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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沅水流域古城镇历史文化悠久，城镇布局与选址体现了古老的五溪文化精髓，具有典型的山水文化小城镇

分布特征，新型城镇化建设应在传承流域本土住居文化、保护流域自然生态、协调新老城区建设、尊重多民族特性等基本

条件下进行。同时，沅水流域地区的小城镇形态与沅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型城镇化建设应从流域区域规划的宏观

层面，分析当前沅水流域小城镇建设的问题所在，对湘西沅水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准确定位与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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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西沅水流域地处湘、鄂、渝、黔、桂五省市交界地区，古属荆楚，秦属黔中郡，汉属武陵郡。现

包括常德和怀化２个地级市、吉首和洪江２个县级市、洪江管理区、桃源及沅陵等２５座县城，以及怀化、
湘西自治州、常德、邵阳两市部分地区的１８８个镇。沅水水系发达，其主要干支流交错，逐步形成了辐射
较广的水运交通网，交通区位自古北通巴蜀，南抵粤桂，西扼滇黔［１］１２９－１３３。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最有效办法和根本途径，就是加强小城镇建设和城乡

发展一体化，湘西沅水流域的新型城镇建设工作在这一建设背景下快速推进。沅水流域历史悠久、文化

遗产分布密集、少数民族文化集中，且城镇呈带状分布，从属于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四条精品旅

游带”之一，针对这些小城镇建设背景，如何做好新型城镇建设，笔者认为，在“城乡统筹、因地制宜、彰

显特色、区域协调”的原则下，新型城镇化建设既要尊重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发展规律，还要留得住“乡

愁”，体现其特有的民风民俗。

一　湘西沅水流域现存古城镇概况
湘西沅水流域是湖南少数民族最为集中的地区，境内汉、苗、侗、瑶、土家等２０多个民族杂居。目

前，现存古城镇共３０个，绝大多数保存较好。这些古城镇历史悠久，从史前时代，人类就在此活动。据
考古考证和史料记载，商周时期的苗族先民便开始在此从事农业稻作，唐末至五代初年就有土家族“百

艺工匠”的后裔等。正是这些土著少数民族先民们的农耕稻作和精工巧作，以及他们对自然的崇拜，创

造了独特、灿烂的少数民族文明和文化。随着历史的推进和时代的变迁，该流域多民族平衡相处、协调

发展，逐步形成了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多民族混居的多元文化融合共生历史古城镇文化。

至明清时期，沅水流域古城镇发展达到鼎盛，形成了以沅水为交通网络的沿河而生的里耶、洪江、托

口、茶峒、浦市、大江口、陬市等众多码头重镇，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日渐成熟的流域城镇体系。同时，

发达的航运又促进了西南地区与中原之间的政治、军事、经济的交流，逐步形成了具有交通枢纽、商业贸

易、专业市场和军事防御等功能特征的丰富多样的城镇类型。抗日战争时期，面临陆路交通被炸毁的困

境，沅水流域还担负了保护国家大后方物资运输的使命［２］３６，形成了具有湘西特点为内涵的红色文化特

色等。湘西沅水流域古城镇曾随着水运衰败和现代公路交通的兴起而衰落，城镇形态发生了转变，现在

在绿色生态旅游经济的主导下，古城镇又成为该地区最珍贵的文化载体，成为新型城镇建设成败的

关键。

二　沅水流域古城镇的分布特征分析
无论是考察文献记载的沅水流域历史城镇建置还是现存的城镇分布，可以发现，沅水流域城镇的分

布与自然环境、民族分布、水运交通、政治因素、经济模式等因素相关，并呈以下分布特征：

（一）分布在航运交通要道

１９３６年湘川公路（现称Ｇ３１９线）建成之前［３］３４１，沅水流域及地区由于山多路险，自然条件恶劣，陆

路交通极不发达，居民日常生活不仅依靠人背马驮，还要得到当地部族的允许，对外交流十分艰难，水运

是这一地区最便利的交通方式，因水运而兴的古城镇雏形逐步形成。考察现存古城镇分布可以发现：一

方面，沅水地区的古城镇绝大多数分布在水运航线上，且沅水干支流及其交汇处的河谷平原和盆地分布

密度最大，山间平坝次之，不临河的山地密度最小；另一方面，水运交通越便利，古城镇分布越密集，城镇

规模越大，并且城镇兴衰还都与航线的变迁和航运兴衰直接相关。现存３０个保留较好的古城镇，９０％
集中于沅水航道（如表１），其比例远远高于同一时期其它平原地区，这充分说明，该地区古城镇布局主
要依托于沅水航运交通。

