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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是解读传统聚落景观蕴含的深层次地学特征的重要切入点。然

而该理论目前尚未从符号学的视角探索文化景观基因的符号机制。对此，本文首先从符号哲

学的视角系统地分析了文化景观基因的特征：① 文化景观基因是宏观的聚落意象与微观的细

节特征、物质外观表征与内在文化寓意、整体性特征与局部自我更新、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优

势性与内涵丰富性的辩证统一；② 文化景观基因有着多样的形态特征和复杂的空间结构，具有

非线性、自组织和自迭代的重要特征。其次，论文探索了文化景观基因符号机制的概念，论述

了文化景观基因的符号特征、分类和相应的表达方法，明确了构建文化景观基因符号的理论依

据。最后，运用 VC#.net 程序语言开发了文化景观基因符号库原型程序，并给出了相应的实

例。本文研究工作表明，开展文化景观基因符号机制的探索，对于完善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

理论，促进文化景观基因资源的数字化等深化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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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社会各界加强了对“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中国传统村落”等传统聚落
的关注，因为它们富集了古代的建筑、艺术、规划以及人地关系哲学等优秀传统文化遗
产。理论界对传统聚落的保护、生态环境、建筑与旅游价值等重要问题[1-9]进行了深入研
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等战略的实施。综合分析现有研
究文献，理论界目前尚未从符号学的视角解读传统聚落文化景观的地学特征，这不利于
人们全面地了解传统聚落的科学内涵并构建相应的研究框架。符号是人类交流和传播信
息的媒体，是人们解析社会文化因子内涵的重要工具；符号学则是探讨社会文化意义的
重要理论基石[10]，如构建智慧制造系统框架的符号学机制[11]、人机交互界面中的图形符
号设计[12]、工程图标设计[13]等，这启发着人们从符号学的视角审视传统聚落中的文化因
子隐含的社会文化意义。自索尔提出文化景观概念以来，人们尝试从“相继占用”“形态
基因”等不同视角解释地区文化的发展演化特征。现代学者则结合定量方法、感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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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空间意象等方法阐释不同类型传统聚落的文化特征，如建立极化函数[14]。然而现有研
究尚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15]。因此，尝试从符号学的视角构建传统聚落文化特征分析的
新方法可以为传统聚落文化景观特征的相关研究积累有益的经验。

人类历史文明进程表明空间信息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这使得可以用于描述、
交流和传输空间信息的地图（即人类的“第三语言”）得以形成。长期以来，人们对地图
及其符号系统的发展演化、认知规律、信息传输特征、设计模式等取得了重要进展[16-23]，
如二维码技术已经应用到地图符号设计和制图实践当中[24]。此外，人们对于地图符号的
语言学特征、结构与约束变换理论等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实现了地图符号的自动
生成与动态设计[25-26]。地图符号能描述地理对象的语义属性与语义特征，是存储、传输、
交流和表达空间信息的媒体[27-28]。同时，地图符号又是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的符号系统，
具有人类语言的基本特征。因此，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地图符号是表征地理空间信息
特征、地理现象和地理系统发展演化、地理规律等最为有效的语言工具，可以为解读传
统聚落文化景观特征提供重要的方法支持。

传统聚落是附着在自然景观基底之上的人类文明活动的结晶，既具有自然景观的属
性特征又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和社会文化信息，是极为特殊的地理对象，这在客观上要求
人们从空间信息的维度来考察传统聚落景观的社会文化属性特征与历史文化价值。因此
结合地图符号的原理与方法，借助可视化的符号语言归纳传统聚落景观蕴含的地理信息
特征，有助于充分解读传统聚落景观的地学特征，同时又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认知规律。

