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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维持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有效更新极为重要。以中

国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运用景观基因分析法分析了张谷英村显性物质文化景观基因与隐

性非物质文化基因特征，从聚落“双修”视角提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活化方案。研究结果显

示：① 显性景观基因特征为空间布局空心趋势明显，街巷系统衰退痕迹严重；民居建筑结构秩

序紊乱，功能利用主体两极分化；主体建筑链条节点断裂，文明载体内涵挖掘尚浅；山川地势脉

络根基平稳，水系网络线条渐趋单一；② 隐性文化基因特征为家风信仰世代传承不息，图腾标

志遥相呼应不止；民俗文化延续之途受阻，传统礼仪抗争之路临难；③ 显性基因修补路径为基

因建库，恢复原始形态，完善基础系统；微创修补，保留原始功能，再现原真风貌；隐身挖掘，重

接本土链条，夯实建筑内涵；“低+高”干预，维持稳定脉络，调适单一线条；④ 隐性基因修复路径

为内外熏陶，营造传承氛围，完善解说系统；置身其中，增强居民参与，再现特色场景。从聚落

“双修”视角探索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优化方案，其目的是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实现有机更

新，完成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的转型发展，推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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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
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1]。它既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对象。但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现代
化和旅游化的直接冲击，中国传统村落正面临着严重的人地关系危机，已经引起了国家
的高度重视。从2012年至今，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联合公布了五批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共计6799个传统村落列入其中，关注力度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国家
持续的政策支持和行为引导为传统村落的更新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2]。人居环境学研究源
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希腊学者道萨迪斯（C. A. Doxiadis）提出了“人类聚居学”概
念 [3]，并广为传播。国内人居环境学研究起步较晚，吴良镛院士1993年发起创立了“人
居环境科学”[3]。此后20多年来，包括建筑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在内的
多学科融合研究趋势逐渐明朗[4-7]，且“城市主义”倾向明显[8,9]。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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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美丽乡村的持续营建，乡村人居环境问题逐渐吸引了学者们的目光。当前学者们主
要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从省、市、村庄等[10-12]中小尺度探讨乡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时空
演化、空间格局重构等[13,14]问题，整体上侧重于关注新农村、美丽乡村的规划和建设，而
缺乏对年代久远、具有传承意义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活化研究。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是乡
村人居环境的关键组成部分，是物质形态与非物质文化的结合体，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载体。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转型发展、生态适宜性评
价、可持续发展与保护、空间形态等[15-17]领域，研究尺度以市区、村落等小尺度为主[18]，
研究方法既包括GIS空间分析法、熵值法等[14]定量分析，也包括基于CAS理论、人居环
境理论的定性研究[17,19]，但总体来看，相关研究多集中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物质空间层
面，缺少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非物质文化层面的深度挖掘，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研究成
果相对较少，亟需学者们从新的研究视角关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保
证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内在基因的有序传承和发展。因此，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
如何活化传统村落人居环境，重现传统村落往昔活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利用地理学综
合性、复杂性和系统性的学科优势，对典型传统村落展开新视角下的探索，将为解决传
统村落人居环境活化问题创造新的机遇。基于此，本文试图以中国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
例，借助景观基因理论，从聚落“双修”（显性基因修补和隐性基因修复）新视角，创建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活化机制，为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更新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依据。

2 聚落“双修”的缘起与基本含义

2.1 聚落“双修”理念的提出
聚落“双修”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城市双修”理念基础上的。2017年，为了解

