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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营建影响下海侵地区传统聚落的关联形态研究——以宁绍平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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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清传统聚落相互关联、邻近相似的形态特征与机制，是建立城乡历史文化遗产区域性

保护框架的重要基础。【方法】在古地图、近代影像地图、地方志等历史资料基础上，与现场踏勘、访

谈等田野调查互证对勘，按照“区域演进脉络—历史关联机制—聚落关联形态”思路对海侵地区传统聚

落的关联形态特征进行解析。【结果】以宁绍平原为代表的海侵地区传统聚落的形成、发展与区域水利

设施密切相关，它们在用水、防洪和水运通航影响下形成典型的关联特征，主要包括“山水—农田—聚

落耦合的景观单元”和“运河海塘关联的城乡组群”类型模式。【结论】关联形态是传统聚落“关系属

性”的空间表达，是对“实体属性”的重要补缺，是城乡历史文化空间整合的历史基础，对传统聚落价

值认定、保护以及区域文化传承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城乡历史与遗产保护；海侵地区；水利；景观单元；城乡组群；传统聚落；宁绍平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社会-空间’理论的宁绍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及保护研究”（编

号 52078228）；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济南传统聚落关联评估及保护体系研究”（编号 JNSK23C55）

中图分类号：TU9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30(2024)06-0106-09

DOI：10.3724/j.fjyl.202307030296

收稿日期：2023-07-03

修回日期：2023-11-30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标识码（OSID）

 
海侵（ingression）也称海进，是指在相

对短的地史时期内，因海平面上升或陆地下

降，造成海水侵进大陆区的地质现象[1]。宁绍

平原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自第四纪更新

世曾至少出现过 3 次区域性海水入侵事件，

其中在卷转虫海侵的全盛期（距今约 6 000~

7 000 年）成为一片浅海[2-3]，是典型的海侵地

区（图 1）。

受海水侵进影响，海侵地区普遍面临湖

沼密布、咸潮出没、土地盐碱化严重等问题，

于是地域开发的首要任务是对水环境进行综

合治理和利用。因此水利营建成为海侵地区

地域开发的核心条件，其中首要的水利任务

是引蓄淡水、阻拒咸潮以发展农耕，其次是

通过水利措施改善水运条件，提高以贸易运

输、行政管理、军事战略为目的的航运功能[4]。

随着水利设施的修建，海侵地区由贫瘠沼泽

之地转化为膏腴之地，区域内部文化、社会

和经济活动交往频繁，最终构成完整的文化

板块。其中传统聚落作为区域社会文化环境

的重要组成，蕴藏着内外一体、结构关联的

整体特色与价值。在一个完整的文化板块内，

基于区域系统价值，识别传统聚落的关联特

征，挖掘潜藏于空间表象下的整体逻辑，对

当下城乡历史文化空间整合有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对文化遗产的内涵认知不断提

升，区域性视野下传统聚落整体保护日益成

为遗产保护实践与研究的发展趋势。许多学

者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大量的本土化研究，

关注不同区域、不同尺度聚落遗产的整体关

联特征，构建了文化遗产区域保护的新类

型，包括城乡历史文化聚落 [5]、历史聚落集

群[6-7]、乡村文化景观区[8] 等。越来越多的学者

意识到，厘清传统聚落作为历史结构载体，

在广泛的区域环境中建构的关联性至关重要[9]。

传统聚落关联形态的提出是在城乡遗产区域

性保护转向下，从“实体空间”向“关系空

间”的拓展，是对传统聚落之间以及聚落与

环境之间组织规律的空间表达。本研究选取具

有代表性的宁绍平原，从海侵地区的区域演

化过程出发，梳理传统聚落的历史关联逻辑，

并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关联形态的类型模式。