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理论以识别中国传统聚落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因子的特
征为切入点，在生物信息学和地学信息图谱的支持下构建文化景观基因的科学图解[29]，
从而解读传统聚落景观的地学特征，在地域文化基因识别与区划、建筑景观特征解读、
旅游规划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30-37]。然而该理论在现阶段尚未深入探索文化景观基因的
物质形态、外观表征、空间结构和表达机制等深层次的科学问题。归结起来，前述问题
的根源在于目前尚缺乏结合符号学的相关原理与方法探索文化景观基因特征的研究。因
此，本文尝试从地图符号的视角探讨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的符号机制，着重从文化景
观基因的特征出发来分析其符号特征与相应的分类体系、符号化表达方法，进而为构建
文化景观基因符号库程序提供理论支持。本文的相关研究工作可望进一步完善传统聚落
景观基因理论体系并促进其深化应用。

2 文化景观基因的科学特征

文化景观基因理论是构建中国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图谱的重要方法[29, 35, 37]。因此，
厘清文化景观基因内建的科学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
2.1 辩证特征

道金斯最早将生物基因的概念引入到社会文化领域，在 1976 年提出了文化基因
（Meme）的概念。威尔逊分析了人类文化的获得性传递特征，创立了基因—社会文化协
同进化理论[38]。地理学者主要从人本主义出发探讨地域文化基因的特征，如康采恩提出
了“市镇形态基因”。中国学者在分析中国传统聚落的古代生态理念、规划特征和人地关
系哲学等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景观基因的概念[39]，并发展出了图案、文本、构成元素或
者结构特征等识别方法[39-40]，初步构建了完整的研究框架。

文化景观基因的科学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从自然科学的视角透视传统聚落景观的
文化地理学特征的分析方法，这具有科学的哲学辩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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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宏观的聚落景观意象与微观的文化因子的辩证结合。从概念范畴来看，文化景
观基因具有鲜明的可识别性。实践中，人们主要从整体视角考察传统聚落景观的意象特
征来区分具有相似的文化特质的不同聚落。如张谷英村的“龙”形格局（图 1）需要将
不同的村落组团当成整体才能识别[31]。同时，存在于不同传统聚落中的文化景观基因又
可以从不同的细节特征或层次上反映不同的聚落文化差异。如马头墙是中国传统合院式
建筑中广泛使用的一种装饰性建筑样式，人们可以通过造型、弧度、弯曲等细节特征来
区分不同地域的马头墙的文化差异。

（2）外在的物质表观特征与内在的传统文化寓意的辩证结合。一般而言，传统聚落
中的文化因子都拥有物质载体，即使是非物质文化因子也拥有相应的物质指征对象。
如傩戏的呈现需要借助特定的物质空间场所。传统聚落空间是文化景观基因得以存续和
传承的物质空间场所。也就是说，文化因子必须承载传统聚落赋予的特定功能，并占据
专门的空间位置，反映一定的社会伦理、功能或者文化意义才能真正成为具备可识别特
征的文化景观基因，进而构成聚落的空间意象。

（3）传承过程中的整体性特征与局部自我更新机制的辩证结合。生物基因在遗传过
程中可以保持自身特征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在某些特殊因子的诱导或刺激下可以发
生一定程度的性状改变（即突变）。同样，文化景观基因在传承过程中也具有类似的性
质。一方面文化景观基因总是力图保持重要特征或特性的稳定；另一方面文化景观基因
在传播过程又会因为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即在某些细节上出现了一
定程度的自我更新。如客家土楼的围合形状经历了由方形到拟方形再到圆形的变化[41]，
即土楼的围合基因出现了局部更新，但其功能、地位和象征意义等主体特征并没有变化。

（4）传统聚落景观特征的定性与定量分析语言的辩证结合。在地理学的发展历程
中，定性研究方法曾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地理学经历计量革命之后，定量研究方法逐渐