决城市问题，改善城市人居环境，结合习总书记提出的关于“提倡城市修补，开展生态
修复”的要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城市双修”指导意见，即“城市修补，生态修
复”[20]。此后，各城市纷纷试点运行，“城市双修”迅速成为当前关注的热点问题。与城
市发展轨迹相类同，当前中国乡村从传统迈向了现代，乡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已演变为
时代趋势。作为乡村的关键组成部分，传统村落的生态环境保护、空间格局演化、文化
信仰传承等各个方面和一般乡村大不相同，在演变进程中，它的历史文化精髓和建筑景
观格局都得到了较好的保存。但随着乡村转型的不断推进，许多传统村落在转型过程中
逐渐迷失了自己。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明确指出传统村落作为历史文化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是彰显和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要统筹保护、利用和发展的关系，努力保持村庄的完整性、真
实性和延续性。因此，如何切实保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的留存以及文化基因的延续对传
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尤为重要。借助“城市双修”的基本思路，将其内涵进行延
伸，提出聚落“双修”理念，对显性基因进行修补，隐性基因进行修复，以解决传统村
落转型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2.2 聚落“双修”的内涵与原则

聚落“双修”是对传统村落中的显性物质景观进行修补，以达到空间上的更新；对
传统村落中的隐性非物质文化展开修复，以达到文化上的活化，两者互为补充，相互联
结，最终促成整个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活化与传承。其内容既包括点、线、面等多
种形态下的空间布局、建筑及其造型、环境等显性景观，又包括宗法制度、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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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学说、民俗活动等隐性景观。与以往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研究不同，聚落“双修”
侧重于研究具有“遗传”特性的传统村落内在文化因子层面。聚落“双修”的实现主体
既包括进行宏观引导和微观管理的相关政府部门和村落管理者们，又包括进行专业化操
作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们，还包括积极配合、完成各项具体工作的村落居民们。其原则
如下：

（1）整体：动态更新，适应需求。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包含了
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地域空间环境等子系统，也是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生存
空间[12]。实行聚落“双修”，一方面是调控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整体运行系统的过程，另一
方面是适应其内在条件与外在条件的过程。从整体上关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系统动
向，满足社会需求，推进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灵活调适，是新时代发展背景下，保证传
统村落人居环境健康发展的重要方向。

（2）局部：分块活化，因地制宜。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各个子系统是复杂巨系统的组
成部分，发展规律与运行机制各不相同，根据特征可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子系统归为两
类，即显性基因系统（自然生态环境、地域空间环境）、隐性基因系统（社会文化环
境），在各类型区块内捕捉系统内的缺失与错乱部分，有计划、有目标地分析问题产生的
原因，针对性的采取修补与修复措施，避免“双修”过程中的盲目更新，因地制宜、最
大化地发挥“双修”作用，促成分块活化。

（3）联动：整体局部，系统归一。转型与更新伴随着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发展的整个
过程，整体与局部的有效统一是实现其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不断提高传统村落居民的
生活水平，达到居民与自然、居民与社会、居民与文化的和谐相处与持续发展，是传统
村落人居环境更新的重要目标。因此，在“双修”的过程中，要查明传统村落人居环境
巨系统与子系统之间修补与修复措施的关联性，联结各个部分，形成传统村落人居环境
的更新机制，推动实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整体与局部的协调共进。

3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概况
张谷英村坐落于湖南岳阳以东的渭洞笔架山下（图1），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以始

祖张谷英命名。经过60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当大门、王家塅、上新屋为核心的
古建筑群落。因其原生态的人居环境和原真性的历史文化底蕴，自20世纪80年代末被外
界发现以来，张谷英村每年吸引了大量的学者和游客。随着历史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

