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自 ,宣石玉之攻山以他
!

可

(二 ) 一一 日本高山市历史地

段保护与城市设计

一
、

高山市历史特色与历史 地 段

的保护

日本高山市是一座著名历史文化名城
,

位于本州中部岐阜县境内
、

群山 环 抱
,

风

景秀丽
,

素有
“

小京都
”

之 称 ( 图 1 )
。

高

山泪城建于十六世纪末
。

城下 盯用地分两部

分
,

东面为武士阶层所住
,

称为武家地
。

西

面为商人所住称为盯人地
,

道路 网 为 方 洛

式
,

东西
、

南北各三条
。

日木封建时代贵族武士
、

l何人中高阶层

的文化遗产至今仍雌保存
。

包括 传 统 的 住

宅
,

商业
,

手工业
,

风洛庆典等各个方面
。

口本各类庆典活功很多
。 ;

佰山祭 厄其中最著

名的三大华之一
,

厅年春秋两季举 衍
,

吸引丁
-

大量国内外游客
。

旅 i旅业已成为高山主要资

金来源
。

据统计
,

现在林年游人 已 {
_

生2 0 。万

人
,

旅游产值高达 5 8 2 亿口元 ( 1 9 8 2年统计
,

当年工业产道为 69 0亿 日元
,

农业为 53 亿 口

元 )
。

这一切又反过来推动 了高山市古城保

护和 城市设计工作
。

历史地段简况

高山市历史地段保护范围即十六世纪所

建
.

分为两个层次
,

一是传统核心部
。

以城

山
,

宫川和江名子川所 包围的 原 城 下 叮部

分
。

另一层次是周边带
,

平均宽度为3 00 米
。

(图 2 )传统核心部有 13条街
,

南北向道路为重

点保护区
,

包括最 著 名的一
、

二
、

二 之 叮

街
,

;上一地区主要功方匕是出传传统工艺品的

商 业 街和 峡 游 服 务 设 施
、

少
、
口为 4 0 0 。人

( }。补年 )
。

周边缓冲带是传统与现 代 城市

功能景又啪勺棍合区
,

人 日 1
.

2万人 ( 1。丁5年 )
,

有 3 9条街
。

这一地区既有传统 的 东 山 寺 院

群
,

当时行政长官所使用的阵屋与大型传统

建筑群
,

又有后来发展起来的本叮朝 日叮等

新商业街区
。

在传统核心部禁止汽主进去
,

奏奏奏奏奏奏奏奏,,,,,

{
一

}}}

图 1 城下盯建设时期的高山市



图 2 高山 市历 史地段公公
...

只通行小型旅游公共汽车
,

主要为 步行道
。

城市发展模式

高山市由于地处内陆
,

群山环抱
,

交通不

便
,

因此到本世纪初一直保持着传统城市形

态和历史风貌
。

19 3 4年驰行于高山岐
一

阜间的

国营铁路高山本线开通
,

给城市带来很大变

化
。

人 口增加很快
。

城市 以火车站为中心向

两侧发展
。

19 6 6年 南北向连系 名古屋和高

山的第 41 号国道建成
,

以后沟通关东和关西

的东西向第 1 58 国道又建成
,

城市继 续 向丙

发展
,

( 图 3 ) 形成一个以万缸助火 车站 为核

心的都心地区
。

东侧为传统保护地区
,

西侧

为新城
.

围绕都心贝lJ为已建住 己区
, l

一

}1间点

缀着风土记山丘等古迹区
,

这一切构成一个

新的城市发展模式—
高山环 ( 图 4 )

保护规划

高山市保护规划肇始于六十年代初
。

山

于战后工业发展
,

城市出现环境污染问题
。

被

认为
“

高山之母
”

的宫川也不例 外
.

河水受

污染
,

鱼类减少
。

19 6 4年首先由高山市儿童

组织发起禁止在宫川中倒垃圾
,

排废水
,

并在

河中放养了不少鲤鱼
。

( 日木鲤鱼 代表勇敢

进取
,

是男孩的一种象征
,

每年五月有鲤鱼

节 )
。

这一行动得到大 人们的支持
,

并由渔业

协会定出宫川四平方公里范围内为禁止钓鱼

区
,

成立
“

宫川鲤鱼保护协会
” .