图1 文化景观基因的概念
Fig. 1 Concept of cultural landscape gene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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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主流研究方法。然而在文化地理学领域，学者们仍然倾向于使用定性研究方法而较
少兼顾定量研究方法。不过，文化景观基因的相关研究工作却实现了定性与定量研究方
法的有机结合。这是因为文化景观基因本身就大量借鉴了生物信息学的定量研究方法，
如湖南省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空间特征识别主要使用定性方法[30]，湖南省传统聚落景观
基因组图谱的空间特征挖掘主要使用定量方法[35]。

（5）聚落景观主体特征的优势性与文化内涵的丰富性的辩证结合。文化景观基因是
传统聚落空间中具有最高可识别度和可理解度的文化因子，如鼓楼是侗族传统村寨中最
为雄伟和壮观的建筑，也是识别侗族村寨最重要的文化标识。同时，文化景观基因又往
往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决不仅仅只反映传统聚落景观的某一种特征。这是因为文化
景观基因经历了较长历史时期的传承，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值得注意的是，聚落景
观特征的优势性与文化内涵的丰富性是文化景观基因的两个方面，两者是一致的而不是
截然对立的关系。

基于上述辩证关系：文化景观基因是一个科学概念（图1），它既具有客观实在的客
体对象，又包含了深层次的传统社会制度、传统伦理、传统哲学、传统习俗、宗族等丰
富的传统文化特征；既从自然科学的视角挖掘传统聚落景观的科学特征，又从文化地理
的视域归纳传统聚落景观的传统文化特征。
2.2 形态特征

文化景观基因拥有专门的物质载
体和物质外观，或者依赖于特定的物
质载体和客观过程而存在。聚落空间
中不同的文化景观基因并不是孤立地
存在的，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岳阳县张谷英村的当大门由三组共
同排列在同一中轴线上的院落建筑共
同构成，形成一个“丰”字形状（图1）。
中国很多传统聚落在选址、规划和营
造的过程中注重符合传统习俗并突出
自身的个性特征，注重结合不同的地
理环境特征，因时、因地、因势制宜
的营造出寓意丰富的空间意象。古人
在营造聚落时一般都根据聚落所处的
自然地理环境营造出富有传统风水寓
意的空间形态。如湖南省新田县黑砠
岭村龙家大院的“五代同塘（堂）”
的格局。这在客观上使得文化景观基
因具有多样的空间形态，又如湖南省
很多传统聚落的布局有扇形、圆形等
空间形态[35]。大体上，中国文化景观
基因的形态主要有方形和圆形两大谱
系（图2），以及结合风水理论因地制
宜地造就的多种形态[42]。在方形的基
础上逐渐衍生出了各种变体。如四合

注：参考刘沛林等[41]绘制。

图2 传统聚落的布局形态举例[41]

Fig. 2 A few examples on the forms of spatial layout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41] (Liu P 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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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演变形成了进、厅堂、天井等多种形态。在圆形的基础上逐渐衍生出了椭圆、近圆等
形态，如福建南靖土楼群即有圆形、椭圆形等形态。一般而言，传统聚落的形态由方形
向圆形或不规则形发展变化。
2.3 结构特征

文化景观基因在空间组织方式上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形成了寓意丰富的空间结构[35]。
参考现有的相关研究案例[40-43]可以发现：文化景观基因的空间结构具有非线性、自组织和
自迭代的特点。

首先，文化景观基因在聚落空间中呈非线性排列。线性结构是自然界中常见的物质
空间中的结构排列方式，可以通过线性方程进行精确的描述，如蜂巢格子的排列方式。
相对应地，自然界中同样存在着丰富的非线性结构，如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

传统聚落的构成要素是非线性排列的，这是由传统聚落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
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和随机的，这使得聚落空间中的各类要素难于形
成规则的线性排列。传统聚落中的街道、巷道等要素的布局须与聚落所在的地理空间相
适应。相应地，聚落的构成要素也难于形成规则的线性结构。事实上文化景观基因可以
理解为聚落空间中的各类物质文化因子在社会文化维度上的映射。因而，聚落空间中的
文化因子也多为非线性的空间排列。如《考工记》记载古人理想的城市是边长为三里的
方形城市（即“方三里”）。不过，这种规整的城市在现实世界中几乎不存在，这是由地
理空间环境的复杂性特征决定的。

