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发展 
第 6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中图刊号）：860GL006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5 

Building Development 

新时期城乡规划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 
 

辜倩 

贵州省建筑材料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DOI:10.12238/bd.v6i2.3912 

 

[摘  要] 当前新时期城乡建设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但有一些地区在规划建设中会忽视文化传承,导致

文化遗产被破坏,影响了城乡发展及文化传承。因此,在新的城乡规划建设中,需要对文化传承有所重视,

本文对如何做好城乡规划建设与文化传承进行分析,具体有坚持地域性的规划、彰显城乡文化、在街区

中传承文化等等,期望为各地的规划建设借鉴参考,共促城乡的合理规划及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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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is in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However, in some areas, cultural heritage is neglected i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resulting in the destru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affects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heritage. Therefore, in the new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cultural inheritance. 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to do a good job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including adhering to regional planning, highlighting urban and rural culture, and inheriting culture in blocks, 

etc.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places,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rationa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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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化属于人类长期以来创造的一种精神财富,它的意义重

大。在传承文化时,建筑能起到一定的载体作用。在城乡地区会

有很多的艺术瑰宝、文化遗产,它们会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丰

富的文化资源。所以在城乡的合理规划建设时,需要重视对传统

文化的传承,并促进文化的弘扬。由此可见,在新时期,对城乡规

划建设与文化传承的研究非常有现实意义。 

1 城乡规划建设的分析 

历史文化属于前人为我们带来的一种宝贵财富,它在文化

多样性的保护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外来文

化大大冲击着传统文化,若我们无法对文化进行保护传承,那么,

即便城市建设的质量再好,也是虚有其表[1]。对文化的保护,对

它的有效传承,能使我们去认识自己,并让更多人看到文化发展

具有的意义。以下从要求、现状两方面出发,对城乡规划建设进

行分析。 

1.1要求 

城市属于文化的载体,也属于文化产物,其规划建设需要和

文化有密切关联,在规划建设时,从文化的视野、角度,对空间如

何布局等问题进行谋划[2]；在新时代,了解群众的精神需求,基

于当代生活,对生活的价值、意义进行思考,在对优秀文化进行

传承的基础上,为文化复兴带来物质空间方面支撑；在传承文化

时,需要将现有城乡遗产加以保留,不能进行破坏建设,活化并

且利用它们。不但要对古代遗产进行重视,也要对当下如何创造

进行关注,保护当代遗产；在规划中,要对规划的文化品位等进

行重视,对历史文化重点保护,对历史文脉进行传承。在本土文

化的挖掘弘扬中,要能推陈出新,且创新应用,提高历史建筑的

文化内涵,重点地完善地方特色；在规划建设时,也要融合于山

水环境,确保能够尊重自然,并遵循空间格局。建筑的尺度、体

量等,都要融合于山水环境,充分地将地方的文化、特色体现出

来；在规划建设时,也要基于城乡风貌,对各街区、片区的风格

进行确定。在确定过程中,需要将建筑个性突出出来,保障各区

域都能更好地被识别,避免有雷同和重复[3]。同时,也要保障设

计的原创,避免有照抄硬搬等问题。 

1.2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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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规划建设时,因为负责人的权利比较大,所以,他们

容易滥用自身权利,在工作中过度重视自身利益,以权利谋求一

些不正当的利益,此类现象会对规划建设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在监督管理上,因为欠缺完善的制度,所以也容易有贪污腐败,

