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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玉溪老城空间形态保护研究》一共分为五个章节。
第一章：论述了研究背景，通过梳理国内外历史文化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提出本次研究的内容、方法
和研究框架。
第二章：分析玉溪老城的现状，对玉溪老城空间形态的历史演变、老城聚落空间格局、街巷空间形态
、建筑群体空间形态以及其他要素等进行研究，并结合玉溪老城空间形态的影响因素，归纳玉溪老城
的历史文化价值。
第三章：在对现状和调查结果分析的基础上，分析玉溪老城保护中遇到的问题和存在的矛盾，使得保
护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有的放矢。
第四章：针对玉溪老城空间的形态特点，由宏观到微观、由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探讨整体格局、自
然生态空间、人工物质空间、精神文化空间保护四个不同层面的规划设计方法，并提出相应的控制和
引导模式。
第五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归纳，提出对老城聚落空间形态保护与发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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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文，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书记兼副院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第七批昆明市中青年学术带头
人，第二届昆明市优秀科技工作者，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从事规划设计工作23年，主持各类规划设计工作若干项，获国家级、省部级、市级规划设计奖多项，
在各种核心期刊及省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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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年），由于汉族大量从江南移居新兴州屯垦，土城规模已不适应人口增长
和战争的需要，于明代正德二年（1507年）将土城进行了扩建。
　　明代万历四年（1576年），随着屯垦移民的增加，新兴州的人口己增加到近七万人。
为了适应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和提高城垣的防御能力，新兴州知州才将土城扩建成砖城。
　　民国年间（1911年-1949年），州城的建筑变化不大，只有两次改变：一是民国5年（1916年），为
了扩大对城外的暸望程度，在南北两道城门外各加筑了一道半圆形的围墙，高6.7 米，并各建确楼一座
。
二是将清代设置的“新兴州府衙”搬迁到玉峰书院，称“国民玉溪县政府”，设三堂衙门和监狱。
州府衙门拆除以后，建成一条新街，叫“新市场”，北接上新街，南通南门街。
　　老州城的商业历来都比较繁荣。
明清两代以来，新兴州就已成为滇中货物的集散地，城内九条街都是市场。
　　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2月9B云南和平解放，1950年1月1日在州城成立了玉溪专区专员公署和
玉溪县人民政府。
此时，州城已是中共玉溪地委、玉溪专员公署、玉溪军分区、中共玉溪县委、玉溪县人民政府和棋阳
区人民政府的驻地。
1950年冬，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州城开始整修街道，疏通下水道，切除大正街两边的腰厦
，同时开始拆除老城墙。
1952年拆除大正街的北极宫，建成人民电影院（后改为红旗剧场，今已拆除待建）。
以后又拆除财神庙，建成新兴影剧院。
在老城外下新街（今人民路）延伸段，建盖了人民电影院。
在老城外新建的玉江路旁建盖了玉溪剧场。
与此同时，人民政府加大了州城基础建设的投资，使州城的建设日新月异，突飞猛进。
　　玉溪老城是明清时期戍兵屯田的一方重镇，同时又是鱼米之乡、滇南大门，具备重要的交通和贸
易流通的功能优势，因此，其老城聚落空间形态不仅注重城池布局和防御，还设置了繁华的商贸街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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