（二）分布在军事防御要地

相对于历代中央王朝，沅水流域地处偏远，一直是苗疆和土司聚居之地，自古战事不断。为加强苗

疆管理，自明代起就在沅州驻总兵，麻阳驻参将，凤凰驻守备，麻阳边境与五寨长官司辖地境内设置有

“五营十三哨”，驻有重兵，防御森严。入清后，由于实施了“改土归流”政策，局势稍有好转，但军事防御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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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该地区古城镇选址的重要依据。如凤凰，清道光厅志云：“凤凰厅属五溪要地，南踞楚尾，西接黔

边，东控辰沅，北接乾水，营制星罗，扼各路之咽喉，以直捣其腹心。”［４］１０３，因此，从明至清代，历设司、镇、

道、营、厅，一直是湘西的军事要镇。又如麻阳石羊哨镇，位于辰水支流，其地势险要，交通便利，是进出

凤凰的门户之地，具有重要的军事防御地位［５］６９１。再如花坦县茶洞镇，地处湖南西北门户，“一脚踏三

省”，三面环山，易守难攻，既是商业贸易重镇，更是军事防御要塞［６］。由此可见，军事防御要地也是古

镇形成的重要依托。

表１　位于沅水航道上的古城镇分布统计表

航道 古城镇 数量

干流 沅水航道 陬市、浦市、黄溪口 ３

支流

酉水航道 茶洞镇、水田河镇、里耶镇、茨岩塘镇、隆头镇、王村古镇、塔卧镇、拔茅镇、洗车河镇 ９

武水航道 兴隆场镇、吉卫镇、吉信镇 ３

辰水航道 锦和镇、吕家坪、兰里镇、岩门镇、江口墟镇 ５

贘水航道 中方镇、公坪镇、新店坪镇 ３

渠水航道 托口镇 １

巫水航道 洪江、寨市镇 ２

溆水航道 大江口镇 １

合计 ２７

（三）分布在农耕便利的山间盆地

至明清时期，沅水流域仍以农耕文化为主，因而耕地资源的开垦也是沅水流域早期城镇形成的重要

方式。在交通条件基本满足的前提下，城镇多择址于土壤肥沃、物产丰富的山间盆地，这样既可以提供

足够的农产品来保障衣食所需和繁育六畜，又可以吸纳更多的人口聚居。沅水流域地处山区，河谷平原

和山间盆地星罗棋布，城镇多分布于沅水中部干支流地势开阔处的河谷平原和山间盆地。其著名的盆

地有沅麻盆地（沅水和辰水）、芷怀盆地（舞水）、安洪盆地（沅水）、溆浦盆地（溆水）、靖州盆地（酉水）、

渠阳盆地（渠水）等［７］５。这些古城镇早期都是农业基础较好的村落，交通便利使其后期逐步发展成为

规模不等、功能齐全、社会经济文化相对集中的物资集散地。如洪江、托口等著名古镇就是沿着沅水干

流两侧分布于安洪盆地，且具备上述特点古城镇。

（四）分布在山环水绕的宜居环境

沅水流域地处我国中南部，具有热量丰富、雨量丰沛、冬暖夏凉、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适宜动植物

生长，生态环境良好。屈原曾在《涉江》中写下：“入溆浦余豩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

猿?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沅水流域古城镇大多融于这秀美的、山环水抱的自然环

境之中。在古镇择址上秉承“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朴素的风水思想，将人和自然环境视为一个有机的

