区位的不同直接影响非典型传统村

落的价值特征。远郊型非典型传统村落[2]103通

常沿新建的城市道路呈现空间扩张态势，内部

空间则保持较传统状态，自然环境要素相对完

整保留，具有多方面的价值。而因城市发展的

涟漪效应，城边型非典型传统村落[1]103，[8]外部

逐步被中小型工、企业占据，内部也开始插建

各种功能的建筑，自然环境要素通常少量保

留，多仅有单方面的价值。远郊型村落通常肩

负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的任务[9]，政策的刚性

约束使这类村落的整体空间基本趋于稳定。相

应的，约束的缺乏、利益的驱动和价值的隐晦

往往使城边型村落在城市更新中失语，保护工

作让位于发展建设。城市边缘区的范围尚未形

成统一的界定标准[10]。2019年《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的若干意见》指出，以城镇开发边界为界，边

界内编制详细规划，边界外编制村庄规划。因

此，如何妥善统筹划入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非典

型传统村落的保护更新与城市发展，具有更加

现实的研究意义。

1.3  城边型非典型传统村落的概念界定

综上所述，本文将城边型非典型传统村

落界定为：位于城市边缘区且已被划入城镇开

发边界，因局部价值一般而未被纳入传统村落

名录，但是传统建筑风貌、选址与格局、非物质

文化等的一个方面具有突出价值或多个方面

具有较高价值的村落。

2  城边型非典型传统村落的更新困境

2.1   典型传统村落理论方法的不适用性

典型传统村落集结了丰富的物质遗存和独

特的民俗文化，是延续我国农耕文明的重要载

体，具有极高的文化、社会和经济价值。传统村

落一直以来都是建筑学、社会学、旅游学等学科

的重要研究对象，积累了丰富且深入的实践案

例和理论方法。然而，因文化遗存、政策背景和

社会关注的显著差异，例如物质景观相对不突

出的非典型传统村落，由于鲜少有社会资本注

入，难以支撑传统博物馆式或依托于遗产旅游

的保护方式。虽然“非典型传统村落”较“典

型传统村落”仅一字之差，但是典型传统村落

的理论方法并不直接适用于非典型传统村落。

2.2   非典型传统村落价值认知的局限性

非典型传统村落的价值认知是避免其走

向经济发展与文化消逝“二律背反”的前提，

但是目前存在诸多认知方面的局限性。首先，

忽略了非典型传统村落是城市发展的特色空

间资源之一。以开间为单位的传统建筑更新使

村落缺少完整的历史环境，屋祠庙井等历史环

境要素以零散的形态保留下来，缺少碎片间的

整体性，以遗产为导向的文化价值体现薄弱。

但是因小块宅基地的制约和基于多样性意志

的自主建设，村落通常保有整体相对统一但局

部多样性的细肌理，完全是一类区别于现代建

筑尺度的特色肌理。其次，忽略了非典型传统

村落具有提供保障性住房的社会价值。大量闲

置的商品房和高房价揭示了住宅商品化的本

质，对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的追求正在不断

加重弱势群体的负担。村落除了赋予原住居民

以改善和创造自身生活空间的主动权，还能以

闲置空间租赁的方式提供大量保障性住房，让

弱势群体拥有相较栖于地下室甚至流浪街头

更为体面的生存空间，降低他们“落脚城市”

的成本。最后，忽略了非典型传统村落具有服

务城乡功能的经济价值。因周期长、手续繁琐

等原因，现代城市空间的生产通常落后于需

求，难以适应城市发展对于空间需求的不确定

性。然而城中村具有弥补城市建设中无法及时

提供某类需求的能力[11]。保护制度的缺乏更是

为非典型传统村落的功能、空间格局再造提供

了可能性，亦为服务城乡功能、优化城乡潜质

提供了弹性空间。

2.3   非典型传统村落理论方法的空缺性

截至2023年12月，选取CNKI为数据源，

以“非典型传统村落”“非典型村落”为检索

词，相关文献仅有28篇。吴晓庆等[1]103认为非

典型传统村落更新应以内生演化向满足城市

发展需求的认识转移为前提，从物质环境修

复、城市功能植入、村民地方依恋培养等方面

提出更新策略。孔惟洁等[2]104认为应区别于典

型名村的普遍性保护，提出非典型传统村落历

史遗存选择性保护的方法。王美麟等[4]69-72通

过空间句法量化解析村落空间结构特征，提出

基于村落既有空间结构、空间序列和生活秩序

延续的更新观点。罗荩等[12]借鉴日本空屋活化

经验，提出非典型传统村落人口回流、空间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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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更新思路。