一些人员通过制度漏洞去谋求私利,最后影响工程质量,同时影

响文化传承。 

其次,在规划建设时,要体现当地的文化传承特色,应该有

规划的明确计划和目标,在设计中便要体现文化气息。但实际上,

一些规划建设人员没有专业能力,不能在自身工作内应用新的

思想观念,也不重视文化传承。此外,也有人员不能在设计中合

理地融合文化建设,因此规划建设会欠缺文化气息。 

2 新时期如何做好城乡规划建设与文化传承 

在新时期,文化传承的形势非常严峻,要将城乡的规划建设

做好,便要合理且自然的融入文化传承。为做好城乡规划建设与

文化传承,各地要坚持地域性的规划、彰显城乡文化、在街区中

传承文化、尊重各时期文化差异、培养规划建设队伍、争取文

化共识,并正确认识文化历史,具体如下： 

2.1坚持地域性的规划 

我国有着比较辽阔的地域,在建筑文化上,会明显的有多样

性、地域性。在各地区中,人们创造了独特的各类建筑文化,然

后将其发展为文化标志。尊重各地在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各类

文化成果,便是对其文化传统等的尊重[4]。所以,在各地中,要将

建筑文化方面的传承加强,避免受到外来的一些文化所干扰,这

属于规划建设时非常重要的一种责任。在本土文化内,会有本土

的不同建筑文化,各建筑都有自身特点,所以,各地要在规划建

设时,将建筑的地域文化彰显出来。 

2.2彰显城乡文化 

城乡文化需要将其独特优势体现出来。城乡文化能利用建

筑去表达,但是,传统文化具备的精神价值、意义也没有局限在

这里,也会在礼俗、语言等的方面进行体现。所以,在规划建设

时,需要融合各地传统的一些文化。此外,也要彰显当地的历史

文化价值,这也对文化传承和发扬有着重要意义。为将城乡的文

化品位提高,各地也要能实现不同文化的兼容,保障协调发展。

在一个地区中,特色的文化形态往往不止一种,它们都会有其艺

术上的独特价值,各地要将不同文化都在规划建设内融合,促使

规划建设能保障质量,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3在街区中传承文化 

在商业型的步行街内,它特色明显的一些文化现象,会包含

城市丰富的文化底蕴,体现了城市区域的一些文化特点。在其中,

文化、历史价值明显的建筑物,属于一种人文景观式的珍贵资

源。在规划建设时,各地要对此类资源进行保护,使其能在周边

环境内合理地融入。公共设施等的建筑,也能对城乡特色进行反

映,在步行街内,要将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建筑合理的应用布置

好,以此对传统文化更好地进行传承。在文化的传承规划上,应

该做到： 

首先,要基于传统文化,对空间环境进行塑造。在某种文化

背景下,公众能形成其生活模式等等。公共性的生活空间,需要

在对传统文化的脉络进行延续的基础上,去获得公众方面广泛

的认同。在设计步行街时,应该以保留等形式,对城乡的历史文

脉传承延续,塑造街道中有文化、历史特点的建筑。 

其次,在改建商业街时,也要传承文化。在设计改造时,应该

对文化传承、延续历史文脉全面考虑,使得历史文化可以被传

承。在此过程内,要保护一些传统元素、文化遗产,如壁画、招

牌等,避免随意地摘除它们。此外,也可以在新改建的环境内,

融入一些山水元素。以此为基础,各地要对区域环境的保护合作

新型机制进行探索,在历史文化内,搜寻代表性强、突出的元素,

在对文化习俗进行尊重的同时,实现各时期的建筑交融。这能使

得步行街提高商业化的水平,也能体现出其文化内涵,让步行街

发挥传承文化的积极作用。 

2.4尊重各时期文化差异 

各历史时期都催生了不同文化,而建筑能对历史文化进行

区分,它也属于一种重要的区分特征。在建筑内,能将各时期中

的文化意识等体现出来,它属于文化载体内的一类核心要素。所

以,在规划建设时,各地要将文化传承的任务宣传起来,将各时

期不同的文化起到一定的延续,促使更多人能通过历史建筑,对

历史文化进行认识,将其内涵、风格等展示出来。在新时期,建

筑属于历史印记,在规划建设时,应该在对文化的保护、发扬基

础上,保护各种历史建筑。 

2.5培养规划建设队伍 

在规划建设时,要保障工作效果,各地应该将工作队伍的能

力素质提高,做好培养人才的工作,以人才为规划建设提供支

持。在规划建设前,可以培训参与工作的人员,使其正确地认识

规划建设、文化传承,提高他们对于规划的责任心。其次,也要

将其业务能力加强,引进更多有较强技术、能力的人员。最后,

设计师也属于影响规划建设的重要人才,应该保障他们持证且

有这方面的经验,这能保障他们在工作中体现文化传承。 

2.6争取文化共识 

首先,应该有整体上的认知。我国有着较长历史,各阶段都

反射了不同的文化。而在新时期,很多环境问题会对人的思维带

来影响,在此背景下,文化对人的作用及居住的环境而言,便有

一些关联性[5]。因此,应该对传承文化的工作有整体的一个认

知。其次,也要重视文化保护。在我国,有很多碎片化的文化遗

址。所以,在保护工作内,应该考虑历史价值等方面。最后,在文

化传承上,它主要能在新的时期内,将历史文化发扬光大。因此,

在规划建设时,应该涵盖文化结构,将审美构架体现出来,以此

便于体现城市内涵。 

2.7正确认识文化历史 

在新时期,一些文化遗产已经被现代建筑所替代,但也有一

些地区,会开展修复老建筑的工作。为做好规划建设,各地要在

拆除复建、保护传承上获得共识。首先,应该保障体系化。在我

国,各类的文化遗址往往比较碎片化,它们的分布比较随意。在

朝代不同时,便会有处在不同地区的文化遗址,而这会使得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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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一种错误观念,认为我国文化遗产缺少整体性,具有点状特

征,拆除一部分也没有影响。就是此类错误的观念,导致文化遗

址在逐步地消失。因此,各地要加强文化遗址的体系化。其次,

应该做到生活化。生活属于遗产灵魂。平遥古城便属于一个典

型案例,当地居民能在古城内进行生活,当地也完善了配套设施,

实现了生活、文化的有效融合。最后,应该保障大众化。即保障

各地居民正确地了解文化遗产,打好人们保护遗产的一个基础,

促使文化遗产被顺利传承下去。 

3 结束语 

在城乡的规划建设时,文化传承十分重要,这属于各地要考

虑的一个重点因素。在经济快速的发展下,传统文化逐步的流失,

属于规划建设时应该重点关注的一类问题。所以,在规划建设中,

各地要将文化传承、历史保护重视起来,承担这一责任,将地区

的各类传统文化进行延续,在对区域文化、历史文化有深刻理解

的基础上,将传统文化更好地不断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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