整体，注重人对自然环境要素的全面考察和理解，如山脉走势、河流范围和土地质量等，遵循“负阴朝

阳，金带环抱，背山面水”等风水原则。如洪江古城就被称为“土厚水深，郁草茂林”，“相其阴阳，嵩山雄

峙。双水融合，有环弯、归聚、明净、平和四喜之状和龙兮腾伏之势，宜居住生财也”［８］４１。又如永顺福石

城位于灵溪河北岸，背靠连绵起伏的碧翠群山，河水清澈澄碧，岸边洋峰毓秀、柳影婆娑，美不胜收，也是

成功择址宜居环境的典范［９］。

三　当前沅水流域新型城镇建设面临的困境
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湘西沅水流域城镇建设备受关注。２００９年国家发改批准设立“武

陵山经济协作区”，２０１１年通过《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旅游发展总体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以下简
称规划），２０１３年《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推进，沅水流域小城镇建设面临机遇与挑战，取得
了较大进展：现代交通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大量投入，小城镇环境不断改善。然而，沅水流域地区具体

实施中，仍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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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镇建设总体布局问题

据笔者实地调研，目前湘西已有少部分城镇率先纳入到总体发展规划中，由湖南省发改委直接管

理，但仍未全面展开。《规划》中将沅水流域打造成“一条精品旅游带”的城镇建设定位在现有职能环境

下无法有效落实。大部分城镇建设仍在原有体制下进行，即城镇建设整体规划由地方政府提出，再由上

级主管部门审批，缺少宏观区域协调与平衡［１０］。由此便带来一些问题：一是缺乏有效区域总体统筹管

理，通常更多着眼于本县的城镇发展，呈现“重个体，轻全局，重横向片区、轻纵向线域”的局面；二是强

调单个城镇利益，出现内部资源争夺的局面，可能导致城镇的盲目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三是可持续发展

问题。由于目前地方市、镇（乡）两级财力普遍有限，有些配套设施没有资金保障，配套设施建设滞后，

城镇功能发挥不全，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１１］。

（二）城镇建设规模问题

目前我国城镇规模一般采用城镇人口规模和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来确定。我国的建设用地规划标准

有两种：《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ＧＢＪ１３７—９０）和《村镇规划标准》（Ｇ８—９３）［１２］４，目前尚
无针对不同生态环境情况修订的城镇规模与容量核准方式。沅水流域地处山区，又属于流域地貌，建设

用地极为珍贵，生态环境脆弱，近几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打破了过去自然生长型的城镇规模，因

此带来诸多崭新而又紧迫的问题：房地产过度开发、人口密度过大、生活环境恶化、小汽车剧增、游客大

量涌入等等。同时，沅水流域地区的小城镇建设有的一味照搬经济发达的平原地区的城镇建设模式，忽

视山地历史城镇自身的城镇容量特点。

（三）新老城镇协调发展问题

从１９３３年《雅典宪章》提出保护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和地区，到１９８７年《华盛顿宪章》明确提出对
历史地段和历史城区的保护，慎重保护携带悠久历史文化的历史镇区早已不是新课题，但在经济相对落

后的我国西部地区，仍未得到高度重视。新城镇化建设如何与老城镇和谐共生是该地区小城镇建设不

可回避的一个课题。然而，近几年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新镇区建设与古镇保护出现了极大的矛盾。有的

城镇在没有保护规划的前提下直接对古镇区进行改造，随意拆旧宅建新居，沿河拆吊脚楼修防洪堤坝，

诸多破坏现象不胜枚举。同时，很多人选择居住在新镇区，留在老镇区居住的大多数都是经济能力弱的

老人或租住户，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脏、乱、差”环境问题，人文关怀缺失等社会问题也十分突出。

四　湘西沅水流域新型城镇建设对策与思考
面对当前多样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笔者通过考察和研究认为，新型城镇化应充分尊重地

域自然和文化多样性，尊重城镇原有的生长规律，因地制宜建设文化多样性小城镇体系。

（一）尊重城镇线性分布规律，保护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

自２００５年在中国西安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１５届大会将文化线路列为四大专题之一，并
形成了《文化线路宪章》草案以来［１３］，具有线性分布、跨多区域、涉及广泛、需要多地区协调保护等特征