 1  宁绍平原区域水利营建脉络

宁绍平原东临大海，北隔杭州湾，西南

群山怀抱（图 2）[10]。地理条件可归纳为“地

狭且硗”
①，即腹地浅、面积小，且土地严重

盐碱化[11]。同时在历史上多次中原人口南迁的

过程中，宁绍平原是重要的移民定居地区之

一[12]。因此，人地关系的紧张与调适始终伴随

着宁绍平原地域开发过程，是区域特征形成

的最根本的社会客观条件。

面对长时段“人稠地狭”的基本区情，

历史上宁绍平原地域开发首先将区域内部农业

系统潜能挖掘殆尽，其次通过寻找农业以外的

市镇经济来调适阻滞区域进一步发展的人地关

系紧张状态[12]。需要注意的是农业开发和市镇

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互相促进的，即精耕细作长

期支持着发达的市镇经济[13]。一方面，在潟湖

沼泽密布的宁绍平原，农业开发的过程即为治

水的过程，首要任务是通过营建水利工程设施

实现蓄淡阻咸；另一方面，市镇经济开发离不

开便利的交通网络，水利设施将人工开挖的运

河与自然的河流湖泊联系起来，最终形成运输

往来的区域水网系统[14]。于是在以水利工程为

基础的农业开发和以运河水网为通道的市镇经

济支撑下，宁绍平原内部聚落联系密切、相互

作用，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板块。

 1.1  水利工程营建与地域开发

在地域开发的过程中，宁绍平原充分利

用“山—原—海”的台阶状地理特征，形成

了“湖泊水利—河湖水网—海塘体系”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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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调节系统，呈现了“山缘汇水、泄水入海”

的水利格局（图 3）。在“筑塘、围垦、定居”

过程中，地域开发从南侧山麓冲积扇到低洼

平原直到滨海沿线[15]。

在南部山麓流入低地平原的河流冲击下，

宁绍平原形成了一系列的冲积扇。这类山麓

与平原交接地区地势较高，得水之利而无水

患，自古以来是优先定居和生产的地方。东

汉永和五年（140 年），会稽郡（今绍兴市）

太守在南部山麓前兴建了大型湖泊水利——

鉴湖[16]。这种湖泊水利模式在宁绍平原上虞、

余姚、宁波等地的开发中得到广泛应用。随

着湖泊水利修建，山麓冲积扇沿湖一带得到

垦殖，相关水利设施的管理业、运输业以及

水产业都得到了较快发展，有力地带动了沿

湖区域聚落的集聚与发展。

随着宋朝中原移民的大量迁入，宁绍平

原小规模、分散分布的湖泊水利已经难以适

应当时社会的发展，“围湖造田”已成为必

然趋势，在此情势下，鉴湖、湘湖、广德湖

等湖泊逐步被围垦殆尽。地域开发进一步通

过整合运河和疏浚、渠化自然河道与湖泊，

在北部低洼平原逐渐形成更加密集的水网格

局，至此湖泊的水利功能被河湖水网所代替[17]。

因此从南宋之后宁绍平原的农业生产力有了

很大的提升，湖堤与海塘之间的平原一带得

到迅速垦殖，同时平原区域聚落得到空前发

展，数量大幅增长，空间上沿着河网带状延伸。

明中叶至清中叶时期，宁绍平原人地矛

盾达到了顶峰[12]，向海要地、拓垦海涂成为地

域发展的必然选择。宁绍平原海塘自春秋时

期已有零星建设地段，明清时期伴随着海岸

线推移过程自南向北不断外拓，形成数层复

杂的海塘体系。海塘建设工程将“潮汐河”

转化为“人工控制河”，加以内部河流整合

和建闸修坝，满足农业生产的用水需求，从

而推动滨海一带涂田的垦殖[18]。随之产生了航

海、海洋水产等产业，在这样的条件下，滨

海区域聚落得到了迅速发展。

 1.2  运河水网连通与市镇经济

面临日益严峻的人地矛盾，宁绍平原通

过调整农业经济结构来获取发展新空间，形

成了发达的市镇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最为

关键的就是交通网络的连通。随着运河古道

的疏浚与修建，原有的人群格局与联系也在

更大空间范围内延展开来，形成了互动密切、

系统有序的城乡网络。宁绍平原城乡社会经

济的发展在历史上大致经历了 3 个阶段：六

朝时期、两宋时期、明清时期（图 4）[19]。

六朝时期会稽作为江南两大都会之一，

与建康（今南京市）东西相峙[20]，其周边地区

庄园为建康提供了充足的粮食、水果、经济

作物等[21]。所以此阶段宁绍平原的经济活动集

中在与建康的物资流通路线上，即以会稽为

中心的鉴湖周边地区。于是宁绍平原城乡体

系形成了以会稽为代表的商贸都会，以及以

余姚、鄞县、百官等县城，鉴湖周边集镇为

主的散点分布形态。

唐宋时期明州（今宁波市）依据出海口

的地理优势，成为国内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之一。在这种情形下，横跨宁绍平原的浙东