其次，文化景观基因在聚落空间中具有自组织的特性。聚落在其发展进程中，随着
人口的增加，规模不断扩大。相应地，各种构成要素也逐渐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不规则
变得规则。这既符合自然系统的发展演化规律，也是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体现。聚落中
具有相似功能的要素总是会趋向于聚集，如苏州的周庄、同里等水乡古镇仍然保存着水
街（沿河商铺），这是因为商铺聚集在一起可以最大限度地共用聚落的基础设施并吸引顾
客。此外，很多传统聚落将各种要素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并形成具有特定寓意的空间结
构。如浙江省诸暨市兰溪村形成了八卦形街巷结构。

第三，文化景观基因在聚落空间中具有自迭代的特征。迭代是一种有规律的自我复
制过程，可以用分形数学进行精确的描述。自然界中具有迭代特征的客观对象拥有精细
的空间结构，如峰巢、树木纹理、生物基因等，迭代是自然系统在演化进程中形成的自
我修复和发展机制。实际上，人文与社会经济领域同样也存在着自迭代现象，如不同家
族世代繁衍的过程就是一种有规律的迭代过程，可以通过族谱进行描述。类似于生物学
基因，文化景观基因在传承过程中，其文化内涵、外在表观或者物质载体都得到完整的
复制与传播，具有类似于迭代的特征。如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湖南省汝城县金山村的工匠
完整地传承了源起于几百年前的祠堂鸿门梁制作技艺，从形制、镂雕、着色和安装等都
可以做到丝毫不差。

3 文化景观基因符号机制的内涵

自然语言是一种综合的符号表意系统，拥有特定的符号系统和广泛的社会文化约定
属性，是人们记录、交流、传播信息的媒体。传统聚落拥有丰富的文化景观基因，如镂
雕技艺、房屋的形制、聚落布局和空间结构、空间的构筑方式、公共空场所等，它们都
拥有专门的物质载体或媒介，携带一定的社会文化信息，共同表征特定的传统文化寓
意。文化景观基因的传承形式和途径多样，既有物质外观或者载体的传承，也有文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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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等约定属性的传承。显然，文化景观基因具有类似语言符号的特性，这使得从符号学
的视角解析文化景观基因的特征成为可能。
3.1 文化景观基因符号机制的概念

文化景观基因符号机制是指借鉴地图符号学的相关原理与方法，构建传统聚落文化
景观基因的符号描述模型及其图示表达体系，深入解析文化景观基因蕴含的传统文化内
涵及其内在特征，为绘制特定区域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提供支持。从符号学的视
角出发，文化景观基因符号机制涵盖了文化景观基因的解析、符号模型的定义、符号分
类体系和图示表达等研究内容。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景观基因是携带了特定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的符号单位，
可以通过特定的方式进行系统的描述。本文主要借鉴地图符号的模型构建方法、符号变
量、图示表达理论等方法探究文化景观基因符号的特征。然而文化景观基因符号与地图
符号又有着显著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社会文化信息和社会历史信息是文化景观基因符
号最为本质的特征，也是其主要的约定属性；同时，文化景观基因符号又包含了重要的
地理环境特征和地理空间位置信息，地图符号主要描述地理对象的地理空间位置信息和
地理语义特征。

探索文化景观基因的符号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是从语言学和符号学视角对传统聚落
景观基因理论的重要扩展，也是从地图学视角丰富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理论的研究方法。
同时，文化景观基因符号机制为绘制区域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技
术途径，也使得开展区域性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保护与资源普查具备了技术途径
上的可行性。
3.2 文化景观基因的符号特征

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文化景观基因具有两个重要的符号特性。
首先，文化景观基因的社会文化内涵和空间属性特征可以通过符号进行概括和综合

