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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化背景下大都市地区的快速发展深刻影响着

都市区域中的小城镇 [1-2]。如何在应对诸多挑战的同时，

依托自身资源并把握良机迅速崛起，成为这些小城镇

的共性问题 [3-4]。

镰仓（かまくら，Kamakura）是日本神奈川县的

沿海城镇，位于东京圈（由东京和三个邻县——埼玉、

神奈川、千叶组成）内，2018年居民人口数为 17.63万，

总面积约 40 km2。12 世纪末源赖朝（みなもとのより

とも）在此创建幕府而成为政治中心，14 世纪随着幕

府倒台进入历史衰退期，直至江户时期又逐渐恢复生

机。如今的镰仓已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文化旅游城市，

2018 年游客总数达到 1 987 万，游客满意度 88.1%[5]。

虽然镰仓并非东京都直接下辖行政单元，且其在历史

上的古都地位也并非一般小城镇可比拟，但从相互经

济关系和体量关系上，对研究国内大都市地区中心城

市与周边小城镇的融合发展有着一定的可借鉴性。

解析镰仓如何实现转型发展，以及在转型发展过

程中又是如何保护和利用历史资源，将有助于我们汲

取经验应用于制定大都市地区的城镇发展策略。根据

《镰仓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 年 9 月）[6]，镰仓各

部门制定了 11 个发展策略，包括土地利用方针，自

然环境保护、修复方针，城市景观建设方针，循环型

社区营造，交通系统治理，住宅、居住环境治理，城

市防灾减灾，健康福祉社区营造，产业环境治理，观

光、文化、体育、娱乐环境治理，城市中心区与周边

整治。本文重点分析镰仓在依托区位优势和自身资源

条件方面的发展策略，未就规划措施方面进行全面详

细的介绍。

摘要：大都市地区小城镇的发展策略直接关系到城乡融合发展问题。已经成为

国际知名文化旅游城市的日本镰仓，历经 800 年的发展实现复兴，既充分发掘

历史赋予的文化遗存资源，也充分利用区位与现有资源，并且采取积极的保护

支撑措施。本文在简析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归纳了镰仓所采用的 4 个发展策

略——依托良好的自然环境及景观资源发展休闲宜居功能、依托著名的历史文

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依托东京优势产业发展动漫旅游与圣地巡礼活动、邻近

大都市地区的区位条件为镰仓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以及 4 项支撑镰仓转型发展

的保护措施——历史风貌保护、城市景观控制、绿地系统保护、旅游交通拥堵

对策，希望对国内的大都市地区小城镇发展提供借鉴。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mall towns in metropolitan area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proble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Kamakura, a small town in Japan, is 
a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cultural tourist city. It has achieved a renaissance over 800 
years of development. It not only fully excavated th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endowed 
by history, but also fully excavated the location and actual resources, and took positive 
measures in protection and support. Based on a brief analysis of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this paper summarizes fou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o develop leisure and livable 
functions based on a good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landscape resources, to develop 
cultural tourism based on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to develop the 
animation industry and holy land patrol activities based on Tokyo’s superior industries, 
and to provide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Kamakura based on the 
location that neighboring metropolitan areas; and four protection measures: historical 
style protection, urban landscape control, green space system protection, and tourism 
traffic congestion countermeasures. Therefore, we hop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small cities and towns around metropolis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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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镰仓转型发展的演变历程