这对大人们

也是一个健进
,

他们作出规定
,

定期清理高

山市内五条河道
。

19 6 5年岐 阜全国运动会开

幕
,

高山市被指定为排球和手球赛区
,

市 里

又联 含开展 了一个美化香化高山市的运动
。

在 .1J’政有 号召下全 }
切 llj -lJ 民都功员起来

,

海

天清晨打扫 自己家门口
,

形成了一种风 气
。

他

们认为城市不卫生是全休市民的耻辱
。

在这

一系列活动的基础上
,

于 19 66 年建市三十周

年之际拟定 了一 个
“

高山市民宪章
” 。 ’

尤章简

明扼要只有五条
:

·

我们是乘鞍山 ( 地名 ) 风景秀丽的高

山市民
。

·

我们相互信任
、

帮助
、

心 为 鲜 花

怒放
,



建成住宅绝区

图 3 高山市

城市发展图

洲尸 ~ ~ 、

、 、 \。
·

服从决定
,

保持全市环境整洁
,

是

所有居民共 同的大事
。

·

尊重文化
,

利用传统
,

以正直教养

要求自身
。

·

培养孩子健康
、

爱美富有崇高的理

想
。

高山上三之叮历史地段传统建筑群五

十年代在文学
,

摄影作品中屡被介绍
,

认
, 出

篇

为是 日木最美的历史街区之一
。

1 9 6 6年成立 台

了座落于上三之盯的
“

惠比须台组保护委员

会
” ,

整 个台组共有 24 户
,

占地 2
.

2 公 顷
。

有传统建筑 42 栋
,

这是 日本最
一

早盯并 (传统街

区 )保存的实例
,

具有重要意义
。

这段街区位

于古代城区中心地带
,

明治大正年代作为商

业街相 当繁华
。

19 34 年高山火车站建成后
,

商业向西沿车站一带发展
,

这里商业逐步衰

落
。

但近年 由于旅游业的发展
,

使这里又振

兴鹅来
,

东出入口

官出入口

图 4 高山环



高山旧街 区特色

为方格式道路 洛局
,

其中南 北 向 为 主

轴
,

与宫川平行
。

一般道路路幅很窄
, _

匕一

之盯为 7米左右
,

上二之盯南半部 为 8 米 左

右
,

上三之盯更窄
,

仅 3
.

5米左右
。

它和西侧

两层带檐口 的传统民居和商店形成丁亲切宜

人的空间尺度 ( L划5 ) {l
二

这样窄的街道 两 侧

还有两条石砌排水小明沟
。

传统住宅均为两

层
,

木结构
、

由于下层是商店
,

一二层之间

都有遮雨的披檐
,

传统民居仍保留着 当年票

色木格子窗权
、

自色糊窗纸
、

色调 仆素淡雅
。

随着时代变迁
,

两侧建筑 也产生一些变化
,

18 3 2年一场大火
,

烧毁了不少房子
,

新建的

还继续保持老传统
。

但 首层层高增高了
,

出

檐大一些
,

木装修也简化
。

到了近代
,

有的店

铺改成为橱窗
,

因此为继承传统冈
`

貌
,

提出

街区保护问题
.

传统街区保护现念

对传统街区保护观念不是把它看作为一

成不变的现状冻结
,

而是对长年累月蓄积下

来的物质
、

技术和精神方面的遗产有一个历

史的
,

正确的评价和继承
。

这里既有传统活动

空间又有 各类社会活动和民风民俗
,

要对这

些作出分析
,

哪些要续承
,

哪些要发展
。

在

明确这些基础上对保护地段作详 细 调 查 分

析
,

如对建筑物的年代
,

构造质量
,

用途
,

立面
,

材料
,

装修等
.