图1 研究区概况
Fig. 1 Research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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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谷英村先后获得了多项政府荣誉和政策支持，如先后入选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历史文化名村名录”和“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1]等。张谷英村虽历经沧桑，但依然
保留着原始风貌，保持着家族式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式的农业生计模式，其建筑艺术、民
俗风情、宗教思想、耕读文化等宝贵资源依然得到有效传承，这些都是传统村落人居环
境的重要载体。但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旅游开发的持续进行，张谷英村人居环
境面临着一系列的诸如建设性破坏、破坏性建设等问题，如何优化和调控传统村落人居
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以张谷英村为案例地，从聚落“双修”视角探索传统村落
人居环境活化路径，可望成为推动地理学视角的人居环境科学发展的一次有益探索，也
可为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改善提供经验借鉴。
3.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景观基因分析法（图2）。基因来自于生物学，存在于细
胞内，是具有遗传特性的生物体基本单位[22]。景观也存在这种具有遗传性的基因，如陕
北民居建筑的窑洞景观、晋中民居建筑的大院景观、东北民居建筑中的土炕景观等，这
些显著性标志可看作是该景观可被识别出的基因，因此，景观基因是独特的、区别于其
他景观的、识别某一个景观区域的决定性因子，也是景观特征得以“遗传”的基本单
位，决定着该种景观文化的形成、发展、消亡[23]。景观基因分析法是指研究传统村落景
观的内在特质、外在表达及其传承特点的重要方法[24] 。基因分析的前提是基因识别，参
考整体布局、基本形态、民居建筑、主体性公共建筑、环境因子、文化标志等六方面，
结合景观的具体要素，建立景观基因识别体系，遵循内在唯一性、外在唯一性、局部唯
一性、总体优势性等原则，依照景观基因识别体系进行识别，根据区域内不同的景观类
型，分别采取元素提取、图案提取、结构提取、含义提取等提取方法，得出景观基因识
别结果，不同区域的景观基因识别结果也存在着差异，再结合识别结果按照基因分析法

图2 景观基因分析法
Fig. 2 Landscape gene analysis

注：引自文献[23]，已得到作者同意和著作权人（单位）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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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区域内的景观基因特征展开分析[24]。
本文通过整理张谷英村图像、文字和访谈资料，建立了张谷英村景观基因识别体

系，得出识别结果，并对识别结果进行景观基因分类和特征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聚
落“双修”的方法，提出了针对性的人居环境优化方案。本文所需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
于实地调研和文献查阅，一方面，本课题组于2019年3月对该村进行了实地调研，通过
实地考察、居民访谈、游客调查等方式获取了较为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主要内容包括建
筑布局、村落文化、地理环境、人居感知等。另一方面，由于张谷英村是本课题组长期
追踪的案例地，前期已经获得了大量的遥感数据和调研数据，可作为补充数据进行利用。

4 张谷英村景观基因识别与分析

4.1 张谷英村景观基因识别体系构建
张谷英村的物质与非物质景观资源丰富，既在空间排序上形成一定的逻辑秩序，也

在思想文化上遵循固定的发展规律。根据张谷英村特有的景观，建立起张谷英村景观基
因识别体系，将张谷英村景观基因划分为五方面，其中，显性基因包含四个方面，分别
为布局形态、民居特征、主体性公共建筑、环境因子等；隐性基因包含一个方面，即文
化标志。将五方面的景观基因具体细分为15小类，显性基因共12小类，即布局形态包括
整体布局、基本形态、街巷格局等；民居特征包括平面结构、造型建材、局部装饰等；
主体性公共建筑包括广场、墓地、宗祠等；环境因子包括地形地势、水系分布、自然风
貌等；隐性基因共三小类，即文化标志分为家风信仰、民俗礼仪、原始图腾等。通过两
个层级的景观基因识别，对张谷英村景观进行详细解读，获取张谷英村景观基因特征。
4.2 张谷英村景观基因识别结果与分析
4.2.1 显性基因识别结果与分析 根据张谷英村显性基因识别结果进行分析（表 1、图
3），其特征主要包括：

（1）空间布局空心趋势明显，街巷系统衰退痕迹严重。空心化的特征不仅显现在村
落建筑的空间结构中，还体现在当地居民居住的位置分布中。从村落建筑年代分布可以
看出（图 1），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筑区逐渐往外围辐射，并有持续增长的迹象和趋势，
外围建筑群集中布局，使得村落中心位置偏移，结构空心化特征日趋明显。伴随着城乡
文化的交融，张谷英村年轻居民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多不愿意居住在原有的古建
筑群中，人口逐渐向村落外围区域集聚，形成了人口空心化的态势。与此同时，随着旅
游业的快速发展，张谷英村外围道路网络建设日趋完善，但村落内部街巷道路系统衰退
痕迹依然明显。一方面，村内路网结构复杂，缺乏系统的、有指向性的道路路网结构
图，游客主要集中在核心主干道，严重影响了通行速度和体验效果。另一方面，村落对
外交通只有一条主干道，道路宽度较窄，高峰时期交通堵塞严重，内部疏通能力较差，
严重影响了张谷英村的可进入性。

