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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选取单个古城镇进行研究的方式不同!该研究选取了两个典型实例%地处南方山区#(有机)形态的

洪江古镇和地处北方平原#遵循*考工记+规划而成的(规则)形态的平遥古城!并在城镇物质形态和深层社

会学含义两个层面上比较研究二者的城镇形态特点"通过实地踏勘#文献查阅!并对基础资料加以分析#

归纳!发现二者在城镇物质形态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表现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城镇平面形态#重要的建

筑功能类型#建筑型制#建筑单元之间的关系#边界地带与河的关系!而这些差异来源于二者不同的深层社

会学含义!包括城镇起源原因#城镇职能#城镇人口构成#城镇发展规律#文化原点及发展过程"

关键词!比较阅读$洪江古镇$平遥古城$城镇物质形态$社会学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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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是一种深化研究的好方法%通过比较往往可

以更准确的找出被比较者的特点%把握住事物的本质&

本文将采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两座古城镇...洪江古

镇与平遥古城&

洪江古镇地处湖南西南山区%是沅江上一座被发

现不久*保存完好的地方性古城镇&古时因交通优势

导致商业发达而逐渐兴起*发展完善%是我国'有机(形

态古城镇的代表&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平原地区%因拥有丰富完整

的历史文化遗存入选'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它是在中

国礼制思想的影响下*按/考工记0的城市模式规划而

成的古城镇%亦是明清时著名的商业城镇%是我国'规

则(形态古城镇的典型代表&

上述二者%一方面它们具有相同的商业职能%另一

方面又有诸多的不同点!山地与平原地形的差异*'未经

规划(和'经过规划(的差别*不同的地域文化等%使得它

们之间的可比较点多*比较研究的价值大&通过比较%

特别有助于我们把握住洪江*平遥各自本质的深层构架

特征%同时加深我们对'有机(*'规则(两种城镇形态的

理解%更加全面的把握我国古城镇的发展脉络&

而正确阅读一个城镇形态的前提是我们熟知导致

城镇形态产生的确切文脉背景+

#

,

%因此本文的比较'阅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网 http://qks.cqu.edu.cn



读(分两个层次%从比较二者的城镇物质形态开始%进

而探知各自的社会学含义特点&

#

!

城镇物质形态的比较

#'#

!

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洪江古镇没有城墙%古镇与两面临水的山*坡地格

局的自然环境融和为一"图
#

#&

图
#

!

洪江古镇与其境内的山体*水体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

,*+

!

,整理绘制

平遥古城地处北方平原%有严格的方形城墙体系%

护城河再环绕之%古城与环境之间形成了一道明确的

'防御(性界线"图
)

#&

图
)

!

平遥古城与自然环境

图片来源!参考文献+

M

,

#')

!

城镇的平面形态

#')'#

!

城镇平面形态的组成元素方面
!

洪江古

镇没有城墙系统%仅有防御性工程...雄关%且原物现

已不复存在&

图
!

!

平遥城墙

图片来源!参考文献+

K

,

平遥古城有功能复杂*完备的城墙系统"图
!

#%包

含垛口*马面*窝铺等诸多要素&

#')')

!

城镇平面形态的组成元素之间的相互关

系方面
!

洪江古镇的城镇平面形态自然*不规则"图

M

#!城镇自然生长%没有人为设定的边界%顺由沅江和

巫水自然形成其边界%呈不规则状$根本没有城市尺度

的中轴线$道路紧密结合地形%'七街*八巷*九条街(呈

现自然随意的不规则状态$风水观念在城市尺度上对

于城市布局几无影响&

图
M

!

洪江古镇平面

图片来源!参考文献+

)

,

平遥古城的城镇平面形态比较规则"图
K

#!城市

形状呈规则的方形%规模符合/考工记0中关于县城的

规定$道路多呈十字垂直交叉状态$有城市中轴线%且

左祖右社*文东武西*寺观对峙&同时%对城镇进行的

风水规划...'龟(城寓意...使得其南面城墙呈不规

则形态*且仅有下东门的外城门径直向东而开+

?

,

%并以

风水中'点穴(之法确定了城市中心的市楼位置+

M

,

&

图
K

!

平遥古城平面

图片来源!参考文献+

A

,

#'!

!