运河成为内陆市场与海外市场的交通要道，

促成了宁绍平原商品经济的起飞，城市经济

向农村地区延伸，市镇经济迅速兴起[22]。于是

区域经济活动开始由绍兴向宁波转移[23]，自此

以宁波、绍兴为中心的城市网络基本确定。

在核心极化作用下，城乡聚落沿着运河水网

延伸发展，形成了区域发展轴线。最终基本

形成以“宁—绍”双核联动、以浙东运河为

轴的带状结构，宁绍平原城乡市镇格局基本奠定。

明清时期随着宁波港地位下滑以及全国

政治中心的北移，宁绍平原从京畿之地转变

为一般性地区[24]。绍兴的外向经济趋附性开始

发生转折，由向东倚赖宁波，变为向西倾斜

于杭州[24]，而宁波的经济发展趋势也转变为倾

斜于上海。因此，宁波、绍兴两地之间的贸

易往来开始减少，原有的带状结构开始向行

政区划中心宁波、绍兴两地分化聚拢[25]。此阶

段市镇经济进一步向农村地区全面发展，市

镇呈现由点向面的整体发展趋势，分布更广

更密，趋于平均，最终呈现出“宁—绍”双

 

1 浙江省卷转虫海侵范围 [2]

Ingression range of Ammonia in Zhejiang Provinc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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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宁绍平原自然地理格局示意 [10]

Schematic  of  physical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the

Ningshao Plai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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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宁绍平原水利格局示意
Schematic of water conservancy pattern in the Ningshao

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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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集聚的市镇网络格局。

 2  宁绍平原传统聚落的历史关联机制

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传统聚落作为沟

通区域网络的一个个节点，不断整合与重新

联结，在功能发育和空间组织等方面彼此关

联。而这种关联性通常是动态的和相对的，

尤其在现代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传统聚落之

间的关系越发模糊，难以识别。这就要求研

究者深入区域历史文化过程中，研究传统聚

落之间在文化和历史上的关联逻辑，方可在

碎片式空间表象下识别出区域整体价值。

在水利营建推动下，海侵地区逐渐形成

相互关联、分工协作的聚落网络体系。一方

面，通过顺应自然、以土地资源为核心的适

度改造与利用，形成以水利设施为核心的农

耕系统；另一方面，利用运河、道路等线性

廊道，连接一些原本并无关联的城镇和村庄，

形成层级有致的城乡体系。

 2.1  水利导向分布的农耕系统

在传统农业时代，通过对地理环境的改

造以及水利设施建设，将自然景观规整为高

产高效的农田，同时由于中国传统农业为劳

动密集型农业，所以聚落建设规划往往依托

农田。自然环境、水利修建、农田规整以及

聚落建设规划浑然一体，最终形成生态—生

产—生活一体的农耕系统。根据水利建设和

地 域 开 发 时 序， 宁 绍 平 原 形 成 了 湖 （ 冲

积扇区域）、原（平原区域）、海（滨海区

域）3 类农耕系统（图 5）。

宁绍平原湖泊水利工程“筑塘蓄水高丈

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

水多，则开湖泄田中水入海”
②，通过设置闸

堰控制水位、建设湖堤堵蓄湖水；在闸堰、湖

堤水利设施导向下，湖泊区域农耕系统呈现

 “渔农分立”的空间特征[26]：一方面原因在于

闸堰多设置在汇水溢流的水口处，此类区域便

于取用水源，同时在水体冲击下形成相对富饶

的土地资源，因此湖泊区域的聚落多逐闸堰分

布，且依土地资源形成农业耕作为主的生产方

式；另一方面，还有部分聚落多沿湖堤线性分

布，形成靠湖吃湖、渔业捕捞为主的生产方式。

宁绍平原山麓冲积扇以北的低洼平原区

 

4 宁绍平原城乡市镇体系演进过程 [19]

Evolution  process  of  urban  and  rural  system  in  the

Ningshao Plai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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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宁绍平原湖、原、海农耕系统分布
Distribution of the “lake − plain − coast” farming system

in the Ningshao 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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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低地筑堤，内以围田，外以围水”，总