（2）民居建筑结构秩序紊乱，功能利用主体两极分化。就现状而言，张谷英村民居
建筑的主体功能主要以居住和商用为主。因年龄、性别、经济条件、生活背景等条件的
差异，居民对民居建筑的主体功能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年长居民更倾
向于民居建筑的自我居住功能利用，而年轻居民更愿意进行商业化利用，即对民居建筑
进行租赁、开发等市场化运作，形成了民居建筑功能化利用的两极分化局面，为后续的
人居环境改造留下了不稳定因素。但无论是个体利用和商业利用，都需要对传统民居建
筑进行必要的修缮、改造和利用等，包括墙面的重修、装饰的重塑、格局的重构和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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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替换等，这些非专业的个体性行为势必会对传统民居建筑结构造成多次伤害，破坏了
原始的传统民居建筑结构秩序，影响了游客的文化体验感。

（3）主体建筑链条节点断裂，文明载体内涵挖掘尚浅。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张谷英
村部分最原始、最本真的主体建筑已遭受毁坏，关键性链条节点断裂，最典型的就是传
统宗祠建筑被毁坏，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丢失，成为文化传承过程中的“痛点”。张谷英
村现有的传统建筑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就目前来看，村内主体建筑的文化内涵
表达仅仅涉及表面，尚未延伸到深层次的挖掘，如文化广场的建筑年代、建筑意图和建
筑艺术等问题无人问津，仅仅体现在举办民俗活动层面。张谷英墓地可供游人参观，但
观看什么、如何观看等问题依然较肤浅，没有体现出建村始祖流传下来的宗法礼制、家
国思想等。

（4）山川地势脉络根基平稳，水系网络线条渐趋单一。山川地势是张谷英村风水宝
地形成的最重要的基本自然条件之一，四座山脉环绕村落，历经数百年巍然不动，是张
谷英村村落体系稳固的重要保证，反之，当地居民对周围山地的合理利用也是维系山体
脉络稳固的重大要素。随着居民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山体脉络的平稳趋势将继续保
持，这也是张氏子孙对“天人合一”思想的遵循与践行。与此相反的是张谷英村水系网
络却日趋单一，居民饮水安全问题存在较大风险，这与居民用水不当和旅游污染有直接
联系。渭溪河一直以来是张谷英村居民饮水、农业灌溉的水源地，现如今正遭受生活垃

表1 张谷英村显性基因识别结果
Tab. 1 Recognition results of dominant genes in Zhangguying village

因子

布局
形态

民居
建筑

主体
性公
共建
筑

环境
因子

指标

整体
布局

空间
形态

街巷
格局

平面
结构

造型
建材

局部
装饰

广场

墓地

宗祠

地形
地势

水系
分布

自然
风貌

方法

结构提取、
图案提取

元素提取、
结构提取、
图案提取

元素提取、
结构提取、
图案提取

元素提取、
文本提取

说明

张谷英村负阴抱阳，靠山环水。背靠龙形山，外围坐落有大峰山、旭峰山和笔架山，
并有渭溪河自龙形山脉两侧曲折流经张谷英村于山前汇合（图a）。

当大门建筑群是张谷英村最早一批初具规模的居民建筑区，呈“十”字形分布（图
b）；王家塅建筑群呈“丰”字形修建（图c）；上新屋建筑群呈“井”字形分布（图d）。

张谷英村外围的交通干道呈“Y”字形与外界相通（图 e），内部主干道呈东西走向将
聚落包围，并有巷道随各建筑群错综分布于村落之中。

当大门、王家塅、上新屋三大建筑群是在最小单元民居基础上的组合和延伸，平面结
构特征依次为“五进五井”（图 f）、“四进三井”（图 g）、“四进七井”（图 h），进指堂
屋，井指天井。