重要的建筑功能类型

洪江古镇的衙署地位微弱%但是会馆数量多*地位

高*建筑装饰豪华%包括地方性会馆和行业性会馆两

类%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以'十大会馆("图
A

#为首的

会馆群景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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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

洪江十大会馆

图片来源!作者整理参考文献+

*

,绘制

平遥古城的衙署与城隍庙具有很高的地位%占据

了全镇的最高处的西南方&

#'M

!

建筑型制

洪江古镇的建筑以实用为第一要义%往往因为要

适应地形*追求使用方便而使建筑平面呈现不规则状

态%装饰简朴&

平遥古城的建筑以四合院为主%平面型制方正严

谨%有严格的中轴线%并有正房*厢房的等级讲究%装饰

豪华考究&

#'K

!

建筑单元之间的关系

洪江古镇建筑单元之间的关系相对单纯%虽然有因

行业关系而形成聚居的现象%但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关系

还是相互独立的&有的街巷也有门%但只用作纯粹的防

火门%并没有形成具有'共同体(概念的建筑群&

平遥古城有'里坊制(遗留物...'堡(这种建筑群

形式!设一门%外建堡墙$内有一主要街道%两侧有支巷$

堡内主街尽头或堡门之上建庙$堡内有井$有公立的社

或组织%有掌管堡中事务之人$堡门口设有门卫和门房$

是封闭的里坊向开放的街巷形式过渡的阶段$规模不

一%以居
K"

户左右者为多+

M

,

&建筑单元之间已通过在

某一范围内共同管理等方式形成了一个共同体&

#'A

!

边界地带与河的关系

洪江古镇的沿河地带商业繁荣*码头林立"图
?

#%

反映出河与古镇之间密切的功能依存关系&

图
?

!

洪江码头分布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

,*+

D

,整理绘制#

平遥古城的护城河主要是用于配合城墙系统防御

外敌入侵"图
*

#*构筑维护古城安全的'对外(屏障的%

与古城内的商业兴起*发展等并无关系&

图
*

!

平遥城墙与护城河关系

图片来源!参考文献+

K

,

)

!

城镇物质形态特点所反映的社会学含义比较

)'#

!

城镇的起源原因

洪江古镇之所以发展到比较大的城镇规模%是因

'墟(而起的&从唐代的草市%到宋代定居人口逐渐增多%

到元末的湘黔边境的大墟场%再到明末的湘西名镇%清代

进入鼎盛时期形成湘西南巨镇%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一

个特点就是!洪江古镇并不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受到某种

力量的强力影响'突然(形成的%而是因为位于沅江与巫水

的交汇处"为古时的交通枢纽#%因商业逐步发达而慢慢兴

起*发展完善的城镇&因'墟(而起使得其沿河的商业码头

异常繁荣%也给予了洪江古镇一种'有机(状态的发展

起点&

而据有关于平遥的史书记载%平遥始筑原因是军事

需要&西周时周都镐京"今陕西省长安县#常受到猃狁人

的袭扰%周宣王"公元前
*)?

年
"

前
?*)

年#派尹吉甫率兵

伐猃%始筑平遥古城&后来%明洪武年间%全国大兴修建城

池之风%现存的平遥城又重筑于明洪武三年"公元
#!?"

年#&所以%平遥的起源是当时特殊的外因导致中央政府

想要建立一个城池的意愿的结果%决定了它的起点必然

受到强势的总体控制&

这两种不同的城镇源起原因使得这二者的城镇形态

在形成的起点站在了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上%对整个城

镇形态的影响较大&

)')

!

城镇的职能

洪江古镇一直都只具有较为单一的商业职能&虽然

宋时洪江有了为官者定居%但官方的管理仍然非常有限%

正如史书所述!'洪江枕沅水之滨%懋迁有无化居%五方杂

错%其市廛去县治远%开关梁津馆%大率不领于官%如周礼

保息之养民(

+

*

,

&单一的商业职能使洪江古镇在发展过程

中一直处于一种自发的*缺乏整体控制和规划的'有机(发

展状态%最终造成了它的'有机(城镇形态...没有城墙*

城镇平面状态及建筑的平面型制都较随意*风水对建筑

有所影响而对城市布局几无影响等&

而平遥%因军事原因而始建%后又多次被维护*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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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而且自北魏始光元年"公元
M)M

年#开始%平遥就一

直是县治所$明清时才发展成全国著名的商业城镇&军

事和地区政治中心的城市职能%决定了它必然会从城市

尺度受到来自统治者的强有力的整体控制%并最终形成

反映我国古代统治者思想和意愿的'规则(城镇形态!基

本符合礼制思想的/考工记0的理想城市型制%如它的规

模和布局$风水运用到城市的整体布局中%如将城比拟

为'龟(*市楼的定位等$'里坊制(曾一度存在"现仍有

'堡(这种建筑群形式#&

城镇职能的不同使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在'具不具

备整体控制力(的问题上呈现相反的态势%这直接决定

了二者最终形成'有机(和'规则(两种不同的城镇形态&

)'!