体上通过闸堰、河渠水利设施实现了排涝、

灌溉功能。在河渠水利设施导向下，平原区

域基本形成了“农商配合”的农耕系统：大

部分农业聚落采取农产品和经济作物共种方

式，同时位于圩堤、闸堰交通节点的聚落常

常在农业聚落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以某

种或多种农产品流通为主的商业市镇，从而

融入区域流通体系。

基于层叠分布的海塘体系，宁绍平原滨

海区域形成了“盐棉递进”的农耕系统。其

中三北地区为典型代表，其发展离不开盐与

棉，以“棉库盐仓”著称。滨海区域早期开

发以零散制盐为主，随着围海造田工程的推

进，含盐量降低的盐田逐渐转变为棉田，盐

田区域逐渐北移[27]。盐、棉产业的发展推动着区

域经济发展与地域开发，旧海塘沿线聚落也

因此由制盐聚落转变为农业聚落，同时位于水

陆节点的农业聚落则进一步发展成为商业市镇。

 2.2  运河导向分布的城乡体系

在运河水网连通过程中，每个区域的城

市和周边乡村关联在一起，形成既为整体又

有特性的城乡体系。明清时期宁绍平原城乡

网络体系以宁波与绍兴为中心，以浙东运河

为东西方向的主脊，沿线南北向支流、干河

为次轴。根据宁绍平原内部水网结构与市镇

经济模式的差异，可细分为 4 个片区：萧绍

地区、宁波地区、姚江地区、三北地区（图 6）。

根据行政地位、人口规模和商业业态可

将城镇按职能自上而下分为 4 个层级：中心城

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以及标准市镇 [28-29]。

明清时期宁绍平原中心城市包括宁波、绍兴府

城，以批发贸易为主；地方城市包括县城和少

量巨镇（人口 1 万户左右），以初级批发贸易

为主；中心市镇主要以大镇（人口 1 千户左右）

为主，一般位于交通要道，通常把货物分派到

其乡村腹地，另一方面又集聚本地产品输往地

方城市；剩余的大部分市镇为标准市镇，主要

服务于周边农村居民的生活生产物品贸易[29]
 。

其中萧绍地区是由萧山平原、山会平原

以及南沙平原构成的带状平原，有以浙东运

河与鉴湖护塘路为东西主轴，以西小江、直

落江南北向河流为纵轴，以及滨海区域以萧

绍海塘路为主的交通体系。萧绍地区土质肥

沃、河网稠密，经济开发较早，所以这一地

区的市镇较为发达，明清时期已经形成了相

对成熟的“中心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标

准市镇”市镇网络体系，并出现一批以丝织、

酿酒手工业为主的专业市镇。

宁波地区西靠四明山脉，东临天台山脉，

由甬江、奉化江等河流冲积而成，呈现“两

山夹一川”的地理环境。为沟通山地与平原，

区域形成“溪—河—海”的交通路径、“三

江六塘河”的总体框架。与水网结构相适应，

宁波地区分别在溪河交汇、塘河沿线以及入

海口形成“中心城市—标准市镇—中心市镇”

的市镇体系，且以标准市镇为主，主要集散

和流通附近山区的竹木山货、果蔬、水产品

以及桑麻、丝织等产品。

姚江地区南以四明山麓为界、北以大古

塘为界，因姚江自然水系冲击而成，是两山

相夹的带状河谷地带。以姚江水系为基础的

浙东运河自西向东横贯，区域基本形成了自

然江河与人工塘河并行的双系统航道。市镇

经济以贸易中转为主，市镇网络不成熟，以

余姚、丰惠、慈城等地方城市和标准市镇为主。

三北地区是在不断修筑海塘、围涂造地

下形成的海积平原。在由南向北次第成陆过

程中，原有海塘的功能由挡潮防浪转变为交

通运输，于是海塘路构成了三北地区主要交

通要道。三北地区市镇经济在明清时期才得

以发展，市镇网络不成熟，分布不均匀且缺

少中心市镇，沿海塘路形成地方城市和标准

市镇两个等级的市镇组织。

 3  宁绍平原传统聚落的区域关联形态

区域文化历史过程中城乡聚落各空间要

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决定了区域文化意义

上的整体特性。从区域关联视角研究传统聚

落形态，可以从关注本体要素的实体空间进

一步链接至关系空间，即以“关联形态”链

接“本体形态”，揭示碎片零散的空间表象

下的整体逻辑与意义系统。可以说关联形态

就是对区域具体时空中聚落的“关系属性”

的空间表达。本研究通过在历史模型的形式

抽象中获取形态类型，即聚落之间以及聚落

与环境之间的组构形式，系统认知不同尺度、

不同层级相互关系与内部秩序。

在区域演化过程中，宁绍平原地域空间

呈现清晰的层积性——“湖域、平原、滨海”

的景观格局和以“运河、海塘”为轴的结构

特征（图 7），并基于此形成景观单元和城乡

组群两个尺度的关联形态：一是区域景观单

元中的自然基底关联，表现为湖域、平原、

滨海不同地理单元内山水、农田和聚落耦合

的人居环境；二是城乡聚落组群的点轴结构

关联，表现为以运河、海塘路交通要道为

纽带的城—镇—村一体的城乡聚落组合模式。

 3.1  山水—农田—聚落耦合的景观单元
根据景观特征划分景观类型与单元的方

法包括景观特征区域、景观区域、环境单元、

 

6 宁绍平原“双核四片”城乡片区分布
Distribu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wo core areas and four surrounding areas”) in the Ningshao 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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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描述单元等。虽然世界各国对于景观分