屋顶为硬山式坡屋顶造型，以中间正屋脊为界，两面为坡，青石瓦片堆砌（图 i）；山
墙为“人”字形造型，石砖砌筑，简单规整（图 j）；屋脸为落地式造型（图k）。

民居建筑装饰由外至内，从门窗到内壁到屋顶支柱再到室内物件，展示着花草植物、
鸟兽动物、神仙祥云等不同样式的装饰花纹，以石雕（图 l，图m）和木雕两种形式为
主（图n）。

张谷英村民俗文化广场位于当大门大屋前，分有两条镶嵌着不同形状“福”字的石
道，是当地居民举行祭祖仪式、开展大型活动的集散场地（图o）。

主墓为始祖张谷英公之墓，并立有“田”字墓碑（图p），居于山头最上以示张氏子孙
对祖先的敬仰，其余为其他先祖之墓，经年岁累积，已形成碑林。

原始宗祠修建于村落外围的“狮”形山头，曾被毁坏，现在张谷英村居民以堂屋代替
宗祠发挥祭祖功能（图q）。

张谷英村地处四面环山的渭洞盆地区，以山地和丘陵地形为主，地势西北高、东南
低，海拔由中心向四周递增（图 r[25]）。

发源于张谷英村甲板桥的渭溪河自山体两侧流经整个村落（图 s），流程约 10 km；流
域面积约10 km2。建村伊始，张氏家族的生活方式以原始作息为主，饮用、沐浴、洗
衣、灌溉、祭祀等生活及劳作用水主要来源于渭溪河。

当地植被依地形地势生长繁茂，将张谷英村环绕在绿树丛林之中，虫鱼鸟兽比比皆
是，繁衍生息，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转与张谷英公推崇的“天人合一”思想不谋而合
（图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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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旅游垃圾的双重污染，也与先人倡导的“天人合一”思想渐行渐远。
4.2.2 隐性基因识别结果与分析 根据张谷英村隐性基因识别结果展开分析（表 2），其
主要特征为：

（1）家风信仰世代传承不息，图腾标志遥相呼应不止。张谷英村世代居民秉承的
“尊师重教，耕读继世，孝友传家”家风和“祖先是家族的源头，永持敬重之心”的信仰
已传承数百年，即使在现如今依然可以感受到居民随家风和信仰而生活，族内团结互
助，邻里关系融洽。这种文化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了张谷英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在
众多的民居建筑中体现了这些思想。如张谷英村以“龙凤”“太极图”为主的图腾标志都
是对先祖崇敬之心的物质载体，将先祖的思想主张与世代居住的建筑环境融合，以独特
的图腾纹饰展现在各个时代的民居建筑之中，这无不体现了张氏子孙后代对族规家训的

图3 张谷英村显性基因识别结果图示
Fig. 3 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Zhangguying village's dominant gene recogni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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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和传承。将精神信仰附着在图腾标志中，在图腾标志中传承族规家训，这是张谷英
村传统文化能保留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2）民俗文化延续之途受阻，传统礼仪抗争之路临难。面对市场环境的复杂性和外
来文明的多元性，张谷英村的民俗文化和传统礼仪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一方面，居
民坚守传统文化困难重重。老一辈的居民们经过了几十年传统民俗和礼仪的洗礼，尚能
守着本土文化与现代文明冲击进行抗争，将传统民俗文化贯彻到底。但新一代的年轻居
民大多接收过现代化的城市文明教育，对本土化的民俗文化和礼仪约束缺乏信心和耐
心。另一方面，内部堡垒缺口的出现使得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出现了。随着外界享受主
义、金钱主义等不良思想的侵入，改变了部分居民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不可避免的
使得村落出现了犯罪率上升、信任度下降、道德感滑坡、生活氛围破坏等不良现象，这
种浮躁的社会风气一旦成为村内文化主流，传统民俗礼仪的约束作用将不再显现，原住
居民也对其失去尊敬之心，直接影响到传统礼俗的保留和传承，村落的文化魅力也将不
复存在。

