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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转化为另一种类型的动态过程。而榆林古城在初建

之时，不同地区多民族的军户、民户来到这里戍边。历史

文化名城的文化整合与文化自信相关，文化自信和榆林古

城的现代建设相关，古城建设又与文化存续相关。

相关策略建议。第一，统筹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规划

布局：参照空间序列，结合文化类型和地域文化特征进

行分层设计，可确立“山水护城”的营建理念和城市景

观。榆林卫城东依驼山，西临榆溪河，南部为泥沟河，

北锁雄石峡，正是三山（驼山、红山、黑山）环抱，二

水（榆溪、榆阳）绕流的山水格局。“群山拱卫、三河

护城”的整体大山水格局，也为榆林中心城区提供了大

尺度的山水本底和空间格局。以榆林古城作为城市拓展

的 母 题 ， 延 续 “ 山 - 水 - 城 ” 作 为 城 市 的 空 间 单 元 的 发

展模式。第二，确立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重点领域：突出

地域文化特色，面向未来发展。可基于“城市年轮”理

念的圈层引导，营造新老融合、古今一体的古城风貌。

结合榆林卫城的城墙边界和道路规划古城风貌的保护范

围，将其作为重点管控区域，同时适当划定缓冲区域，

保证古城的视线通廊和景观界面，形成环境协调区。在

环境协调区外围，结合城区自然、功能和交通组织，提

出差异化的城市风貌分区控制引导内容等。第三，明确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重点任务：发挥各自功能区的优势

与 特 长 ， 可 借 鉴 国 内 外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利 用 新 思 路 新 方

法，创建整体保护、综合利用、价值转化、展示传播等

体系，强化遗产保护利用保障措施。尤其是将划定要素

与织补空间相结合，提升整体文化形象。找出标志性地

物，探索识别重要特色风貌要素，填补古城历史空间文

化感，整合碎片化的景物，重塑榆林场所精神。位于驼

峰山的卫城东城墙与城内主要道路平行，是全城边界最

具有代表性和场所边界感的视线识别物，东城墙是整个

古 城 极 佳 的 天 然 观 景 平 台 。 对 尚 存 的 城 墙 本 体 分 类 保

护，分步骤、分类完成城墙的修缮加固和多样展示，并

提升城墙历史内涵，提供更加开放的空间意象，提升古

城的场所感。

结　论

连接城市历史、记忆、建筑环境保护、城市景观的

再认识过程，其实就是书写历史的过程。所谓“地域的

力量”就是存在于具体的城市景观及建筑空间、以及城

市众多记忆方式之中，并且能够记载并孕育普通人乃至

整个城市的记忆。陈忠实曾这样评价榆林：“陕北榆林

这个城市的每一片沙漠、每一个村庄、每一处水源，都

有其独特的文化传说。发掘这些深层底蕴的宝藏，无疑

是对这块土地最虔诚的回报。”[18]

榆 林 古 城 具 有 非 常 丰 富 且 优 秀 的 历 史 文 化 价 值 ，

尤其是文物和社会价值突出，是黄土地区人类文明的精

神家园和文化归宿。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古城本身所具有

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价值，整合并不断完善历史文化资

源利用机制，具体来讲应丰富文化遗产展示方式，争取

形成特色品牌，提高古城保护利用品质，最终呈现给公

众独特的城乡风貌。对于榆林古城的良好保护和利用展

示，将对榆林市的城市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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