绘制图纸和照片
,

并根据

这些
,

定出不同的保护办法
。

有的要保护
、

维修
;

有的只保护立面
,

内部可 以改造
,

对

环境也同样定出保护修复办法
。

有了保护规划
,

还需要相应制定一些保

护条例和法令
。

规定保护地区范围
,

保护层

次
,

补助和补偿办法等
。

此外对保护地段的居

民
、

旅游观光人士也都有具体规定
,

如对游

人的停车问题
,

噪音控制问题 以及道德风尚

问题等都有要求
.

对居民则签订建筑协定和

居民宪章之类的公约条例
,

以确保传统环境

不受破坏
。

保 护地段的维修
,

管理
,

由当地行

政部门和居民共同努力进行
。

有关保护条例

有 比种之多
。

如高山市环境保全基本条例
:

高 山 市 市 街地景观保存条例
;

高山市市街

地景观保存条例施行规则
;

高山市市街地景

观保存计划等
。

保存计划即保护规 钊
,

内容

有保护地段 llt 分
,

面积
,

特点
;

对传统建筑

风貌
,

材料
,

高度
、

色彩等均有明确规定
。

对环境如绿化种植也有规定
。

最
.

后对国家保

护所需的 补偿金额也都有规定
。

二
、

高山市历史地段城 市设

计一一街角美化设计

街角的含义和孟要性

高山市街角美化计划是高山市 旧城保护

的一项重要措施
,

也是城市环境整治的一大

成就
,

从城市设计观点看
,

是环境景观设计

的组成部分
。

街角是指历史街区街道交义 口
,

宫川和江名马川的桥头
,

以及周边地带
,

几

个旧城城 门遗址
,

统称为
“

街角
”

( S t r e e t

c o n e r ,

日文叫 主 为 为
、

占 )它们是 城市景观的

焦点
,

故又称为
“

城市景点
”

( 夕 夕 ` 久 术 卜 )
。

街角是人们 步行逗留的地方
,

它有以下

几方面的功能
。

1
.

城市意象 ( i m a g e
) 的转换点

。

2
.

城市设计质量方面的诱导 点
。

3
.

道路结构明确化的体现地 点
。

4
.

市 民生活服务设施的集中 改
。

5
.

市民文化创造小据点
。

6
.

少、 与人之间交往接触的集合点
。

囚此
,

街角是
“

传统文化城市环境保存

地区 ( 简称
“

传文地区
”

) 保护规划的关键

之点
。

处理好街角
,

具有重要意义
.

街角设计理论

鉴于街角在社会生活和城市景观方面的

功能作用
,

其设计理论可概括为以下七个方

面
。

1
.

在环境保护地 区
,

传统文化环境变化

常常通过街角反映出来
。

在这里既有传统文



化又有现代多种多样生活要素参杂其中
,

可以说街角是城市意识的转换点或更新点
。

2
.

街角是市民和旅游者以及市民彼此之

间语谈交流的地方
,

在今天城市道路都被汽

车占满的情况下
,

这种步行的 街 角 尤 为珍

贵
.

3
.

街角又是市民文化创造的小据点
.

例

如 当地居民各类文化体育活动的报导
,

工艺

品的展示介绍
,

还有其他名胜古迹介绍等
,

这对旅游观光客人来讲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

4
.

街角还是为附近居民安排各类服务设

施的集中点
,

如公用电话
,

邮政 信箱
,

消 火

栓
,

时钟
、

垃圾箱等这类设施亦要加以组织
、

美化
,

使之与环境相协调
。

5
.

街角作为景观要素
,

应当起到丰富城

市景观作用
.

同时街角应该给居民和游人一

个鲜明的意象
,

使他们便于记忆和辨认
,

也

即每一街角应有自己的特 色
.

6
.

在城市行政经费缺乏的情况下
,

传统

环境保护方面如何取得较大的成果
,

就要依

靠当地居 民和行政部门
。

最近各地 由群众自

治组织决定提取建筑费用的百分之一
,

作为

美化环境之用
。

街角美化就是利用这 l%的投

资进行整治的
。

7
.