区的操作方法、名称有所不同，但核心在于

综合多维度景观要素构建特征分区，即以景

观单元作为空间框架进行景观保护、管理与

规划[30]。然而基于要素分类的划线分区形式并

不利于保护传承中国人工与自然耦合状态下的

乡土景观。因此本研究提出“景观单元”概念，

旨在对中国乡土景观体系进行细分与再界定，

强调在一个相对完整的自然地理范围内包含

自然生态景观、农业生产景观及聚落生活景观，

且要素关联耦合、相互叠加的人地共生系统。

由景观单元构成的景观形态具备同源性，

即在功能相似性之下，不同结构的形态相似

性可被认知，表现为色调、纹形、图型和地

形要素等方面的相同特征[31]。换言之，同一地

理区域内景观形态的构成“句法”是相同的，

即由一个个满足生活、生产功能的“景观单

元”平铺而成。总之，景观单元作为构成区

域景观的基本单位，与人地关系相适应形成

了相对统一的生产、生活、生态景观功能的

类型和比例。宁绍平原在湖域、平原、滨海

3 种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下，孕育了不同的农

耕系统，从而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景观单元形

式。以下以宁绍平原典型区域为例，归纳总

结不同区域的景观单元特征（图 8）。

 3.1.1  湖泊区域景观单元：青山环湖+湖田景

观+沿湖聚落

随着历史时期广泛的围湖造田运动，有

的湖泊区域已经缩小甚至彻底消失，但基于

湖泊这样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湖泊区域还

是形成了功能完善、结构完整的景观单元，

在当下仍然呈现高度关联的景观特征。笔者

以已近消失的古夏盖湖地区为例，探讨湖泊

区域景观营建模式和形态特征（图 9）。

首先，背靠青山、紧依平原是湖域传统

聚落始终不变的区域环境特色。夏盖湖修筑于

唐长庆二年（822 年），东南濒临山地丘陵，连接

白马、上妃两湖，北枕大海。现湖域遗址区

域仅存铲还湖、小越湖、东泊、西泊等小湖泊。

其次，湖泊区域的湖田是从湖岸高地向

湖泊内部逐渐垦殖而成，于是湖泊内部地势

较低区域多有部分湖泊留存，并与湖田的主

要沟渠贯通，形成放射状的圩田开垦模式。

最后，按照与水利设施关系将湖泊区域

传统聚落分为沿闸堰水口分布、沿湖泊堤塘

分布 2 类（表 1）。其中闸堰型聚落位于汇水

溢流的水口位置，空间上以河渠为中心发展，

由于地理区位优势，往往容易获得较大发展，

最终形成团状形态。堤塘型聚落往往选址低

丘地带，用地较为狭窄，呈现出环绕山体的

态势，沿湖堤条状发展。

 3.1.2  平原区域景观单元：纵横河网+圩田景

观+溇汜聚落

平原区域总体上形成以外河、内河、溇

汜为主的河网体系，因外河分割形成的圩田

是平原区域的基本景观单元。由于具体自然

条件差异，宁绍平原内部不同地区景观单元

形式存在微小差异。笔者以宁波鄞奉地区和

绍兴山会地区及其周边聚落为例，探讨平原

区域景观营建模式和形态特征（图 10）。

首先，平原区域景观单元水网密度高，

整体呈现纵横交错的结构特征。绍兴地区河

流形态相对自由，尺度差别较大；而宁波地

区水网环境更多体现了人工作用，水网密度

较低，且河流线形规整，尺度相对均质，呈

现纵横格网结构。

其次，在圩田景观上，平原区域土地平

整宽阔，圩田尺度较大，形态相对方正，同

时发育程度较高，地块分割形式相对多样，

形态和尺度差异较大。

最后，平原区域传统聚落通常围绕溇沼、

圩岸线性布局，随着人口增加，聚落不断向

圩田内部延伸，发育程度逐渐复杂。按照发

育程度可将传统聚落分为 3 类：尽端型、内

河型以及汊口型布局（表 1）。其中尽端型聚

落位于溇河尽端，溇河满足了居民生活灌溉

和交通运输需求，聚落结构简单，规模较小，

常在溇河尽端处布置祠堂、庙宇、桥梁、晒

谷场等，形成中心公共空间。内河型聚落沿

主要江河两侧的多条溇河呈鱼骨状分布，由

多个尽端型聚落串联，规模相对较大。汊口

型聚落多位于外河交汇处，通常发展成为区

域水陆节点，聚落规模较大，多以交叉口形

成十字形、T 字形中心空间。

 3.1.3  滨海区域：规则河网+涂田景观+海塘聚落

滨海区域体现出明显的人工作用，具有

 “横塘纵浦”的人工河网，即由海塘沿线横向

护塘河，与垂直于海塘的纵向沟通溇港水系构

成， 其中由横向海塘和纵向溇港分割形成的

圩田是滨海区域的基本景观单元， 单元划分

清晰且相对匀质。笔者以宁波姚北地区及其周

 