镰仓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从早期鼎

盛走向衰退，以及从沉寂走向复兴。尽管中间经历了 100 多

年的沉寂，但其漫长的 800 余年历程中贯穿着深刻的内在联

系。早期鼎盛时期不仅给镰仓带来了政治中心地位，还赋予

其文化中心地位，后者成为支撑镰仓再次繁荣发展的重要因

素之一。

1.1  从鼎盛走向衰退：幕府时代的辉煌及其历史遗存
镰仓在日本历史上的早期辉煌始于 12 世纪幕府创建所

带来的政治中心地位，历经 100 多年后毁于幕府的倒台。

1192 年，源赖朝率领关东地方的武士团创建幕府，形成

日本历史上的镰仓时代（1192—1333 年）。镰仓成为这一时

期的“武士之都”，是日本当时的政治中心 [7-8]，经济、文化

等各个方面也由此取得巨大发展 [9]，期间建造了大量的幕府

建筑和武士宅邸，以及神社和寺院。同时，武家社会与宗教

文化结合，创建了以鹤冈八幡宫和镰仓五山为代表的神社佛

阁体系，建立了禅宗寺院的等级制度，建成了居首位的建长

寺，以及圆觉、寿福、净智、净妙等寺院。镰仓与京都、奈

良共同成为日本的三大古都。

然而镰仓成于幕府时代的辉煌，也毁于幕府的地位衰落

及最终灭亡。1333 年，镰仓幕府灭亡，足利氏（あしかがし）

在京都开设幕府。此时的镰仓虽然仍为镰仓府管辖关东十国

之一，但地位已显著下降，与京都的对立也日渐激烈。失去

政治中心地位的镰仓，人口开始明显减少，城市发展也逐渐

衰退。1455 年在下总国发生了古河争战之后，镰仓退回到

以农业和渔业为主的乡村小镇状态。

尽管如此，镰仓时代的神社、寺院和已经形成的建筑风

貌以及宗教文化，成为其辉煌时期的重要历史遗存。

1.2  从沉寂走向复兴：江户时期至今的文化旅游功能发展
沉寂了 100 多年（1455—1603 年）后，镰仓在江户时

期（1603—1867 年）逐渐恢复活力，演变为如今著名的历

史文化旅游城市。

江户时期，幕府决定复兴镰仓的寺社，为此将其直接控

制下的鹤冈八幡宫尊为幕府神社并进行多次修葺，此后陆续

重建了英胜寺、圆觉寺、东庆寺、建长寺、大名家神社等寺

社。镰仓由此开启了逐渐复兴发展的道路。

明治时期（1868—1912 年），镰仓逐渐成为宜居和休疗

养的场所，吸引了陆海军高官们和中高层社会人士的聚集。

1884 年，由比浜开设了海滨浴场；1889 年，横须贺铁道线

开始运营；1910 年，连接藤泽与镰仓的江之电铁道全线通

车（1902 年部分开通），旅游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在镰仓拥

有别墅成为上流阶级的象征，越来越多的哲学、艺术、绘画、

工艺、音乐、戏剧等方面的人才开始迁居至镰仓。

大正时期（1912—1926 年），为调和外来精英阶层与当

地居民之间的矛盾，外来的社会精英们发起成立社会捐助组

织并积极开展公益性建设活动。1915 年，外交官陆奥广吉

伯爵、西洋画坛泰斗黑田清辉、外交官荒川巳次、神奈川县

知事大岛久满次、银行董事池田丰收、医师会会长胜见正成

等发起成立“镰仓同人会”[10]，积极支持历史遗迹保护、公

共设施建设以及卫生事业，并与政府一起开展宜居城市建设，

改善与当地居民间的关系。镰仓同人会也由此成为镰仓市历

史最悠久的社会捐助组织。

昭和时期（1926—1989 年），为支持市民活动，镰仓成

立非营利组织并设置了“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镰仓市市民活

动中心运营审议会”，积极推动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和开展公

共活动，旅游业声望不断提高。

近年来，镰仓的国际知名度不断升高，成为重要的文化

旅游观光地。2009—2015 年间，镰仓游客数量整体较为稳

定，2016—2018 年才逐年下降（表 1），其主要原因分别为：

2016 年 4 月熊本地震、2017 年夏季关东大型台风以及 2018
年冬季降温，可见镰仓的发展显著受到自然条件影响。2018
年，镰仓的游客总数约为 1 987 万，1 月、5 月和 6 月是镰仓