由于街角是分散在保护地 段 各 个 角

落
,

为求有较高的城市设计 水平
,

需要行政

部门
、

规划设计部门和市民密切配合运用各

种手法提高街角设计质量
,

因此可 以说街角

设计是提高整个城市设计质量的诱导点
。

从上述几方面看
,

街角美化牵涉到很多

方面
。

有人和社会物质环境
,

美学景观
,

政

策实施
,

以及工程设施等方面
.

概括起来是

生活环境
、

观光环境和生产环境三者的有机

结合
。

街角典化的选择砚 t

在高山传统保护范围内 有 上 百 处路 口

和桥头从现状和景观体系两方面进行综 合评

价
,

最后确定 43 处作为重点美化地点
。

其中

传统核心内有 15 处
,

周边带内 7处
,

作为传统

核心大门的有 10 处
,

作为周边带大门的有11

处
。

在这 43 处中
,

桥头有 17 处是重点处理之

所在
.

现状评价
:

1
.

特别应该保护地点

2
.

必要开发整备地点

3
.

有必要但有困难地点

4
.

其 他

景观体系评价

景观体系购成要素有三方面
。

一 是 河

川
, 一

二是干线街路和小型旅游公 共 汽 车 路

线
,

三是传统核心及其周边
。

这方面综合评

价为
:

1
.

兼有三重要素地点

2
.

兼有两重要素地点

3
.

只有一重要素地点

4
.

为 O

以上两方面评价结果见表一 ( 图 6 )

街角美化设计的构成

街角美化设计构成可分两方面
,

一是构

成手法
,

二是构成要素
。

分述如下
:

构成手法
,

又体现在下列五点上

1
.

街角所处位置与特 色应很好考虑
,

要

与周围环境形成一个整体

2
.

要扩大街角用地空间
,

可采用下列办

法
,

如借助邻近公共用地
,

扩充尽端路
,

迁

走违章停车用地 以及展宽步行道等
。

3
.

增加绿地
。

在步行道侧栽植花坛
、

绿

篱等
,

一方面美化环境
,

另外也可以给居民

家庭生活起到帷幕作用
,

以保护其私密性
。

4
.

实行步行与车行分开以保 障 交 通 安

全
。

同时由于街角交叉 口多
,

车速 自然 减

缓
,

对陡坡还要考虑防滑铺装
.

5
.

要考虑设置各类服务设施如公厕
.

候

车雨棚
、

停车场
、

导游栏报
.

橱窗
,

坐凳
、

纸篓
、

烟灰缸
、

消火拴 以及形成气氛的街灯

照明设施等
.

构成要素

构成要素内容很多
,

总起来可归纳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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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广场
.

2
.

人讨 击 小健筑御

` .

民里 . 宜 ` 台碗及食` 灯

`
.

导公性
。

生健
。

殊庄布
、 .

电话砚
.

白曲自获机 7
·

花龙

` 。: 乐 .麟停旅气 .

图 7 街角设

计意象

间
,

交通和建筑小品三类

空间
:

是街角美化设计中属于
“

面
”

方面

要素
,

大到周围的山
,

川
、

背景建

筑
,

桥梁以及广场道路绿化铺地等
。

交通
:

是街角美化设计中属于
“

线
”

方面

要素
,

又分步行
,

车行
,

步行中又

有居 民日常上下班
,

购物活动
; 文

体活动和旅游季节大量游人集中活

动等不同情况
。

车行又分机动车与

非机动车
,

特别是高山祭时大型彩

车出巡时的特殊交通情况
。

建筑小耐
: :

是街角美化设计中属于
“

点
”

的

部分
,

又有大
、

小
; 固定与流动之

分
。

大者如公共厕所
,

候车棚
,

台

阶等
; 小的如坐凳

,

路灯
,

公用 电

话等
。

活动的如自动售货机
、

遮阳

伞等
。

还有一类为消火拴
,

垃圾箱

等服务设施
。

对以上这三大类构成要素还 要就其条件

进行综合考虑
,

这些条件是
:

所处位置
、

空间

形状
、

规模大小
、

道路性质
、

周 围条件
、

景

观条件
,

以及城市法令等
。

结合这些条件才

能作出合适的安排
.