广泛分布于城乡区域的村落势必会使规

划师困惑：在城镇开发边界约束的背景下，非

典型传统村落如何应保尽保（即哪些是非典

型传统村落）？非典型传统村落是否应与城

市历史人文要素加以整合性保护？非典型传

统村落如何融入城市发展框架？这些问题亟

需进一步从片区视角探索非典型传统村落的

更新方法。既有的成果皆以单一村落为研究对

象，对于片区非典型传统村落的更新虽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但仍尚有不足。

3  城边型非典型传统村落整合性方法

建构

整合性思维已经实践于非典型历史城

区[13]、非典型历史街区[14]等地段碎片化遗存

的串联与展示研究，其内涵大致可以归纳为：

整合片区内性质不同但有关联的要素（包括

事物时间纵向及空间横向的关联）；加强事物

与外部发展的融合。广泛分布于城乡区域的

非典型传统村落同样是构成城市自然人文体

系的重要要素，整合性思维仍然具有一定的

适用性。整合性更新有利于统筹片区的资源

要素，促进非典型传统村落协同互促发展，避

免同质化竞争。城边型非典型传统村落的整

合性更新方法大致围绕3个议题展开：（1）识

别村落的价值，遴选非典型传统村落并提出

针对性的价值延续策略；（2）对村落与毗邻

的自然人文要素加以整合性保护，形成相对

完整的保护组团；（3）保护组团功能联动，整

体主题化发展（见图1）。

3.1   非典型传统村落的遴选分类与价值延续

一方面，需明晰哪些村落是非典型传统

村落及其价值的侧重点。地域性评价有利于真

实反映那些介于传统村落和普通村落之间、尚

且拥有一定传统资源的村落的价值[15]。因价值

构成的相似性，非典型传统村落评价指标体系

可借鉴《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

的逻辑结构，结合地域性价值总结，从传统建

筑、非物质文化、传统选址和格局3方面进行

针对性的选取。例如徽州传统村落认定进一步

强调宗族观念[16]，满族地区传统村落认定则强

调满族传统建筑特征[17]。另一方面，非典型传

统村落已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应依据现状概

况设定适宜的评价标准。例如为了因应居民点

小、散的现状，四川省传统村落认定调适传统

建筑规模、传统建筑比例等评分标准[18]。

通过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村落大致可被

划分为建筑景观型、环境格局型、非物质文化

型的非典型传统村落和再开发型村落。对于非

典型传统村落，应依据其价值侧重点提出针对

性的价值延续策略：建筑景观型村落，应加强

对其传统建筑群、文保单位等建筑遗存要素的

保护；环境格局型村落，应加强对其山水林田、

传统格局等环境格局要素的保护；非物质文化

型村落，应加强对其民俗活动、传承人、载体空

间等非物质文化关联要素的保护。对于具有两

个或两个以上维度价值的非典型传统村落，应

综合考虑建筑景观、环境格局、非物质文化要

素的关联，全面统筹推动村落的价值延续。

3.2  非典型传统村落与外部的整合性保护

对于非典型传统村落，应与四至毗邻的

山水林田、文物古迹等自然人文要素进行整合

性保护。城市发展或已切断各类要素的联系，

因此碎片化遗存多采用“事件挖掘—线路组

织”的方式加以整合性保护[19]。然而，历史性

城市的文化孤岛化现象很大程度是由于人们

基于类型学的方法，孤立地看待遗产价值而导

致的[20]。例如，当人们走向一处历史建筑，容易

因两侧突兀的高层建筑而出神，难以体悟其中

可能蕴含的人文精神。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土地

利用规划的方式对要素加以整合。具体而言，

将村落与毗邻要素间具备更新潜力的低效用

地引导为“弹性用地”，通过用地的土地使用

控制、环境容量控制、建筑建造控制、建筑风貌

引导，整合形成功能呼应、风貌协调、步行友好

的特色保护组团（见图2）。

3.3  非典型传统村落与外部的整合性发展

忽略与外部街区的功能联系，以资源禀

赋为依据，可能引致毗邻村落发展雷同的产业