的遗产类型的保护被明确下来。沅水流域古城镇历史与文化均围绕沅水航线展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

线性文化遗产，其文化内涵和价值远远大于单个古镇本身，应树立流域层面上整体规划的观念，尊重沅

水流域古城镇既有线性分布特征，保护其类群文化资源的完整性，落实新型城镇化建设思想———湘西地

区的“旅游城镇化”战略，避免旅游内容雷同，避免沿线旅游资源恶性的同质竞争。沅水流域线性分布

的小城镇是这些旅游资源的载体，应摒弃５０年代以来的以水利开发等消耗生态型的经济模式，避免因
沅水航道断裂、阻塞导致小城镇最美的滨水风貌被毁、生态环境恶化，甚至有的古镇被淹没和搬迁。

（二）控制城市建设规模，保持大分散、小聚落的格局特征

不同小城镇的职能、空间位置、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各方面情况都不相同，确定城镇的合理规

模是涉及面非常广泛的研究工作，以传统城镇规模预测方法对小城镇规模进行预测难免有失偏颇［１２］５。

沅水流域城镇过去属于自然生长型的小城镇，大多依山傍水，尊重自然，聚落形式纯朴，城镇间的分布距

离在３０～５０ｋｍ之间，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平原水网地区城镇格局的临河、背河、跨河、触河等山地流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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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分布特征，具有良好的生长肌理。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根据现有小城镇居民活动内容和住居文

化，核定该地区的生态容量，规划合理的城镇规模，保持原有城镇的“大分散、小聚落”格局。这不仅可

以满足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发展要求，而且可以更好地发展湘西绿色生态旅游城业。因此，应加紧编制

针对沅水流域的线性资源规划，从流域区域规划的宏观视野，核定现有城镇规模、城镇间距，严格控制新

型城镇“跨河登山式蔓延”，排斥大而空的大型行政广场，杜绝建设大容积率的高层建筑或者占地广的

大体量公共建筑。

（三）保护流域两岸自然生态环境，打造山水文化小镇风貌

沅水流域是中国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地区，地貌类型丰富多样，植被覆盖率较高，山清水

秀，风光旖旎，自然生态条件良好。沅水流域的自然生态环境丰富了城镇的景观层次，近景河流、中景古

镇建筑群、远景的山峦共同构成了一个秀美的“山水文化小镇”。如沅水城镇的典型建筑———吊脚楼，

其形式千变万化，美不胜收，或依山傍水，或高处临空，山体与水体是这一形式美学产生的相关要素，如

果缺少了“青山、绿水”，仅剩“人家”，也就不再是美丽的湘西沅水人家。同时，沅水流域山体多花岗岩、

页岩、砂岩，抗蚀抗冲性能力较差，容易出现风化和水土流失，生态环境脆弱。过去，由于环保意识淡薄，

不注重对生态容量的核定，以生态消耗型经济发展模式为主，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湘西小城镇“青山、

绿水、人家”的原真风貌。因此，加强流域环保宣传，树立流域生态保护意识，鼎立打造山水文化小镇，

才能实现沅水流域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四）传承悠久历史文化，协调新老城区建设关系

沅水流域老镇区集中展现了该地区古老的民族文化、民俗风情、建筑艺术，是该地区城镇文化的活

化石。现存古城镇众多，但受到国家保护的不多，截至目前为止，该地区仅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２个
（里耶、王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个（洪江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３个（浦市镇、茶洞镇、寨市
镇）。在新型城镇建设过程中，应加快编制沅水流域城镇保护规划，理清新老城镇建设中的协调关系，

重视和慎重对待原有城镇脉络，保护老城区悠久的历史文化，否则一旦毁坏将无法复原。除制定切实可

行的古镇保护规划外，还应对重点地段制定严格的控制规划，加强名胜古迹的保护工作，杜绝拆毁真迹，

严禁建造假古董，使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保护并重，现代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文化内涵传承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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