7 宁绍平原地域空间的层积性
Stratification of regional space in the Ningshao 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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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古夏盖湖区域景观单元形态
Landscape  unit  morphology  in  the  ancient  Xiagai  Lak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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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聚落为例，探讨滨海区域景观营建模式和形

态特征（图 11）。

首先，滨海区域景观单元整体水网环境

呈现出规则格网形态，且水网密度自南向北由

疏到密，更为规则均质，人工作用越来越明显。

其次，圩田景观方面，以规则河网为基

准划定的狭长圩子，形态方正，尺度相近，

在不少地段能辨识出各自不同的模数系统。

最后，根据海塘和沿线聚落的关系，滨

海区域传统聚落分为海塘型、塘河型和盐圩

型聚落 3 类（表 1）。海塘型聚落位于护塘河

一侧，沿着海塘线路横向发展，在聚落的扩

张过程中，横塘作为聚落的主要街道，控制

发展方向，形成带状空间形态。塘河型聚落

沿着塘河纵向布局，依靠塘河联系外界，与

平原地区的尽端型溇汜聚落相似。盐圩型聚

落位于新开发的涂田上，与盐业生产密切相

关，多以“灶”，即盐民生产管理的组织命

名，历史时期通常三五一组，呈散点状均质

分布，当前此类聚落沿纵浦进一步生长，由

散点向线性形态转变。

 3.2  运河海塘关联的城乡组群

以区域为单位，每个区域的城市和周边

乡村关联在一起的机制、结构、等级分布都

有所不同，而这种相互关联的历史性结构对

传统聚落空间布局与空间形态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是解释聚落关联特征的历史性依据，

也是创新可持续发展城乡格局的历史源头。

从这个角度看，各类传统聚落基于历史线路

相互连接，并在聚落空间形态上形成特定的

组合方式，这正是地域整体特色的由来。这

种既有关联又分等级的城乡组群，构成了系

统且多元的区域整体。所以，本研究着眼于

区域城乡组群内部不同单元传统聚落组合模

式，挖掘城乡类型与模数差异，揭示城乡发

展过程中形成的互动关系和系统特征。

宁绍平原在不同的地理条件和文化背景

下，区域内部孕育出不同单元的城乡互动模

式，最终基于运河水网和海塘古道形成了各

不相同的城乡组群模式。

 3.2.1  运河水网：三江口港市—运河县市—运

河水街—内河水街/渡头长街

历史时期以平原为主的宁波、绍兴和姚

江地区在城乡空间组合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基本涵盖中心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

标准市镇的市镇体系，城乡经济功能的差异

体现各等级聚落数量比例的差别。与历史时

 

表1  不同传统聚落空间特征

Tab. 1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聚落类型 地理分布 空间特征 典型案例图示

沿湖聚落
闸堰型 汇水溢流的水口位置 团状形态 ①

堤塘型 背山面水的低丘地带 带状形态 ②

溇汜聚落

尽端型 断头溇河尽端 溇河尽端公共中心 ③

内河型 主要江河沿线 鱼骨状水网 ④

汊口型 十字型中心空间 交叉处水街 ⑤

滨海聚落

海塘型 海塘沿线 沿海塘线性分布 ⑥

塘河型 纵浦沿线 沿纵浦线性分布 ⑦

盐圩型 滨海涂田 散点匀质分布 ⑧

东钱湖
东钱湖

古夏盖湖

莫枝堰村

小越（闸）镇

大山下村 陶公村

古夏盖湖

王家塔

常头王
王家塔

倪家溇

寺东村

肖金村

寺东寺西

樊浦
前映

周巷镇

安仁桥

东半海

青龙桥

曲路头
西半海

聚落
山体
水体
街市
海塘

T字河街

大古塘

①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②

 

尽端型溇汜聚落

东江

内河型溇汜聚落
汊口型溇汜聚落

尽端型溇汜聚落
杭甬运河杭甬运河

贺家池贺家池

历史海塘历史海塘

内河型溇汜聚落
汊口型溇汜聚落10-1

海塘型聚落

塘河型聚落

盐圩型聚落
11

10-2
10

10 宁波鄞奉地区 (10-1) 和绍兴山会地区 (10-2) 景观单元形态
      Landscape unit morphology in the Yinfeng area of Ningbo