体系，难以真正促进城村共荣。然而，通过非典

型传统村落与外部特色资源的整合性保护，不

但有利于形成相对完整的特色保护组团，亦为

整合特色要素、主题化发展提供了可能。例如

以文创展示为主题的特色保护组团，弹性用地

可结合诉求来规划会议交流中心、展示馆等功

能；村落可结合价值的侧重点，针对性地植入

企业家工作室、创客人才公寓等功能。

图1 城边型非典型传统村落整合性更新框架
Fig.1  Integrated renewal framework of urban fringe atypical traditional villages

图2 村落与外部整合性保护方式图解
Fig.2  Method of integrated protection between atypical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he c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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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江南片区非典型传统村落整合性更新

实践

4.1   江南片区非典型传统村落基础

泉州是一座文化灿烂的历史文化名城，于

2021年以“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

为题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江南片区与泉州

古城隔岸而居，东临晋江，南靠晋江市，北接丰

泽区，西依紫帽山，现状土地利用以村庄用地为

主。独特的地理位置使片区需承担起缓解古城

功能性用地不足、延续古城文化基因等任务。除

亭店、树兜等5个泉州市乡村记忆文化项目示范

村外，部分村落或保留相对集中连片的传统建

筑群，或尚可识别依山傍水的选址格局，或延续

活态的非物质文化，符合本文所界定的“城边

型非典型传统村落”的范畴（见图3）。

4.2   江南片区非典型传统村落遴选分类与

价值延续

4.2.1    价值评价指标建构研究

泉州传统村落特征可以总结为以闽南传

统建筑和历史风貌空间为主体的物质空间和

以血缘神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21]。江南片区在

多重礼俗的背景下孕育了丰富的建筑文化，也

创造了独特的礼俗格局特征。在评价因子的选

取上，以地域性价值为基本依据，以国家传统

村落评价指标体系为参考，设计江南片区非典

型传统村落价值评价因子适宜性调查问卷，要

求被采访的专家针对江南片区村落现状，对问

卷中所列的因子进行修改、添加和筛选，最终

从传统建筑、选址和格局、非物质文化遗产3

方面选取21个因子构建指标因子集。其中，传

统建筑方面，重点评价文物保护单位，传统建

筑（群）的年代、规模、风貌价值；自然环境和

格局方面，主要评价村落现有格局能否体现自

然地理环境，礼俗格局特征；非物质文化方面，

主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俗神信仰进行评价。

在评价标准的设置上，为了计算的简便性，将

各项准则层的总分设置为60分，通过专家咨

询法获得各因子权重，并以此确定每一项评价

因子的最高限分（见表1）。

4.2.2    评价结果与遴选分类

通过评价指标的打分，得到江南片区非

典型传统村落价值评价的得分与排序。亭店、

树兜等5个泉州市乡村记忆文化项目示范村

图3 江南片区村落概况
Fig.3  Overview of villages in Jiangna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自绘。

准
则
层

因子层 评分标准及释义 权重 最高
限分

A
建
筑
遗
产
价
值

A1文物保护单位等级 国家、省、市，以及三普点与历史建筑依次为4.0、
3.0、2.0、1.0，超过一处依次增加2.0、1.5、1.0、0.5分 0.0316 6

