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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川西山地文化特色小镇
灾后重生

戎 安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博导

汶川大地震中，成都地区受灾极为严重，尤以西北部乡镇受灾程度最大。在重创与重生面前，如

何尽快恢复该地区村镇人民的生活与生产、重建农村社区和乡镇？重建后的村镇如何增强抵御灾害的能

力？如何既能解决当务之急的灾民安置问题又能兼顾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长远发展问题；这一系列问题是

灾后重建将要面对的重要现实，但所有关注都将从如何进行灾后重建规划这个焦点上开始。

1  灾后重建规划政策研究

汶川震后我们中央美院建筑学院老、中、青教师自愿组织了灾后重建规划设计团队，第一时间奔赴

成都、彭州、磁峰镇灾区现场。在对磁峰镇跋山涉水的实地灾情调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磁峰镇灾后重

建的规划指导思想，如安全选址、有机集中、紧凑发展的规划建设原则，建设具有川西山地特色的生态

旅游小镇，建立整体、合理的人地关系建设等，指导随后的规划建设工作。

2  灾区自然、人文条件与区位关系

从地理区位分析，磁峰镇位于成都市北西的彭州市境内，于莲水村、蟠龙村、西一村交界处。磁峰

镇坐落于群山山脊放缓、两河交汇之处，城镇建设形态随山就水、因地制宜；而小镇历史上曾是一个陶

瓷手工艺盛行和古代官窑瓷器贸易频繁的传统手工业小镇。这里还曾考古发掘出川西三星堆古人类文化

遗址的起源地——杜宇古城遗址；在镇域范围内有千亩荷花、魔芋塘；万亩慈竹林；千年茶花树、摩崖

石刻等大量人文景观和秀丽的自然山水景观。

通过灾情调查我们绘制了地质灾情调查图，确定灾后磁峰将在原址就地重建。近期以现状为依托并

沿蒲新路适当扩大用地规模；远期主要沿桂磁路向西发展。镇区建成区土地规模为13ha，规划总建设用

地规模近期为36ha；远期为54ha。

3  灾后重建空间规划结构

镇区规划空间格局为“一心、两带、四片”，即以木鱼山为镇区景观和生态核心，以土溪河和蟠江

河为轴的水系景观旅游带，形成老镇区、莲水社区、木鱼山区和西北四片居住区。新磁峰将形成有机集

中、山环水抱、跳跃发展、显山露水的空间形态。

在对成都地区山地小镇的交通系统的研究基础上，决定保持现状对外交通格局，蒲新路以北不再发

展，同时规划的新彭白公路作为磁峰镇重要的对外交通要道，内部道路则按照格网式结构设计。旧场镇

是磁峰镇的中心区，设计中避开过境道路的开发建设，并且在交通设计时加强与镇区内部三个组团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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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使道路体系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在其内部街道空间设计中，借用了川西地区传统街巷的形式

特征，设计成满足交通和交往双重功能的街道。

镇区景观结构规划结合现状地形、地貌、道路及水体，由街头绿地、防护绿带和生态景观植被系统

共同组成城镇的绿色系统。沿土溪河两侧规划滨河带蓝色系统，为居民和未来的旅游者提供良好的休闲

娱乐环境。

4  场镇整体布局与形态

采用土地分类混合与建筑功能混合方式，延续川西场镇传统 “前店后宅”和“下店上宅”方式，同

时混合设置住宅、商业、文教及附属服务设施，以便形成一种亲切的山地小镇氛围。

镇区内部公共空间格局组织方面以场镇组团中心景观环境与公共空间设计为主线，合理控制和把

握小镇空间整体系统和环境细部的设计。首先，组织围合通透的院落空间形态，形成组团中心广场或绿

地。其次，强调公共空间的多样性和渗透性，连接每个组团内的不同公共空间，如公共广场、街头绿

地、小型游园等形成连续的、匀质的、开放的、复合的中心序列景观轴。住宅与商业组团的边缘街道保

持开敞性，街巷与两边商业空间共同形成了居住、生产、购物、休憩等多功能复合的有机体系。

建筑群布局的形态艺术特色方面，主要考虑以下几点： 1）顺应地形，减小对地理环境的扰动。充

分尊重当地传统建筑体量小而组合灵活的建筑文化传统，对学校、商业等一些较大型建筑的设计也采取

化整为零的设计手法。2）展现起伏的轮廓天际线。依托磁峰的山形水势，有效利用公建和民居两类建筑

的高度层次，通过重点布点、依山就势创造错落有致的城镇中区，形成优美的城镇总体轮廓型制特色。

3）院落组团式布局。基于重建规划节约建设用地的原则，设计两层以上的围合院落式多层建筑组团。

院落内庭与街道连通，沿街建筑界面连续完整，街道景观活跃生动。4）建筑造型自由多变，并不十分

严格遵照一定形制格局，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局部体现转折、切割、错位、跌落等多样的建筑造型方式，

灵活随意，呈现不拘一格的山地特征。镇商业中心和教育机构中心作为标志性建筑，与住宅组团混合修

建，其空间有分有合，形态阴阳相间，高低错落有致，营造了磁峰独特的地标特性。5）空间尺度与空间

肌理。采用匀质空间肌理设计手法，注意对街块、公建、居住和其他类型建筑的布局，严格控制空间尺

度，减少大体量建筑的设计原则。街块形态则是由当地 “四合头”建筑形式演变而来的围合庭院形式，

延续了川西地区山地小镇的空间肌理特点。6）山地特色建筑设计。磁峰镇特有的建筑平面形式有一字

型、L型与丁字型、开敞的三合院、四合院落。在设计中通过对其转化演变出具有传统特色并与现代元素

相结合的形式。在城市设计的同时对建筑特色构成要素进行研究，如典型的川西建筑架空栏杆、灵活布

置的吊脚楼、传统出挑深远的屋檐、屋面上的亮瓦以及建筑朴素淡雅的格调等，并在设计中加以运用。

5  规划设计总结

我们将理论分析与实践应用相结合，以5.12地震为特殊背景，选取四川省彭州市磁峰镇作为研究的

切入点，以营造特色山地生态小镇为目标，以提高规划手法技艺的特色和可操作性为原则，经过“科学

调查—→理论剖析—→实例操作—→方法归纳”等研究探索过程，整合出了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山地文

化特色小镇规划设计方法和具体可控的特色技术手段，以期对重建山地小镇形象特色文化产生更加全面

深入、积极有效的示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