      (10-1) and the Shanhuiarea of Shaoxing (10-2)

11 姚北地区景观单元形态
      Landscape unit morphology in in the northern region of

      Yuyao

历史海塘

钱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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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市镇体系相耦合，平原地区基于运河水网

形成三江口港市—运河县市—运河水街—内

河水街/渡头长街的城乡聚落组合序列（表 2）。

宁波作为区域中心城市，连接大运河和

海上丝绸之路，依港设城，城以港兴，形成

 “城外布港、城内设市”港市一体的空间格

局。宁波港埠依托于城东东渡门江厦码头，

形成了以东大街（中山东路）、药行街、大

沙泥街为主轴的东市格局。历史上的东市传

统风貌随着三江口核心的建设消失殆尽，但

密集的街道格局和名称都能与历史记录对应，

且“市”的功能一直延续至今。

以运河县市为主的地方城市在浙东运河

姚江段分布密集，一方面作为县治所在地承

担区域行政职能，另一方面作为城乡市镇网

络的重要节点，发挥商品集散和转运功能；

聚落形态呈现县治与商市一体的空间特征，

即衙署居中、一城一廓、轴线格局等制度空

间，以及与运河耦合的商业格局。如慈城镇

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置慈溪县治，确

立了一城一廓、中轴对称、街衢井然的制度

格局，而自宋宝祐五年（1257 年）沟通慈江

与姚江的刹子港兴建，慈城城市轴线在唐城

基础上向南延伸发展，形成“商业居南、骢

马河街”的商业空间。

中心市镇空间形态的标识是运河水街，

以运河正河、支流为轴，以河流交会之桥梁

为中心，形成“运河河街”的商业街，包括

一河一街、一河两街以及更为复杂的丁字形、

十字形河街。基于集散功能需求，运河河街

往往布置大量埠头，平行运河形成前街后河、

前店后仓的商业老街，构成“房—街—河—

房—街—房”的独特空间特征。

基于区域“江河并行”的水网环境，标

准市镇呈现两种不同的形态特征。一种分布

在自然江河段，主要包括姚江段与四十里河

段，因受潮汐影响较大，所以沿线聚落在空

间形态上形成“市村分离，渡头街市”的格

局，即在渡口码头形成商业街，新村则在靠

内陆处拓展，市村之间通过水路和陆路相联

系。另一种标准市镇分布在人工溇港支流，

聚落数量较多，沿水系线性分布，以运河溇

港支流为轴，以桥为中心，形成一河一街、

一河两街的河街。此类标准市镇与中心市镇

空间结构类似，主要差别在于发育程度的

不同。

 3.2.2  海塘古道：海防港市—卫城轴街/塘路

老街

滨海地区以海塘为界，“塘”不仅建立

了区域空间的实体边界，更构筑了无形的社

会边界，形成了“塘内”和“塘外”的城乡

格局分异。与历史时期地方城市—标准市镇

的市镇体系耦合，滨海地区基于海塘古道形

成海防港市—卫城轴街/塘路老街的城乡聚落

组合序列。

地方城市镇海的兴起与发展皆与海息息

相关，在海洋贸易与海防建制两类历史事件

下形成了港埠商市和防御城池合一的双重格

局。其中后梁时期修筑的县城和明清时期拓

立的卫城，共同构成了镇海古城的营建制度，

奠定了“双城一体，军民分区”的空间结构[32]。

同时，作为对外贸易港埠，形成城外布港、

道头纵列的形态特征。

基于历史背景的差异，滨海地区的标准

市镇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明代卫所制度设

立的卫所，它们在军事要塞基础上逐渐嬗变

为集市，如临山卫、观海卫、龙山千户所等，

一方面形成城墙护城河、棋盘街巷以及建制

完备军事体系的防御格局[33]；另一方面，伴随

着海防功能逐渐退化，卫所呈现民化趋势，

空间上演化为以十字轴街为载体的商市形态。

另一类标准市镇位于海塘路沿线水陆节点，

聚落多以塘路为主街，呈现典型的鱼骨状布

局；而相对规模较大的聚落会在一字形的基

础上继续发展形成 T 字形、十字形格局。

 4  结语

在长时段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聚落之

间社会、经济与文化活动交流频繁，在这一动

态过程中整体的区域得以形塑。这种聚落与环

境以及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关联形态，是潜藏于

空间表象下的整体逻辑与意义系统，反映了区

域人文脉络和地域性特征。本研究深入区域水

利营建脉络，提炼“山水—农田—聚落耦合的

景观单元”和“运河、海塘关联的城乡组群”