5 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活化路径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是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的综合体，通过利益主体的分工合作，完
成对两种类型基因的修补和修复，是实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活化的有效创新路径之一。
基于此，在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结果基础上，从聚落“双修”视角，构建了张谷英村
人居环境活化的路径机制（图4）。
5.1 显性基因修补
5.1.1 基因建库，恢复原始形态，完善基础系统 由专家学者对传统村落古建筑群的基因特
征进行提取，采取数字化方式对其基因特征进行建库，保存村落原始记忆数据，梳理村
落肌理，保证村落原始形态和基础系统的完整。具体表现为：对村落分布的位置、面
积、轮廓、建筑格局、建筑形态、街巷系统等进行测量，用具体的数据表达，建立张谷
英村基因数据库，以数据库为基础进行开发和保护。如测量张谷英村某一建筑的长度、
宽度、高度、面积大小、内部格局等，标注好排列序号，可采用平面图画、数据表格、
投影画面等多样化方式展现，最后建立起传统建筑数据库。对部分毁坏的建筑可在采访
或原始资料记载的基础上，结合景观基因识别结果，先实现数字化复原，再现其原始形
态。基因建库既可为游客提供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和直观感受，也可为张谷英村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新的保护途径。

表2 张谷英村隐性基因识别结果
Tab. 2 Recognition results of recessive genes in Zhangguying village

因子

文化
标志

指标

家风
信仰

民俗
礼仪

原始
图腾

方法

元 素 提 取 、
图 案 提 取 、
文本提取

内容

尊 师 重 教 、
孝 友 传 家 、
祖先崇拜、

婚 嫁 、 生
育 、 丧 葬 、
祭祀

太极图、龙
凤

说明

尊崇祖先是家族的源头，血缘是维系各支关系的纽带，在张谷英村
村落堂屋里设有案桌，摆放着多代先祖的灵位，每逢年节便举行祭
祀仪式敬奉祖先，历经百年尚无止息，为典型的祖先崇拜聚落。

婚嫁：为新婚夫妇唱礼歌；生育：洗“三朝”，举行“汤饼宴”，为
新生儿增添祝福；丧葬：吟唱颂歌、悼歌，以悼念故去之人；祭
祀：缅怀先祖、保佑后人，祈求丰收、尊崇礼制等。

张谷英公在建村时运用了“人与自然阴阳相调”的法则，“太极
图”图腾标志即为该法则下的产物；另有“龙凤”等图腾纹饰，与
张谷英村村落的“龙”形体系相呼应，是族内血缘关系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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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微创修补，保留原始功能，再现原真风貌 张谷英村传统民居建筑建设年代久远，其
建筑价值和历史价值不可替代，对其采取微创式修补措施，既能满足新时代下年轻居民
对村落开发的需求，又能完成年长居民保留居住功能的愿望，更能有效的保护村落的原
真风貌。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微创修补措施之前，需要注意保护整个村落建筑风格、
空间格局、原始功能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严格限制随意变动建筑结构、未经许可侵占公
共空间、违规搭建扩建房屋的行为。微创修补时需要全面检查民居建筑的“健康”状
态，对潜在的危险进行预先排除，同时需要专家学者认真研究民居建筑的肌理、秩序、
形制、格局、形式等，结合实际情况从细节处修补与加固危险建筑，避免因陋就简或画
蛇添足，破坏建筑物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同时适当改善居住环境，最大化的增强民居建
筑的舒适性和便利性，吸引更多居民回流居住，留住村落文化灵魂的传承主体，向外展
示具有烟火气息的传统村落景观风貌。
5.1.3 隐身挖掘，重接本土链条，夯实建筑内涵 以隐身于传统村落居民生活、民居建筑
的方式，挖掘张谷英村民居建筑内涵，丰富建筑内涵的表现形式。利用与当地居民共同
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双轨迹，一方面把握时间脉搏，通过在一段时间内与居民的共同生
活，充分了解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生活轨迹、心理状态和心理活动，体察当地
居民的关注重点；另一方面梳理空间框架，熟悉居民的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关注居民
空间利用的行为习惯和他们对建筑空间具体内涵的理解，调查他们对年代久远且不可恢
复建筑空间的知晓程度。通过这种融入本土的调查方式捕捉可以连接断裂链条的关键
点，为建筑注入与本土居民和当地风格相适应的深度内涵，在时间和空间上打造强有力