!

城镇的人口构成

/洪江市志0上有民国
))

年"

#D!!

年#的人口调

查!洪江总人口
!?""

余户%

!?A""

余人%其中宝庆籍

"邵阳#

*!""

余人%湘乡籍
K!""

余人%江西籍
K"""

余

人%辰沅籍
M)""

余人%长沙*衡阳*贵州及本地籍均在

)"""

"

!"""

人之间%福建*安徽*常德等籍各
#"""

余

人*湖北籍
K""

余人%江苏籍甚少+

)

,

&以上的数据表

明%洪江在当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移民(城镇%因交通

优势而吸引到洪江古镇来的外地商人占到了其人口的

大多数&数量巨大的外来商人需要聚会和联络感情%

促使形成了大量的地方性会馆%是促使形成以'十大会

馆(为首的会馆群景象的主要内在推动力之一&

而平遥由于一开始就经过规划%有为官者定居管

理%其定居人口呈较为稳定的发展增长态势%移民性不

强%本地人口占多数%经营多以家族为主%地方性会馆

也少%这与当地的人口构成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商

业及金融业的规模扩大*中心转移等%平遥人往外地迁

移暂居于外地的数量倒是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比如明

朝中期移居至盐业中心扬州的晋商就占到了当地客籍

商人的
#D

)

)"

+

#"

,

&

二者城镇的人口构成的差异%是各自的不同的城

镇源起原因*与城镇职能密切相关的不同的形成过程

带来的&这种人口构成的差异对当地的建筑功能类型

影响很大&

)'M

!

城镇运作的规律

在缺乏官方有力管理的洪江古镇%大量的外地人

口*商业发展对于公平的需要%使得以'十大会馆(为首

的众多会馆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成为了城镇的主要管

理者&据史书载!'汪侯就恻隐堂内创设保甲局%专属之

十馆%通廪示论有案%昔之团防%首尾连十余稔%廛间尝

别练一军助防备剿%糈饷不廪于官%至光绪六年始奉停

止&('及逐年凿险滩%修纤道%廪费实不下数万(%'恻隐

堂掩骼%创自道光十八年%自何候论归十馆经理%遂与

育婴并行%义渡义山%恻隐之条目(

+

*

,

%等等%凡涉及社会

公共事务%大都由十大会馆为首出资并加以管理$涉及

行业内部的事%则大都由行业会馆管理定夺&洪江古镇

是在民间'十大会馆(为首的众多会馆作为主要管理者*

影响者的前提下运作的%这成为了洪江古镇最突出的一

个社会学层面上的特点&

而平遥的发展%政府的影响较大&首先作为县治

所在%地方政府就对其有强有力的管理&同时%作为中

国明清时期最著名的两大商帮之一%晋商中还有着一

批与官府关系密切的'官商(%他们凭借与朝廷官员的

特殊关系*或得到政府的支持而从事一些由政府严格

控制*利润颇丰的商品的经营%成为行业的'垄断者(%

如明中叶时对国家专卖的食盐实施'纲运制(%晋商就

因为与朝廷紧密的关系%首先取得商籍%获得世袭的盐

业专售资格+

#"

,

&这些'官商(因要获取某些商品的专

卖大多都与官府来往密切%同时政府的政策对他们的

利润*甚至生存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就使得'官商(

们大多会更关注和趋同的统治阶级的意愿$同时为了

保障自己的'垄断地位(%'官商(们又会通过各种方式

增强自己与朝廷的关系%如为朝廷提供经济支持*帮助

家族子弟进入'仕途("甚至捐官#等%如此由商而官*再

由官而商%不断的巩固*加强其对行业的垄断%因此'官

商(的经济*政治势力都非常强劲%颇具影响力&而平

遥就是晋帮商人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地方政府的有力

管理*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官商(在当地的影响力%使得

政府成为了平遥发展的主要管理者和重要影响因素%

这一点完全不同于洪江古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平

遥古城在建筑装饰豪华程度*规模*型制*城市格局*行

业种类等诸多方面与洪江古镇的差异&

城镇职能*人口构成等因素%共同决定了二者各自

的主要管理者*影响因素%进而造成了'与政治结合紧

密(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两个商业城镇具体

的商业运作状态是不同的%进而又通过影响当地人的

意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各自城镇形态的形成&

)'K

!