A2现存最早建筑修建年代 明代前、清代前、民国前、1980年前依次为2.0、1.5、
1.0、0.5分 0.0086 2

A3传统建筑占地面积 传统建筑占地面积 0、＜1、＜3、＜5 hm²依次为0、
5.0、10.0、15.0分 0.0813 15

A4传统建筑用地占全村建设用
地比例

传统建筑比例 0、＜10%、＜20%、＜30%依次为0、
4.0、8.0、11.0分 0.0621 11

A5传统建筑（群）建筑细部保存
状况

细部保存极好、保存较好、保存一般、保存较差依次
为6.0、4.5、3.0、1.5分 0.0341 6

A6传统建筑（群）风貌保存状况 风貌保存极好、保存较好、保存一般、保存较差依次
为8.0、6.0、4.0、2.0分 0.0455 8

A7传统建筑（群）集中分布情况 完全集中分布、较好集中分布、一般集中分布、分散
分布依次为12.0、9.0、6.0、3.0分 0.0702 12

单项总分 60

B
选
址
和
格
局
价
值

B1现存自然环境种类 山体、田园、水系、丘陵等自然环境要素每种1分 0.0153 3

B2村落自然环境的保持状况 保存极好、保存较好、保存一般、保存较差依次为
14.0、10.0、7.0、3.0分 0.0784 14

B3村落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度 融合极好、融合较好、融合一般、融合较差依次为
10.0、7.5、5.0、2.5分 0.0619 10

B4村落对区域自然地理特征的
完整性的影响

影响极强、影响较强、影响一般、影响较差依次为
8.0、6.0、4.0、2.0分 0.0429 8

B5村落选址格局保存状况 保存极好、保存较好、保存一般、保存较差依次为
8.0、6.0、4.0、2.0分 0.0459 8

B6村落选址格局反映的价值 价值极高、价值较高、价值一般、保存较差依次为
9.0、6.0、4.0、2.0分 0.0489 9

B7现存历史环境种类 古河道、铺境、宗祠、古树等历史环境要素每种0.5分 0.0085 2

B8传统格局礼俗特征的完整性 保存极好、保存较好、保存一般、保存较差依次为
6.0、4.5、3.0、1.5分 0.0314 6

单项总分 60

C
非
物
质
文
化
价
值

C1非物质文化遗产级别 国家级、省级、市级、区级依次为11.0、8.0、6.0、4.0
分，每增加一处依次增加4.0、3.0、2.0、1.0分 0.0592 11

C2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 “＜5、＜6、＜7、＜8”依次为2.0、4.0、6.0、9.0分 0.0501 9
C3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40、＜50、＜60、＜70”依次为3.0、6.0、9.0、14.0分 0.0805 14

C4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情况 传承极好、传承较好、传承一般、传承较差依次为
7.0、5.0、3.0、1.0分 0.0411 7

C5俗神信仰延续情况 传承极好、传承较好、传承一般、传承较差依次为
7.0、5.0、3.0、1.0分 0.0364 7

C6俗神信仰活动的延续情况 全村人参与、多数人参与、少数人参与、基本没人参
与依次为12.0、9.0、6.0、3.0分 0.0661 12

单项总分 60
总得分 180

表1 江南片区非典型传统村落价值评价指标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typical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Jiangna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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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待遴选村落，但是产生截然不同的排序及