图4 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活化机制
Fig. 4 The activation mechanism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Zhangguying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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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纽带，重新焕发张谷英村民居建筑隐藏的生机和闪光点。
5.1.4“低+高”干预，维持稳定脉络，调适单一线条 自然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自我复原能
力，因此政府部门需选择低调的干预方式，对自然环境进行最小干扰程度的人为调适，
遵循自然发展、自然生长的原则，开发张谷英村周边根基平稳的山体脉络，同时尽量以
改善为主、改造为辅，把人为影响因子降到最低，保证“共赢”局面的持续保持。与此
同时，当自然生态环境的自我复原能力减弱时，就需要政府部门选择高调的干预方式进
行人为调适，密切关注张谷英村周边以渭溪河为主的河网水系的发展动态，定期净化和
清理河道垃圾，恢复河道清澈和通畅，提高河道自我调适能力。适时地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减少甚至杜绝随意向河流丢弃垃圾和排泄物的行为，争取扭
转“共输”局面达到“共赢”。
5.2 隐性基因修复
5.2.1 内外熏陶，营造传承氛围，完善解说系统 张谷英村世代传承的家风信仰一直是居民
重要的精神寄托，以“尊师重教，耕读继世，孝友传家”的治家理念为纽带，延续张氏
家族血脉至今。耕读故事、历史故事众多，但知晓的人群非常有限，仅为部分居民熟
知，因此，政府部门着力加强居民与居民、居民与游客之间的宣传和熏陶就显得尤为重
要，更有利于张谷英村家风信仰的永久传承。可由专家学者采取查阅文献、调研采访等
方法全面详细的了解张谷英村发展的历史，利用现代科技将张谷英村典型的历史故事、
特色的图腾标志和代表的民居建筑相结合，展现在村落的各个公共空间，以增强文化的
渗透能力，提升居民和游客的文化认同感和体验感。与此同时，需要完善张谷英村解说
系统，强化解说人员的知识面和表达能力，深入浅出地为游客介绍张谷英村的隐性文化
内涵，包括家风信仰和图腾文化的含义、建筑景观的文化隐喻等，将浓郁的文化氛围沁
入游客的内心，形成特有的文化印象。除了人工解说系统外，现代人工智能解说系统也
是有益的补充，可以随时不断的重复讲解，以增强游客的认知感。
5.2.2 置身其中，增强居民参与，再现特色场景 张谷英村为氏族聚居村落，居民是张谷英
村传统文化的活载体，也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传承与更新的核心主体，因此，需要充分
尊重张谷英村居民的社会活动行为、心理环境诉求，强化他们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保
护意识和主人公感，塑造成为能够传承民俗礼仪的优秀群体。居民的积极参与还可以应
用到特色场景再现中，可以将部分特色民居建筑内部还原成明清时代场景，居民扮演着
当时的生活状态、生活习惯，有计划的展示传统习俗活动和礼仪场景，重现传统文化的
生产过程，更可以加入游客的互动环节，这种情景化、生活化、展示化的参与方式不仅
可以提高居民的旅游收入，更是为传统文化的永久传承提供了活化路径。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结合新型城镇化以及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以聚落“双修”为视角探寻张谷英村人

