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0f Anllui A酾．sci．2009，37{12 J：5729—5730 责任编辑章炼红责任校对况玲玲

陕西省府谷古城·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

师立德，倪茜 (西安科技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陕西西安7l0054)

摘要系统地研究府谷古城，对于古城及其古建筑遗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对其现状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评价，以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的相关理论，探讨了府谷古城保护与发展的相关问题．提出了科学的思路和具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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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陕西省府谷古城的历史发展沿革

陕西省府谷县位于东经1 10。22’一11 lol4’．北纬38042’一

39。35’，地处陕西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3省区之交界部。

据考古资料，远在新石器时期府谷即有先民活动，而后各个

时期人们于此繁衍生息，达五六千年之久，自后唐天佑七年

(公元910年)府谷建置设县以来，迄今业已一千余年。府谷

县历经风雨变迁，残留至今的历史遗迹一府谷境内长城、府

谷古城及其古建筑，像一幅复杂而魅力无穷的组合图景，将

历史上各个时期，府谷境内发生的军事冲突、人民的生产和

生活、浓缩与汇聚在一起，呈现在人们面前。

府谷古城即府谷县老城区，位于今府谷县城以东，19够

年8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为历史文化名城，1996年12

月被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城位于石山

梁上，平面形如靴状，总面积23 200 m3，城垣周长2 320 m。高

约7．2 m，厚约4．3 m，系夯土外包石条砌就，其城垛以砖砌

成。城垣四周设东、南、西、北门及其城楼及小南门与小西

门。北门、南门、小西门外设有瓮城。城内街道现存东西、南

北2条主要街道及若干街巷。寺庙及建筑遗迹基本上为明

清遗存，主要集中在城东南部、府谷文庙一带。置身于历史

背景与地理环境之中，军事冲突的历史形成了府谷古城延续

至今的主题，其长城防御体系的构建、府谷古城的选址与设

防布局构成了军事意义上的古城市研究的重要基础，而数千

年人们在此耕作、生活的历史，在府谷古城里留下了不少磨

灭的印记，其优秀的古建筑遗产代表．折射出文明的光辉，蕴

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这同时也构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古

城市研究的重要基础。

府谷古城屹立在黄河西岸，石山梁上，居高临下，气势宏

伟，其军事防御工程体系的营建是古城历代经营的主题。同

时，该古城作为府州治所，必然与中国古代体系化的城市营

建制度相适应，其城市格局与结构准确地把握了府州城的自

然地理环境，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地方精神的融合与汇

聚；其空间布局集中表现在为城市布局随形就势，自然有情

而不逾规矩。府州城平面受地形条件的限制，城垣以陡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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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增设瓮城。军事城防是城市营建的核心，则地理地貌条

件与军事设施的结合就是首要的问题。按照我国古代城市营

建的格局而言，府谷城就表现得随形就势，没有明确的城市

中轴线以及规整的道路格局。

2府谷古城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性

府谷古城由于受到我国传统城市营建制度的影响，体现

出关于空间的合乎传统意识形态的体现秩序性的安排。“城

市的结构其实就是一种为存在于地域社会的特有文化中的

集团意志所左右的构图。正是这方面的原因，城市的结构与

单体建筑不同，其构图形态更富有传统性和习惯性叫1J。古

城的价值在于其存在的历史环境与文化内容，只有全面地研

究、认识府谷古城的历史，深入地感受和挖掘府谷古城的内

涵，才能真正地理解古城。怎样才能使古城在保持其历史、

文化、空间特征的同时，又能与现代生活相和谐，这是摆在城

市建设者们面前的一个历史而又崭新的课题。事实上，城市

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对古城保护产生影响，现实中，古城保护

的目标常常受到城市发展目标的损害。因此，在研究古城保

护与发展的关系上。不能脱离当前城市建设的实际特点，它

既是我们认识保护与发展存在问题的社会背景，也是我们采

取种种步骤和对策的前提基础旧J。

3府谷古城保护与发展策略研究

3．1府谷古城保护与发展的原则府谷古城因其历史文化

价值而应得到保护和开发。历史文化古城本身的特征就很

明显，其保护原则在20世纪经历了较大的发展，其中佛罗伦

萨大学的教授们对其原则所作的阐述，较好地符合了现阶段

古城保护的目标。他们针对古城概括了3条保护原则：一是

限定原则，即确定保护目标、保护范围以及不同地段相异的

保护等级；二是特征原则，即古城特色的保护。古城特色的

延续离不开大量历史性建筑的保护，正是由于原有居住区、

商业街区等大量建筑的存在，最终才形成了城市的独特性；

三是归属原则，即保护社区的特征，这条原则体现了对历史

街区的保护从物质性向精神性的过渡，并引起了许多学者的

重视。当然，历史街区保护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必须与城市

发展相协调，最终使城市各部分之间，根据地形构成不同场

所，既相互不同又紧密关联，构成丰富而又统一的城市空间。

在对府谷古城的保护开发过程中，要充分研究和认识府谷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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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历史文化遗产的构成、内涵及价值．充分肯定其历史地位