结果：亭店、树兜排序前列，王宫、延陵和霞洲

排序中等，但非物质文化价值突出。这一结果

的出现，一方面因该名录评选条件①与本文有

所不同，导致延陵、王宫、霞洲已经现代化的村

落排序靠后；另一方面，体现了本文所建构的

指标因子集对于江南片区非典型传统村落的

遴选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结合本文所界定的非典型传统村落的概

念，借鉴《福建省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

（试行）》 《陕西省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

（试行）》的评级方法，最终确定：两项评价指

标达到得分的60%以上、单项指标达到得分的

75%以上的村落或已列入“泉州市乡村记忆

文化项目示范村”名录的村落，建议列为非典

型传统村落（见图4）。通过村落各项得分比

照，确定22个非典型传统村落建议名单及类

型分类（见图5）。

4.2.3    价值延续策略

依据江南片区非典型传统村落现状资源禀

赋，提出针对性的价值延续策略，其中具有多重

价值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应综合统筹相关思路。

（1）建筑景观型

建筑景观型村落内部通常保留有一定规

模、零星混杂现代建筑的传统建筑群。除文保

单位外，该类型村落应从肌理、格局、立面等方

面进一步引导传统建筑群的保护。对于传统建

筑群内的传统建筑，应根据闽南传统建筑语汇

识别原型、类型或异型元素[22]，结合留、改、拆、

增的方式恢复建筑风貌及院落式肌理；对于传

统建筑群内的现代建筑，应结合建筑质量分类

更新，腾退简易搭建等质量差的建筑，以恢复

“宅院—厝埕—街巷”传统亲切宜人的街巷空

间；对于现状质量较好的建筑，则可进行外立

面更新，恢复闽南传统的清水红砖立面。

传统建筑空间的恢复，使该类型村落可

以结合步行，持续推动文保单位、传统建筑群

活化利用转型发展为其他较精细化的泉州传

统美食体验、在地文化感知和传统营造技艺传

承培训等，结合文化休闲活动推动村落生态旅

游，以产业经济效益带动村落发展（见图6）。

（2）环境格局型

环境格局型村落通常依山傍水，空间布

局与环境相对紧密依存。对于该类型村落，应

通过场地整理、建筑治理、植物搭配等多种手

段，恢复受损的山体、农耕、河流等自然要素的

原生地貌，延续依山傍水的空间形态。再者，差

异化引导临山或临水地段更新。对临山地区，

应进行水平、竖向双向管控，建设强度向山体

逐步降低，重塑传统、松散的步移景异的山地

景观序列。对临水地区，应疏解开敞空间，重现

传统滨水而居的聚落体验。

丰富的自然环境是此类村落区别于其余

村落的特征，可在既有生产、生态功能延续的

前提下，通过活动策划、场所搭建等方式发展

山野游艺、耕读传家、滨水娱乐等自然体验，实

景式体验先民的繁衍生息方式。自然要素体验

经历物质游向精神游、文化游的转变，其本质

是对乡土文化的再认知，鼓励通过闲置传统建

筑家庭式、体验式功能植入，如家庭式餐厅、农

耕体验馆等，打造自然体验配套设施，唤醒游

客对于传统乡村生活的记忆。

（3）非物质文化型

非物质文化型村落通常保留有一定数

量，依托于俗神信仰的舞蹈、音乐、文学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首先，应深入研究地方史志、文献

等，规范、完善和传承各类非物质文化产生的

缘由、地点；其次，保护与音乐、舞蹈、游艺等相

关联的空间，设立传承机构与培养传承人；最

图4 江南片区非典型传统村落价值评价综合得分与排序
Fig.4  Combined score and ranking of atypical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Jiangna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江南片区非典型传统村落价值分类
Fig.5  Value analysis of atypical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Jiangnan area

图6 亭店建筑景观价值延续案例
Fig.6  Case for continuing the value of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of Tingdia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① 乡村记忆文化项目示范村的评选条件包含：a.能充分展示“一村一韵”的特色；b.档案史志资源要相对丰富、全面；c.特色记忆文化保管和展示要有基础，即申报

单位要选择合适的建筑，经过简单改造能达到保管、保护和展示传统记忆文化资源的要求；d.创建主动性要强；e.落实专人负责和制定相关活动机制。

注释：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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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挖掘非物质文化所蕴含的匡扶正义、救困