表达。通过构造符号表达体系，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具有相似的内涵或者外观形式的不
同文化景观基因之间的细微区别。这是因为符号是音形义的结合体，具有可视化的外观
形状，便于人们进行观察和区分。同时，图式符号设计领域中的很多原理和方法也有助
于人们区分不同的文化景观基因的差异，如借用地图符号的颜色、样式、纹理等变量来
区分具有相似性质的文化景观基因。

其次，文化景观基因是传统聚落空间中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物质载体与具有符号意
义的传统文化信息媒体相互融合的结晶，即作为具象化存在的客观实在与抽象化存在的
符号意义的结合体。这充分说明文化景观基因在本质上是具有专门的“形”和“义”的
符号，这也是本文借鉴地图符号的相关原理来思考文化景观基因符号特征的理论依据。

自然语言中的每一个符号都对应着客观世界中的一个实体对象，即语言符号构建了
客观世界完整的表达体系。与此类似，每一个文化景观基因都对应着传统聚落空间中唯
一存在的文化因子，它们之间有着唯一且客观存在的对应关系。

一般而言，文化景观基因与其对应的客观实在之间存在着映射、概略和约定关系。
映射关系指文化景观基因是在符号层面对其物质载体或者物理存在进行语义描述，即构
建文化景观基因与客观实在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这表明，人们可以通过符号来表达文
化景观基因的抽象的文化属性特征与具象的物理载体之间的映射，即构建文化景观基因
的符号图示表达模型。概略关系强调文化景观基因的图示符号必须遵循一定的设计原
则，要符合语言学和符号认知规律，要突出最为显著的文化特征的表达。约定关系指文
化景观基因携带的具有特定传统文化寓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伦理等信息。因此，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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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来表示文化景观基因同样需要遵守这种约定关系。如用方形符号表示四合院，再结
合形状、色彩等的变化来表示各种四合院的变体（图3）。

总之，文化景观基因本身可以视作表达特定传统文化含义的特殊符号。因此，可以
结合符号学的相关原理来构建文化景观基因的图示符号表达体系。

3.3 文化景观基因符号的分类
结合文化景观基因的内涵与发生学原则，按照表现方式可以将文化景观基因符号分

为图形、图片、文本和空间综合格局等4类符号（表1）。

图形符号指通过基本图形元素的组合或者特定的图案等来表达特定的文化景观基因
的含义和重要属性。如凤凰古城存在着大量以凤凰神鸟为主要造型的建筑装饰，故可以
设计一组凤凰神鸟为主要内容的符号来描述凤凰古城的文化景观基因。

图片符号指通过图片、图像或影像来表示某些难于制作成抽象图形符号的文化景观
基因。一般而言，很多需要通过局部或者细节特征才能识别的文化景观基因可以直接通
过图片来构建相应的符号。如笔者调查发现湖南省汝城县很多古村落的祠堂通常绘制有
风格各异的装饰性图案，不同祠堂的图案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相应的人物设定或故事情
境等，故可以直接通过图片来展示这些细节上的差异。

文本符号指直接通过文本来描述文化景观基因的主要特征或属性。这是因为：① 有
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于直接通过图形符号或者图片符号进行表达，如汝城广泛流行的

“香火龙”习俗包含了一系列内涵丰富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故而适合直接用文本描述其
文化内涵；② 有些文化因子本身就是用文本来描述、记录或者表达的，如江永女书；
③ 有些文化因子的核心文化内涵难于直接通过图形或图片进行概括，需要使用文本进行
表达，如土家族摆手堂的形制。

图3 用不同变量组合表示四合院基因及其变化
Fig. 3 Different variables used to express the cultural landscape gene of Siheyuan and its development

表1 文化景观基因符号的分类
Tab. 1 A classification for the symbols of cultural landscape gene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符号类别