城镇的文化原点和发展过程

洪江古属荆楚之地%其文化原点以楚巫文化最为突

出&楚巫文化的基本观念认为人的精神意愿与自然力

量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联系%而巫师凭借独特的方法可

破解这种神秘联系%控制自然力量%从而降福于人+

##

,

&

因此相信神鬼巫术*看中祥瑞征兆成为了人们心理上的

一个共同点&如遇到久旱无雨*年成不好或地方不干

净%老百姓都会请来高僧*道士*巫师设坛念经做法事%

称为'打蘸(%若祛邪又求雨则为'打罗天大蘸(&其沿河

码头的源起与布局"图
?

#就与'打罗天大蘸(关系密切%

因为'打罗天大蘸(要
M*H

夜以继日的不停敲明钟%还要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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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M*

个焰口%放焰口必须是通衢水陆码头%而且要每天

换一个地方%由此也就诞生了洪江的众多码头+

#)

,

&以

楚巫文化为基调%在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薄弱的政府

管理下%以'十大会馆(为首的会馆实际上成为了城镇事

务的主要管理人%且同为外来商人之间的商业竞争相对

比较公平%这都使洪江人形成了一种的积极向上*自立

自强的创业氛围&'客无三代富%本地无财主(*巨贾陈

荣信家太平缸上刻的家训'鱼龙变换(等都反映了洪江

人积极*自强的精神追求和干实事*重应变的思想领悟%

渐渐的'因地制宜(*'实用(等成为其价值判断中的一个

重要因素&自然有机的城市整体形态*平面型制多不规

则的建筑单体都反映了这种以因地制宜的追求为先*礼

制思想的遵从为后的文化追求&

平遥地处中原%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建城之初%

/考工记0的理想城市模式就被应用到了城市的型制和

布局上%如它的规模完全符合中国古代城市'礼(序等

级关于县治的规定!国都方九里%侯郡方五至七里%县

城方圆三里$基本遵守'左祖右社(等诸多的的布局规

定&儒家礼制思想盛行于此&后至明清时商业繁荣%

平遥商人也并未抛弃传统的儒家思想%而是逐渐形成

'重商(和'好儒(兼容并蓄的观念%大多豪门富室都非

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在现实中'官商(们将二者完美

的结合%也使得商人们都希望有朝一日后辈能进入'仕

途(%帮助家族的商业活动%无形中又将统治者推崇的

儒家礼制思想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在被影响和强化的

思想意识之下通过对物质的反作用再强化有同样文化

内涵的城市外在物质实体&于是在文化与物质形体的

反复作用中%原有外在城镇物质形态特点和文化特色

不断得到加强&除了在城市尺度上平遥呈现出儒家礼

制思想的特点%在进一步将城镇细化的过程中%其建筑

单体也表现出了这个特性%其四合院外形方正%有严格

的中轴线%并有正房*厢房等级序列&

不同的文化起点与其所在的地域"包括气候*地理

等#有密切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又受到城镇职能*经

济*人口构成*城镇运作规律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

并通过人与城镇不间断的作用与反作用强化自身的根

基%扩充自己的内涵%是对城镇形态影响最持久*深入

的一个 '隐性(因素&文化上的差异对于二者城镇形

态的影响全面且深入&

!

!

结语

选取上述二者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把握

我国古城的发展脉络%理解古城形态的发展规律&而

二者在社会学含义上...源起原因*职能*人口构成*

运作规律*文化起点及发展过程...的具体特点则不

仅解释了两座城镇各自在城镇物质形态上的差异%更

是二者本质的构架特征之所在%对于帮助二座城镇在

未来的发展中找准自己的特色定位*保持并发展城镇

原有的历史文化特色*实现文化可持续发展有十分积

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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