关联形态，系统揭示了区域聚落遗产要素的整

体关系，为较大尺度的聚落特征识别与整体保

护奠定了基础，以及为国土空间框架下区域历

史文化空间的建构提供了依据。

 

表2  运河水网为轴的城乡组群

Tab. 2  Urban and rural group with canal and water network as axis

轴线类型 市镇等级 地理分布 空间特征 典型案例图示

运河水网

中心城市 姚江、甬江与奉化江三江交汇处 港市一体 ①

地方城市 运河沿线 县治与商市一体 ②

中心市镇 运河正河沿岸 十字河街 ③

标准市镇 运河、溇港支流 一水河街 ④

运河自然河段 市村分离，渡头街市 ⑤

海塘古道

地方城市 控扼海口 港市与卫所一体 ⑥

标准市镇 大古海塘以北 方形城池，十字轴街 ⑦

海塘路沿线 塘路老街 ⑧

 

宁波城

姚江

甬江

奉化江

东渡门

慈城镇

县衙

慈江

骢马桥东镇桥

下横街骢马河

灵桥门

东大街
药行街

大沙泥街

镇海老城 百沥海塘

埋沟桥
大古塘

杭州湾

甬江

道头
卫指挥所

县署 观海卫镇

周巷镇
聚落 山体 水体 街市 海塘 街道 城墙

①

⑥ ⑦ ⑧

②

柯桥镇

柯桥

永丰桥

融光桥 贵驷桥
主村

渡头集市

姚江

官河

中大河
贵驷镇

半浦村

⑤③ ④

商业中心 行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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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Notes)： 

① 形容用地狭小且土壤坚硬贫瘠。
② 源自《通典·会稽郡》，指鉴湖拦洪排灌和蓄淡阻咸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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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the  long-term  historical  process,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in  China  are  frequent,  and  in  this

dynamic process, the overall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shap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ttlements and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as between settlements, is a

comprehensive logic and meaning system underlying spatial representation that

can  reflect  the  regional  human context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correlated  and  similar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a  regional  protection  framework  for  urban  and  rur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Methods] Based  on  historical  data  and  literature  including  ancient  maps,

modern image maps, and local chronicles, this research conducts field surveys,

visits,  and  interviews  to  corroborate  the  research  results.  Starting  from  the

regional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coastal invasion area, the historical correlation

logic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is  sorted out,  and based on this,  the types and

patterns of correlation morphology are summarized.

[Results] The  marine  ingressive  regions,  represented  by  the  Ningshao  Plain,

have been affected by seawater intrusion in history and generally face problems

such  as  dense  lakes  and  swamps,  frequent  saline  tides,  and  severe  soil

salinization.  Therefore,  the  primary  task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to

comprehensively  manage  and  utilize  the  water  environment,  which  has

gradually  made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the  core  condition  for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marine  ingressive  regions.  The  primary  water

conservancy  task  is  to  divert  and  store  fresh  water,  block  saline  tid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mprove  water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to

enhance  navigation  functions  for  trade  transportati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military  strategy.  Under  the  support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nd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canal  waterways,  a  unique  regional  cultural  block  is

formed  in  the  Ningshao  Plain  as  a  result  of  the  close  linkag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various  sectors  within  the  plain.  On  the  one  hand,  by  adapting  to

nature and moderately transforming and utilizing land resources, an agricultural

system centered on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is formed. On the other hand, a

hierarchical  urban-rural  system  is  formed  by  connecting  some  originally

unrelated towns and villages through linear corridors such as canals and roads.

Finally,  the  correlation  morphologies  of  landscape  units  and  cultural  corridors

are  summarized  and  extracted  at  two  scales.  One  is  the  correlation  of  natural

bases  in  regional  landscape  units,  manifested  as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s featuring the coupling of landscape, farmlands and settlements in

different geographic units such as lakes, plains, and coastlines. The other is the

point-axis structural correlation of urban-rural settlement clusters, manifested as

the integrated urban-rural settlement model of “town − village − city” linked by

transportation channels such as canals and seawalls.

[Conclusion] Studying  the  traditional  settlement  morphology  from  the  regional

correlation perspective can shift  the research focus from the physical space of

ontology elements to the relational space and link the “correlation morphology”

with  the “ontology  morphology” ,  thus  revealing  the  overall  logic  and  meaning

system underlying fragmented spatial representations.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identifying  and  protecting  regional  settlement

characteristics  at  a  larger  scale  and  further  guiding  the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pac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Keywords: preserv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history  and  heritage; ingressive

region; water  conservancy; urban  and  rural  group; landscape  unit; traditional

settlement; Ningshao 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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