图形

图片

文本

空间综合格局

说明

通过基本图形元素的组合构成图形符号表达特定的文化景观基因的含义

直接将图片等定义为符号表达部分特殊的文化景观基因的含义

直接通过文本来描述文化景观基因的含义

结合GIS软件的地图功能来直观地表达布局类文化景观基因符号的含义

备注

简单符号

简单符号

语言符号

复合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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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综合格局符号指结合GIS的地图功能系统地表达传统聚落的自然环境特征、空
间规划和布局特征。传统聚落的空间布局是古人关于聚落选址与规划等的传统生态哲
学、生存智慧和人地关系思想、社会伦理等知识与自然地理空间环境的有机结合。因
此，从整体的角度进行观测和归纳可以深入地理解聚落布局的传统文化意境。显然，可
以直接借助地图来展现一个传统聚落的空间规划和布局特征，进而归纳相应的布局基
因。如湖南省会同县高椅村、浙江省金华市琐园村、浙江省诸暨市兰溪村等村落都因地
制宜地根据聚落周边的自然环境特征创设宜居的居住空间并表达吉祥的风水寓意，从而
形成了独特的村落空间格局。
3.4 文化景观基因符号的表达

在实践中，人们一般将符合特定条件的文化因子识别为传统聚落的文化景观基因：
① 具有显著的传统文化特色，从而使得一个聚落可以区别于其他聚落的文化因子，即具
有鲜明的可识别性，如佤族村寨的（牛头）图腾柱；② 具有较强的认同感或认知度，是
传统聚落中重要的精神空间的标志，即聚落的精神空间，如土家摆手堂、侗族鼓楼；③
具有鲜明的古代文化哲理、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伦理等重要特征，如祠堂门楼的造
型、规制等；④ 经历了较长历史时期的传承但仍然保持了其传统文化内涵不发生重大的
改变，如土楼的形制、四合院的围合特征等。由此可见，文化景观基因是对传统聚落中
的文化因子在社会伦理层面进行文化内涵和重要属性的概括与抽象的结果，也是在符号
层面对古代的传统文化特征、社会制度、社会道德等文化内涵的综合。

值得指出的是，考察一个文化景观基因，决不能单纯地仅从文化因子本身出发，而
是需要将其置于其原生的文化生境中进行解析才能真正揭示其蕴含的传统文化特征。相
应地，文化景观基因符号的图示需要含义明确、构图简洁、表达直观。同时，文化景观
基因又是存在于传统聚落空间中的最小的历史文化信息单元，既具有空间地理位置属
性，又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特征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景观基因符号是对客观实在的概念化描述，也就是通过概括或
抽取客观实在的客体对象在形状、质底、尺寸、图案、颜色和布局等方面的重要属性或
特征构建起形式化的逻辑描述框架（表2）。这表明人们可以从符号学的视角充分地表达
文化景观基因的显著特征或属性差异。如可以通过牛头造型的图案符号来表示佤族的图

表2 文化景观基因符号的基本变量
Tab. 2 Basic variables of symbols of cultural landscape gene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变量

形状

质底

尺寸

图案

颜色

布局

说明

文化景观基因的物质载体或指征对象
的外观形状特征

呈连续面状分布的文化景观基因的特
征(或者基底)

