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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川盆地内没有自然聚落，只有市街形态出现的特殊聚落——场镇。
加之四川人口多、水陆交通方便、农业发达，在清末，场镇数量已达4000多个。
显然，这是一笔巨大的空间财富，作者数十年间跑了1000多个场镇，从中提取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数十
个作了极富个性的精彩叙述和论证。
好多文章就是在现场写的，所以又感到特别鲜活与生动，是小城镇与场镇爱好者独特的高尚人文享受
。
　　民居部分是作者精选多年民居研究中的力作荟萃，特色是把视野拓展得很宽；川黔边境岩居、云
南聚落、氐羌民居、客家民居⋯⋯而且这些都与巴蜀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者明察秋毫，再条分缕析，读来使人回肠荡气，芬芳馥郁。
　　《采风乡土：巴蜀城镇与民居续集》是作者《巴蜀城镇与民居》的续集，可供建筑、城市规划、
历史、社会、民俗、艺术等学科和部门之用，更是人文旅游专业人士深层次探索的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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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富政，巴人，发表文章百余篇、美术作品百余幅；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多次主持各类景区、建
筑的规划和设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常务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民居专业委员会委
员；四川省建筑师学会乡土建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南交通大学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西南
交通大学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西南交通大学乡土建筑研究所所长；四川旅游资源开发研
究中心副主任；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副主任；旅行家、乡土美食爱好者、足球迷、男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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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我们在前面讨论了现在观赏大佛的路线是一条人流量受到很大限制的崎岖山道。
它已经成为乐山旅游发展的瓶颈，而大佛山上山下是任何改造方案的绝境，任何欲图动一草一木的想
法都将给景区带来永无挽回的损失，受到人类共同谴责和唾骂。
　　当我们论证大佛、峨眉山为一条轴线时，似乎发现一次延伸完善古人整体思维与设计的契机，此
即前面论证的。
若换一个角度看大佛，把人流集中到佛前的对岸，先让游人正面整体观赏大佛，然后乘船过江再进入
大佛细节和局部。
若此路线成立，至少增加现人流量一倍，把现一条单向流线变成两条单向流线。
不过此法如何在大佛对岸的田野间形成人流聚散空间便成为构想又一焦点和难点。
　　笔者认为，在大佛正对岸轴线上1:1原尺度复制一个以罗城为中心的聚散空间最理想。
　　1.它和大佛同属乐山区域传统文化信息体系，均是建筑文化土特产。
　　2.虽然复制是假的，待一旦启动之后，可将收入划一定比例作维护真罗城之用。
一举两得又可解决不愿去看真罗城部分游客眼福问题，真正起到保护文物作用而不至空谈。
否则真罗城将成一堆废墟。
　　3.若按两百户规划设计，可解决乐山一定数量就业问题，并形成新的经济文化区。
　　4.核心仍是把旅游人流导向集中到大佛对岸，塑造复制一个罗城亦为了寻求一个风貌与内涵与大
佛不矛盾的空间庇护体，同时它又是一个本地的特色景观。
目的为善待游客，留住游客，多留游客。
　　空旷的大佛对岸田野，不是农家乐之类小庭院能聚集人气的，只有修建得天独厚本地景观，才能
与大佛有机谐为一体。
具体做法建议如下：　　1.逐渐净化大佛景区非传统文化信息，乐犍公路改道绕行。
延伸、扩大凌云山，乌尤山后绿化、水体、道路、建筑整治。
以步行道为主形成景区路网，其中尤重绿化，使景区最终成为森林式完美生态格局。
　　2.彻底重建过岷江大桥直达篦子上山看大佛的传统旅游路线，改为从高速路出来再过大渡河大桥
，直达大佛对面罗城游客聚散中心路线。
即游客到乐山，善导第一集中点，逐渐造成乐山游非到大佛对岸作为第一停留点不可的格局。
　　3.复制的罗城，必须是形态和原貌皆逼真的空间，使用功能则按市场要求而定。
作为聚散中心，由此可以向前看大佛整体再过江看局部，不愿过江者可返回过岷江大桥去篦子街旁。
不过，为了提高山道游客流量，最终必须形成单向流线，同时也提高了安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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