扶危等内涵精神，增强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同

时，该类型村落可进一步培育其余村落空间依

存性差的非物质文化，依托江南片区突出的俗

神信仰特征，以舞蹈、音乐等形式，形成游神活

动观赏、礼神活动祈福、娱神活动体验等活动，

进一步促进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利用。

4.3   江南片区非典型传统村落的整合性保护

除了非典型传统村落，江南片区还具有

良好的生态本底及零星分布的文保单位。可沿

着道路、河流等行进路径，将现状闲置土地、工

业用地、拟拆除的村落用地等低效用地引导为

弹性用地，对非典型传统村落及各类自然人文

要素加以整合。弹性用地宜规划展示或配合地

方需要的公共服务功能，如闽南文创展示、会

议交流中心等；宜采用高密度、高绿化率的布

局模式；建筑高度不应超过12 m，建筑风貌采

取闽南传统红砖风格，以减少对村落风貌的影

响。最终形成环紫帽山、霞洲—王宫、坂头—新

步、高山、树兜—五星、岐山—金浦等6处相对

完整的特色保护组团（见图7）。

4.4  江南片区非典型传统村落的整合性发展

《泉州市江南新区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设想江南片区以承接古城功能与业态疏解为

主要目标，结合各保护组团的资源禀赋和上位

规划，引导形成闽南大厝研究与示范区、高端

文创交流与示范区、传统文创研发与体验区、

山体公园服务与提质区4大发展片区，并形成

对应的弹性用地功能选择和村落发展导向建

议（见图8）。

以山体公园服务与提质区为例。因服务

设施的缺乏，紫帽山的人文、自然资源潜力尚

未被充分挖掘。片区内保留的6处非典型传统

村落，与紫帽山协调共生且各具特色。规划通

过村落功能合理分工，促进紫帽山山体公园的

旅游服务与提质升级。亭店—登封、坑头传统

建筑相对集中连片，以传统建筑商业休闲改

造展示传统生活，以服务紫帽山山体公园的

旅游、休闲为主要发展导向；乌石、曾林、大乡

具有相对完整的农耕环境，以服务农耕体验为

主要发展导向；龙岭红色资源丰富，以红色文

化旅游、教育为主要发展导向。弹性用地的功

能选择上，云济寺东北角的弹性用地是链接紫

帽山与外部要素的接驳点，是山体公园的北门

户，宜以潜山区户外运动为主要功能，规划体

育运动、广场等设施。乌石与曾林的弹性用地

是村落与农耕环境的接驳点，宜以农事体验为

主要建设功能，规划农业展示馆、农业体验馆

等功能（见图9）。

5  结语

江南片区是我国城乡区域的缩影，散落

其间的非典型传统村落更是构成我国快速城

镇化时期特色乡村历史环境的基底。已有学者

注意到非典型传统村落的价值，并以单个村落

为对象提出更新策略。由于非典型传统村落分

布的广泛性，统筹边界内非典型传统村落的保

护更新与城乡发展已然是面向国土空间规划

的一次必要尝试。因此，本文基于非典型传统

村落的更新困境，归纳梳理了江南片区城边型

非典型传统村落整合性更新方法。首先，建构

非典型传统村落评价指标体系，依据价值侧重

点对22处非典型传统村落进行遴选分类，并

提出针对性的价值延续策略；其次，通过弹性

用地对村落与毗邻的自然人文要素加以整合

保护，形成相对完整的特色保护组团；最后，结

图7 江南片区非典型传统村落整合性保护一张图
Fig.7  Map of integral conservation for atypical tradi-
tional villages in Jiangna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江南片区非典型传统村落整合性发展一张图
Fig.8  Map of integral development for atypical tradi-
tional villages in Jiangna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山体公园服务与提质区整合发展示意图
Fig.9  Illustrative map of integral development for 
mountain park services and quality enhancement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合上位规划及特色组团的共性价值分析，引导

形成闽南大厝研究与示范区、高端文创交流与

示范区、传统文创研发与体验区、山体公园服

务与提质区4大发展片区及其相应的弹性用

地功能选择和村落发展导向建议。

非典型传统村落未来仍是村民安居乐业

之所，甚至是新城市人的“落脚城市”，进一步

引导多元主体的公共参与应是非典型传统村

落更新下一步探索的关键所在。

吴晓庆，张京祥，罗震东. 城市边缘区“非典型

古村落”保护与复兴的困境及对策探讨——以

南京市江宁区窦村古村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15（5）：99-106.
WU Xiaoqing, ZHANG Jingxiang, LUO Zhe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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