街角美化设计方法

街角美化要素已如上述
,

方法是有先对

每类要索都规定一

个标志
,

如 )
` 一

场
、

绿化
、

绿篱
、

栏杆
,

小型建筑物
,

自行

车停车场
,

坐凳
,

导游板
,

照明等
。

然后在每一个街角

根据条件标出要添

置哪些要素
。

即标

上它们 各 自 的 标

志
、

这是第一步
, {丫:

二步对每一个街角

作出具体空间意象

设计 (图 7 )
。

街角美化设计的实施小效果
。

根据 已定的 43 个目标
,

高山市的规划
、

行政人员和广大市民进行合作
,

按照设计进

行施工逐步实现
。

编出一览表 ( 见表 l )

街角美化实旅效果

街角美 化规划设计完成后
,

由行政部门

组织居民
,

进行施工
。

43 个景点共投资 2
.

94

亿口元
,

花了 四年时间
。

实施前后的景观效

果对比
,

十分强烈
,

使古城传统 特 色 更 鲜

明
,

环境景观更协调统一
。

由于环境改善
,

吸引了更多的游人
,

增加了社会效益和经济







区
,

这几 + 年来各个名城在保护规划上做了

不少工作
,

但限于财力
、

人力
,

很多工作仅

仅是开始
。

有的名城为了发展旅游
,

正在兴

建某朝代一条街或盖一座仿某朝代的旅游宾

馆
。

这种做法有一定道理
,

希望通过这些赚

取外汇
,

增加收入
。

但要十分慎重
,

否则确实

容易形成
“

造了仿古董
,

毁了真古迹
”

的危

险
。

只看一时的经济效益
,

损坏 了长远的环境

效益
。

我不是一概反对
,

而是主张慎重
,

应

在全面效益分析 比较基础上再下决心
.

另一

方面对环境整治却常常因为没有明显经济效

益而不去重视
.

这是一种短视
,

应看到环境

真正好了
; 知名度会提高

,

社会效益好了
,

最后经济效益也会上去
。

高山的经验就说明

这一点
,

他们现在的旅游收入已 接 近 于 工

业产值
,

成了市内主要经济支柱
.

我国现在财力
,

技术力量都比较薄弱
,

不可能象高山市那样花这样大的力气来进行

美化
。

但他们这种精神方法是可以学习的
。

他们的指导思想是把保护与整治结合起来
,

以求得较好的综合效益
。

他们的方法是把最

普通
,

最常见而起的作用又最明显的街角景

观抓起来
、

现在我国某些城市也开始认识到

这一点
,

规划部门把每一个重要路 口都做出

规划
,

将市容
、

交通
、

工程设施以及建筑布

局结合起来加 以综合规划
.

当然他们抓的是

一些 大 的 交 叉口
,

但不论大小
、

抓好路 口

或街角规划设计是一项有力的措施
,

应 当得

到重视
。

3
.

规划与群众相结合
,

是搞好环境
,

提

高两个文明建设水平的关健
。

日本东京大学城市设计专家渡边定夫教

授是高山市街角美化设计指导者之一 他在

去年与东大几位教授来我国江南一 带参观访

问时
,

曾介绍过高山城市经验
,

二人家很感兴

趣
。

我曾经和渡边教授讨论过他们的经验
.

渡边教授讲
,

规划人员与群众相结合非常重

要
,

不然群众意见不便于集中
,

另外没有规

划指导
,

水平也上不去
。

回顾我们现在一些

军 民共建文明街的经验也说明这一点
.

这里

不仅有财力
、

物力问题
.

还有缺 乏规 划 指

导
,

往往与环境不协调
,

水平也低
.

更谈不

上科学地把各方面要素综 合起来考虑
。

另外光有规划指导
,

没有群 众 热 情 配

合
,

也常常使规划设讨
一

停 留在纸面上
,

不能落

实
。

即使按规划建起来
,

或不符 合 居 民 意

愿
,

或没有经过居民亲身参加
,

将来在管理

维护上
,

也就没有群众基础
。

因此高山经验

符合我们现在共建的精神
,

值得我们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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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第二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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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更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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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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