的旅游旺季（图 1）。由于镰仓位于首都圈附近，居住于首都

圈可当天往返观光，因此游客在市内留宿者较少。2018 年

一日游人数约为 1 956 万（大部分游客会在下午 5 点或 6 点

之前离开镰仓），占总游客数量的 98%，留宿人数仅为 31 万。

但是回头客明显较多，观光 2 次以上的游客占比 84.5%，4
次以上的游客占比 60.7%[5]。

2  镰仓的转型发展策略

总体来看，镰仓的复兴发展既受益于东京圈的区位优势、

滨海风景资源优势以及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也直接受益于近

年来日本动漫等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以及一系列文化活动

的开展。此外，传统风貌的保护和场景的塑造及传播，也同

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转型发展的角度，可归纳出以下四个

方面的策略。

2.1  依托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景观资源发掘休闲宜居功能
镰仓是东京近郊著名的休憩地，是休闲与冲浪之都，被

誉为东京后花园。镰仓地处丘陵，三面环山，南临相模湾，

海拔在 50~150 m 左右（图 2）[11]，不仅气候温暖，植被覆

盖率高，而且拥有良好的海湾景观，以及全年不间断的花季 

（表 2）来传递四时不同的魅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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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9—2018 年各月游客总数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

表 1  游客总数的变化

年份 游客总数 / 人 同比（上一年） 一日游人数 / 人 同比（上一年） 住宿人数 / 人 同比（上一年）

2009 18 833 713 97.4% 18 508 944 97.3% 324 769 99.0%

2010 19 486 481 103.5% 19 142 719 103.4% 343 762 105.8%

2011 18 110 868 92.9% 17 810 458 93.0% 300 410 87.4%

2012 19 743 182 109.0% 19 423 919 109.1% 319 263 106.3%

2013 23 083 038 116.9% 22 743 012 117.1% 340 026 106.5%

2014 21 956 245 95.1% 21 617 386 95.1% 338 859 99.7%

2015 22 925 780 104.4% 22 581 357 104.5% 344 423 101.6%

2016 21 285 103 92.8% 20 948 468 92.8% 336 635 97.7%

2017 20 423 829 96.0% 20 103 302 96.0% 320 527 95.2%

2018 19 870 715 97.3% 19 564 987 97.3% 305 728 95.4%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

图 2  镰仓景观资源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6]

表 2  镰仓一年四季不间断的花季内容及其观赏处

月份 季节花卉 推荐观赏处

1 月 万作金缕梅、黄水仙 瑞泉寺、净妙寺、明月院

2 月 梅花 东庆寺、荏柄天神社、円觉寺

3 月 白木莲 円觉寺、东庆寺、明月院

4 月

樱花 建长寺、円觉寺、鹤冈八幡宫、光明寺

海棠 妙本寺、海藏寺、安国论寺

棣棠 净智寺、海藏寺

5 月
紫藤 鹤冈八幡宫、长谷寺、安国论寺

杜鹃花 安养院、净智寺、长谷寺

6 月
菖蒲 东庆寺、明月院

紫阳花 円觉寺、长谷寺、明月院

7 月 莲 建长寺、净妙寺、本觉寺

8 月 百日红 宝戒寺、本觉寺

9 月
彼岸花 鹤冈八幡宫、长谷寺

荻花 建长寺、宝戒寺

10 月 秋明菊 净智寺、瑞泉寺、长谷寺

11 月
银杏 鹤冈八幡宫、荏柄天神社、净妙寺

枫叶 円觉寺、建长寺、长谷寺

12 月 蜡梅 净智寺、明月院、瑞泉寺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2]

镰仓的紫阳花（在中国被称为绣球花）季节；7 km 长的

海岸线和海滨公园是夏日海水浴的好地方，吸引了很多人

在这里冲浪；天晴时可以看到富士山，也成为吸引游客的 

亮点之一 [13]。

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景观资源吸引了大量游客，2018 年

镰仓海岸旅游人数约 190.17 万人，占来镰仓旅游人数总数

的 10%。

2.2  依托著名的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
镰仓的历史遗产非常丰富，至今仍很好地保留着许多大