和重要作用。可以乐观地认为。对古城的保护与开发可使古

城建筑及其环境除了拥有其历史价值以外，还可发挥更大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且使建筑物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3．2府谷古城保护与发展思路府谷古城是研究我国西北

边疆地区，尤其是黄土高原区域，中原社会与游牧民族冲突

地带的军事防御体系的典型代表。府谷古城内现存的以鼓

楼为代表的古建筑群，按照传统的我国古代城市建设布局，

与府谷地区特殊的区域地理背景相映衬．与府谷古城的地形

地貌相结合，有突破，又有变化。浑然构为一体，集中体现着

长城沿线边疆城市中不同地域城市营建、建筑文化与政治军

事之间有机的交叉、融合的特征。保护府谷古城是建设现代

化城市的重要资源。历史文化优势是府谷古城最大的优势，

是城市发展最有利的资源。

首先，要保护好古城不再遭受破坏。在古城区进行房

屋、景观的再开发过程中，应特别注意街坊功能的调整。这

些街坊绝大部分仅具有单一居住功能，且相当多的房屋已陈

旧落后。根据建设一流旅游城的总目标，逐步对这些街坊进

行不同程度的改造，在优先改善人民居住条件的前提下其开

发应兼具游憩观赏价值的多种功能。居民住宅的建设和改

造，应贯彻“外形保护传统特色，内部设施现代化”的原则，逐

步提高人均居住面积和设施成套率，在破旧民居的拆除改建

过程中，应注意调整出部分空间开办商店和服务站点。对于

有价值的古建筑，应根据政府有关法令和实际条件，分别予

以修复、改造和利用，有的可建为博物馆、文化馆和棋社，有

的可开办古庭院式的旅馆、餐馆、茶馆等。在街坊改造中应

注意保护原有景观和开发新的景观。在所有街坊，尤其是主

要街道和河流沿岸，应切实加强对各类建筑物的高度、体量、

形态、立面装饰和色彩的控制，务必使每一幢建筑物都与周

围环境、街景、河景相和谐。近些年建成的与传统风貌极不

协调的建筑物，要根据条件逐步加以妥善处理。今后在古城

区内修建各类建筑物，要遵循体量宜小不宜大、色彩宜淡不

宜浓、形态要新而不怪、装饰要美而不俗的原则。对古城墙

也应进行修葺、保护和绿化，使之形成可供游览的矩形绿带。

其次，要充分认识旅游业的发展是保护古城的重要支

撑。良好的经济基础是保护府谷古城的重要的因素。作为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偏远落后地区，府谷县经济文化等尚不发

达，很难从财政中拿出巨额资金投入到古城的保护中。因此

在实际中，应立足于现实，走“以城养城”的路子【3]，以旅游业

的发展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府谷古城的保护资金有

一定的保障。同时，还通过旅游业还能够提高府谷古城的知

名度和社会地位，从而使其的保护工作引起各级各界的普遍

关注。由此可见，充分利用遗产地的优势，科学合理地发展

旅游业，本身就是对遗产保护的重要支撑。

4小结

新的城市必须赋予旧城以新的职能，保持旧城作为城市

应有的活力与繁荣。旧城的功能应该是新城市的有机组成

部分，而不是牵强的。旧城保护原有的历史格局风貌，就需

要增加一些静态的功能，与历史文化相协调。我国古代小城

市亲切、质朴、繁荣、安逸的特点，应该是旧城保护的精神追

求。吴良镛先生将美好城市的要素概括为4点，即私密感、

邻里感、乡土感和繁荣感L 4【。而保持古城的繁荣，就要使古

城具有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吸引力，使得人们愿意居住生活在

旧城。1997年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制定的《府州古城保护

规划》给府谷古城基本定位为：以居住、文物旅游为主的历史

风貌区。

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如果名城的历史文化遗

存遭到严重破坏，失去真实性，名城的价值也将不复存在，那

就更谈不上保护与发展。因此做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

作，必须切实保护好历史文化的真实遗存。只有这样，才能

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我们

主张保护与发展并举，是强调“寓保护于发展，以发展求保

护”，其中保护是核心、是基础，因此，对古城的保护，首先要

以保护历史文化的真实遗存为前提，把抢救和维修濒危遗产

放在第一位，其次，将其定位于以古城及文物遗存为对象的

观光旅游，这是基于府谷古城的历史地位、现状、以及保护修

复的基础上做出综合的、谨慎的判断与定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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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超氧阴离子的能力，在一定黄酮浓度范围内呈线性关系，

且效果优于Vc和人工合成抗氧化剂BI-IT。

银杏叶黄酮含量高，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是一种很

好的功能性食品添加物，可作为抗衰老、抗癌等功能保健食

品的有效成分之一。银杏叶资源丰富，但目前尚未得到有效

利用。该研究结果对于促进银杏叶黄酮资源的进一步开发

与利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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