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罗田古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罗田古镇>>

13位ISBN编号：9787564117436

10位ISBN编号：7564117435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东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赵万民

页数：121

字数：201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罗田古镇>>

前言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中国的山地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67％，山地城镇约占全国城镇总数的50
％。
山地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水能、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
山地区域是多民族的聚居地，是人类聚居文化多样化的蕴藏地。
同时，山区是地形地貌复杂、生态环境敏感、工程和地质灾害频发的地区。
我国近30多年的城镇化发展，在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对土地资源节约、生态环境维育、地
域文化延续等方面产生了较多的负面影响。
这种影响所产生的破坏作用正逐步从平原地区向山地区域扩展。
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城乡建设事业，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国策。
因此，在山地城市规划和建设活动中，重视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尤为重要。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在城市（镇）地区走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的道路，
是促进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必然选择；其二，东部、中部、西部不同经济发展的梯度背景，必须采取
因地域资源、文化特点、基础积累的不同而相异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我国西南地区是典型的山地区域，具有人口集聚、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富、生态环境敏感、工程建设复
杂、山水景观独特等特点，亟待开展山地城市（镇）规划适应性理论与实验研究。
　　城镇化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在山地区域尤其突出。
由于不顾地形和环境条件而进行的“破坏性”建设，致使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危
害，影响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山地区域的生态平衡被破坏、水土不保，造成中、下游平原地区江河断流或洪灾泛滥。
城镇化伴生的人口集聚和大规模工程建设，致使山地自然灾害和工程灾害频发。
现代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浅薄化，使山地丰富的地域文化、传统聚居形态、地方技术等丧失。
山地城市（镇）建设明显照搬平原城市的做法，不仅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浪费，而且带来工程质量安全
方面的隐患。
长期以来，西南地区城市规划理论和技术研究方面比较薄弱，使得城市建设缺乏适应性的理论指导。
　　西南山地特殊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构成，确定了它在我国整体城市（镇）化发展中的重要位置，体
现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价值。
研究西南山地城市（镇）规划的适应性理论，不仅是指导西南地区理论建设和城市建设工作的需要，
而且是我国城市（镇）化理论体系整体发展的需要。
西南地区的城市建设，在历史上大多反映了尊重自然、适应环境发展的城市建设思想和地方建筑学的
技术方法。
西南地域独特的城市和建筑形态，与山水环境浑然一体的建筑格局，以及孕育其中的人文内涵和生活
风貌，形成了我国山地城市与建筑的特殊的文化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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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罗田是一座具有四百多年历史的边贸古镇、民族老镇、文化名镇。
本书对罗田古镇的街巷空间、建筑特色、装饰艺术、人文构成和形态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阐明了历史文化古镇保护的内涵，在保护与发展的前提下，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将可持续发
展放在了古镇保护的首位，为巴渝古镇保护与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日后的古镇保护规划、建设提供
了可借鉴的探索；同时还制订了旅游发展规划，指导日后旅游开发与建设，从而促进历史文化名镇的
保护，带动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本书适用于城市管理工作者、研究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建筑学、城市规划、室内设计、环
境景观、人文艺术等专业师生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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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古镇保护与发展研究　　1 聚居与社会　　1.2 沿革　　1.2.1 发展变迁　　罗田古镇始建于明
代，距今约有400多年历史。
相传明末此处有一大土包，其形圆如罗盘，四周良田环绕，又处川鄂交通要道，习称罗针田，简称罗
田。
当地村民开始在此修房聚居，清乾隆十七年（1752）增筑建场，并逐渐形成规模，距今已有200多年。
清末民初罗田古镇初属市廓里大十甲，1941年由马头镇划出罗田乡，驻地罗针田。
新中国成立1950年初成立罗田乡，同年8月划归第十区管辖，1951年成立罗田区管辖罗田、马头、中山
、谷雨、大兴、谋道、百胜等七个乡，驻地马头场。
1955年民主建政时撤销罗田区，建立罗田乡改属龙驹区，中山、谷雨划归走马区管辖，大兴、谋道、
百胜划归湖北省管辖。
1958年建立罗田人民公社，1966年11月更名为友谊公社，1975年恢复罗田原名。
1992年10月四川省撤地设市建区时，由马头、罗田两乡合并建成罗田镇，并隶属于万县市五桥区
，1998年10月成立单独的马头乡，罗田镇保持原名，2004年10月万州区行政区划调整时由马头、中山
、罗田两乡一镇再次合并成立罗田镇，并隶属于重庆市万州区。
　　1.2.2 现状及前景　　古镇根据地形，沿龙潭河平行布置，其间通过垂直于石板老街的巷子与河道
码头相连。
街区整个平面充分体现了街与河的协调布局。
街巷空间有收有放，不时有小广场加以点缀，整个空间变化有致，亲切、宜人。
建筑前街后河，前店后宅，几进院落，天井相问，庭院深深，空间变化丰富。
建筑细部及其家具，雕龙画凤，精雕细刻，形象逼真，堪称一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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