文化景观基因的物质载体或指征对象
的尺寸参数

赋予一定文化寓意文化景观基因的特
殊图案

不同的色彩表示具有不同特质的某类
文化景观基因的差异

结合不同地理环境特征而规则设计出
的具有不同风水寓意的村落整体格局

图示表达举例 备注

如房屋或者院落的围合形状

一定地理空间上均有分布的某些文
化因子

如房屋、院落、主体性公共建筑等
的形制

传统聚落中广泛存在的某些装饰性
图案

如在中国广泛分布的四合院建筑有
多种建筑色调

如琐园村设计为“七星拱月”的风
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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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佤族以牛为图腾，村寨中通常有很多牛头造型的装饰物）。借鉴地图符号的相关原
理，人们可以通过符号变量来表现不同的文化景观基因的特征或差异。一般来说，形
状、颜色、尺寸、质底、图案、布局等符号变量及其组合可以突出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
背景下的文化景观基因的差异。因此，通过符号变量的科学使用，可以有效地突出文化
景观基因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从而提高相应的文化景观基因符号的设计质量，更好地
区分不同的文化景观基因，如不同形状的土楼的围合基因就可以通过不同形状的符号来
加以区分，用方形表示方形围合土楼、圆形表示圆形围合土楼、椭圆表示椭圆形围合土
楼，这可以更好地体现土楼围合基因在细节层次上的差异（图4）。

4 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符号库设计

符号数据库是运用数据库技术对服务于特定应用任务的符号进行集中统一管理的一
类特殊数据库。在地理信息领域的实践中，人们通常根据地理信息工程任务的需要构建
不同的数据库实现对地图符号的集中统一管理。一般而言，地图符号数据库中存储的地
图符号具有风格和样式一致、格式规范，同时又符合相关的国家图式符号规范要求的技术
标准。本文结合理论研究成果，借鉴基于语言学机制的地图符号库设计思路与方法[44]，
构建了某地区的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符号库 （Traditional Landscape Genetic Symbol
Database, TLGSD）。

TLGSD 以 VC#.net 程序语言为主要开发环境，直接从底层自主开发，同时内嵌
ArcEngine控件的部分功能。程序可以在完成文化景观基因符号数据库的创建和维护的同
时，也可以完成文化景观基因符号的创建、编辑、修改、编码与符号入库等基本操作。

TLGSD中，文化景观基因符号通过符号名称、符号类别、符号编码（图5）、符号内
涵等核心属性特征来构造。符号名称是文化景观基因对应的唯一名称。符号类别是文化
景观基因的符号学分类，包括图形、图片、文本和综合格局4类。符号编码是文化景观
基因的唯一标识码，共由16位编码构成，内容涵盖文化景观基因的地理空间位置特征和
文化属性特征。符号内涵则是专门用于描述文化景观基因的社会文化意义和特征的变
量。此外，TLGSD中的文化景观基因符号的属性特征还包括符号特征描述和典型案例聚

图4 不同土楼的围合形态基因符号
Fig. 4 The symbols of closed shapes for Tul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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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等。为了便于进行符号的创建与维护，程序将创建符号的各个属性整合到同一个工作
界面内（图6）。

符号编辑是TLGSD中创建文化景观基因符号的核心环节。根据理论研究结果，程序
将景观基因符号定义为图形、图片、文本和复合（即综合格局符号） 4类。其中，图形
符号允许用户根据若干种基本图元自主进行设计，图片符号允许用户根据实地考察等获
取的一手图像资料进行编辑生成，文本符号直接保存用户定义的用于描述文化因子特征
的文本，复合符号则保存与传统聚落空间格局特征相关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资料。中国
的传统聚落拥有丰富的古代人地关系哲学思想，特别讲究因地制宜地进行空间合理布
局。这也使得在分析一个传统聚落的空间布局基因时需要综合聚落周边的地形、水系、
地貌特征等地理环境特征以及传统风水地理知识等进行综合的研判。因此，TLGSD直接
内嵌ArcEngine控件的地图文档读取功能，允许用户将传统聚落空间格局地图直接定义为
相应的复合符号。

图5 文化景观基因符号的编码
Fig. 5 Coding system for symbols of cultural landscape gene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图6 TLGSD程序运行效果与文化景观基因符号编辑工具
Fig. 6 Running results of TLGSD and the edit tool of TLGSD for symbols of cultural landscape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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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TLGSD的主要功能还包括符号入库与查询功能。符号入库功能包括连接数据