居环境的活化路径，为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具有一定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一方面，运用景观基因分析法分析张谷英村显性、隐性景观基因特征，
总结发现：① 显性基因特征表现为：空间布局空心趋势明显，街巷系统衰退痕迹严重；
民居建筑结构秩序紊乱，功能利用主体两极分化；主体建筑链条节点断裂，文明载体内
涵挖掘尚浅；山川地势脉络根基平稳，水系网络线条渐趋单一。② 隐性基因特征表现
为：家风信仰世代传承不息，图腾标志遥相呼应不止；民俗文化延续之途受阻，传统礼

1803



地 理 研 究 39卷

仪抗争之路临难。
另一方面，针对当前张谷英村的显性、隐性景观基因特征，提出了人居环境优化的

“双修”方案，主要包括：① 显性基因修补措施：基因建库，恢复原始形态，完善基础
系统；微创修补，保留原始功能，再现原真风貌；隐身挖掘，重接本土链条，夯实建筑
内涵；“低+高”干预，维持稳定脉络，调适单一线条。② 隐性基因修复措施：内外熏
陶，营造传承氛围，完善解说系统；置身其中，增强居民参与，再现特色场景。

综合来看，张谷英村人居环境的改善依然面临较多困境，需要在聚落“双修”的视
角下探索出一条新的活化路径，将张谷英村的显性物质景观基因和隐性非物质文化基因
进一步更新，达到自然空间和人文环境的永续传承。
6.2 讨论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建设内容十分庞杂，从聚落“双修”视角
探索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优化方案，其目的是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实现有机更新，完
成物质与非物质空间的同步转型，保证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该文阐明了
聚落“双修”的内涵和原则，识别了张谷英村景观基因特征，剖析了张谷英村人居环境
内部结构，实现了其“双修”之路的探索，形成了其特有的人居环境活化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聚落“双修”是“城市双修”概念的延伸，且相关研究
成果非常少，因此也算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学者继续关注聚落“双修”的理论内
涵和实践意义。此外，本文仅对张谷英村的人居环境优化提出了“双修”方案，相应的
研究成果是否具有普适性还有待实践检验，这也是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之一。传统村落
永续活化是保障中国乡村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步，以新的思路和方式完成村落的传承工
作，将为实现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创造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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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ation path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double repair”:

A case study of Zhang-Guying village in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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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farming civilization,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to maintaining their effective renewal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Taking
Zhangguying, a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dominant material culture landscape and recessive intangible culture in the
village by gene analysis method, and then proposed an activation scheme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ttlement“double repai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dominant landscape gene features a hollow spatial layout trend, and
the street system is seriously degraded; the residential building structure is disordered, and the
function utilization subject is polarized; the connection of main building chain is fractured, and
the civilization carrier connotation is still shallow. The foundation and venation of the
mountains and terrain are stable, and the lines of water system are becoming single. (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cessive culture gene are family tradition and belief inheri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nd the totem signs echo each other at a distance continuously. The
continuation road of folk culture is blocked, and the path of resistance to traditional etiquette is
difficult. (3) The dominant gene repairing path is to create the gene database to perfect the
basic system by restoring the original form, and retain the original function and reproduce the
original style by minimally invasive repair. Then we reconnect the local chain and consolidate
the architectural connotation by stealth mining, maintain a stable vein and adapt to a single line
by“High & Low”intervention. (4) The path of recessive gene repairing is getting edification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and creating an atmosphere of inheritance and perfecting the
interpretation system, and then working in them, enhancing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and
reappearing distinguished scenes. The purpose of exploring the optimization plan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double repair”is to
achieve organic renewal on the basis of retaining the original styles and features, complete th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space and non- material space,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Keywords: settlement double repair; traditional villag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ctiva-
tion path; genet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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