库、往数据库中添加符号、数据库更新操作。符号查询功能主要供用户查看已经存储在

数据库中的符号，可以通过符号名称、符号编码、符号案例聚落等方式进行查询。

TLGSD的其他文件存放、读取、符号图元设置等功能在这里不再赘述。运行测试结

果表明（图7），TLGSD运行稳定，可以满足特定地域范围的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数据

建库的基本需要。

5 结论与展望

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理论缺乏符号学视角的理论思考与

技术探索这一问题，本文从符号学视角探讨了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的重要特征，系统

地开展了文化景观基因符号的科学探索：

（1）通过阐述文化景观基因的哲学辩证意义、空间形态与空间结构特征，明确了文

化景观基因是对传统聚落空间蕴含的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社会伦理、传统哲学等的综

合与概括。文化景观基因在聚落空间中具有相对应的物理实体或指征对象。这为构建文

化景观基因符号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完善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理论具有积极的意义。

（2）明确了文化景观基因符号的概念与内涵。文化景观基因符号是从符号学视角对

传统聚落蕴含的文化景观基因的本质特征进行深刻剖析的结果，也是分析传统聚落景观

的文化内涵的科学图式语言。这对促进文化景观基因资源的数字化等深化应用具有重要

的意义。

（3）结合文化景观基因符号的分类与表达方法，借鉴地图符号相关理论，构建了专

门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符号库管理系统。这在事实上探索了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符号

化的可行技术途径，对于促进传统聚落及其文化景观的数字化保护具有现实的方法论

意义。

然而，作为一项探索性很强的工作，当前研究还有许多问题亟待深入：① 文化景观

基因符号的形式化描述模型，这涉及到后续研究工作中界定文化景观基因符号的设计原

则和类别体系等问题；② 文化景观基因符号的构建与应用技术途径，如如何在当前的互

联网信息技术体系和应用环境下实现不同平台的文化景观基因符号库调用等，这涉及到

图7 文化景观基因符号实例
Fig. 7 An example of symbols of cultural landscape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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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促进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数字化这一重要问题。因此，在下一步

工作中笔者将深入探索文化景观基因符号的形式化描述模型、编码方法与途径、符号构

建标准、符号特征等重要问题，同时也期待更多的同行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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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miotic mechanism of cultural landscape
gene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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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landscape gene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CLGTS) was
proposed by Chinese scholars in 2003. Since then, CLGTS has been playing a key role in
capturing the deep-level geographic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work on covering CLG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Now, people are often involved
in difficulties when they are trying to explore the nature of cultural landscape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through using CLGTS. Obviousl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semiotic mechanism of CLGTS under the support of semiology. To lock this
issue, we outline the dialectical features of CLGTS through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1) For a
given traditional settlement, its whole image at the macro- scale is in accordance with its
cultural landscape genes at the micro- scale. (2) For the cultural landscape gene of a given
traditional settlement, its core characterization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its appearance features.
(3) For a given traditional settlement, its self- updating mechanism at local scale is in
accordance with its global characterizations. (4) CLGTS can be treated as the scientific analysis
method merged with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for dissecting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5) For a given traditional settlement, its outstanding features
of cultural landscape are in accordance with it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Then, this work
proves the diversity of forms and complexity of spatial structures of CLGTS through ample
examples. To some extent, this reveals the nonlinearity, self-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self-
iteration features of CLGTS. Based on the above, this research present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semiotic mechanism of CLGTS. Within the framework, we further summarize
the symbols' main features, classifications, and expression ways of CLGTS. Through this work,
we make clear the requisite theoretical conditions of making symbols of CLGTS by employing
GIS. Ultimately,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conceptual framework, this paper develops a
prototype program for making symbols of CLGTS. The test results of the prototype program
with a case of ancient village of Hunan Province show that it can run well in serving to
establish a symbol database of CLGTS for a given region. Hence, this research proves that
semiotic mechanism of CLGTS will make sense of perfecting the theory of CLGTS and
forwarding its digital protection.
Keywords: cultural landscape gene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features; symbolic mechanism;
symbol database; dig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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