佛、古寺、神社等历史遗迹，这些历史遗迹主要分布在山间

谷地 [11]（图2）。除了早期的历史文化遗产，江户时代中期以来，

历史上，镰仓能够吸引陆海军高官和很多中高级人

士汇聚居住，从而促进地方的复兴发展，与良好的自然生

态环境和景观资源优势有着直接关系，这也是镰仓当时得

以成为休疗养地的重要原因。例如：6 月份旅游旺季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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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陆续建造了很多文化设施，例如神奈川县立近代美术馆

分馆，镰仓市立国宝馆、文学馆和历史文化交流馆等，以及

大船花卉中心、川喜多电影纪念馆、镝木清方纪念美术馆等，

这些文化设施为促进文化旅游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

镰仓还积极推动各类文化活动，例如 1946 年开始举办镰仓

祭，1949 年开始举办镰仓花火大会，1959 年开始举办“镰

仓薪能”①观光文化活动。寺院和神社基本每个月都有祭典

活动（表 3），例如每年元旦的“初诣”，人们争先完成新年

里的第一次参拜，大的寺庙总是爆满，使得 1 月成为镰仓的

旅游旺季。

配合旅游业的发展，在精心保护文化遗产的基础上，镰

仓完善了多处观景展望台，为游客提供良好的远眺视点。部

分神社寺庙也建有观景平台，例如长谷寺的展望台是镰仓非

常知名的观海点。

2018 年，去镰仓的神社和寺庙旅游的总人数（包括去

鹤冈八幡宫、钱洗弁财天宇贺福神社旅游的人数相加之和）

约 1 732.31 万人，占旅游人口总数的 87%。江户时代中期

以来建成的文化设施（包括县立近代美术馆分馆、市立镰

① 在秋季举办的惯例活动。“薪能”就是在篝火映照之下，表演日本传统的能剧、狂言剧。

② 引自 https://mp.weixin.qq.com/s/d9jxAcEOkZab90nVMglK8w：“酷日本”战略是在日本内需持续减少的严峻经济环境下逐步酝酿形成的，其目

标是通过动漫、电视剧、音乐等文化产品以及以“衣食住”为代表的日本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海外输出，展示日本的魅力，最为重要的是要将这

种魅力转化为日本商品的附加值，以此与新兴国家竞争全球市场，重振日本经济。

③ Animation， Comic， Game， Novel 的合并缩写，即动画、漫画、游戏和小说。

表 3  镰仓主要祭典与活动

举办日期 祭典与活动的名称 说明

1 月 4 日 鹤冈八幡宫手斧始式 新年开始神社的首个重要活动，昔日重要木造建筑开建前举办的“开斧”仪式

1 月 5 日 鹤冈八幡宫除魔神事 以传统的弓马术表达驱散邪魔的愿望

4 月第 2 个周日—第 3 个周日 镰仓祭大游行
在鹤冈八幡宫，由神轿和乐队等组成游行队伍，再现日本中世纪武士社会风情。第 2 个周

日上演“静之舞”，第 3 个周日举行“流镝马”（日本的一种弓马武术）

5 月 5 日 鹤冈八幡宫菖蒲祭 类似于中国的端午节活动

6 月 30 日 鹤冈八幡宫大祓式 神道教仪式，有点像西方的洗礼

7 月 7 日 鹤冈八幡宫七夕祈愿祭
从中国传来的节日，人们会将写着各种愿望的仿梶叶形状的色纸和长条形的绘马，系在举

行七夕祭的舞殿周围，供奉于神社

7 月 15 日 建长寺三门梶原施饿鬼 佛教仪式，用以超度饿鬼道亡灵

立秋前日—8 月 9 日 鹤冈八幡宫夏越祭 纪念源实朝公诞辰，届时能看到巫女跳夏越舞

8 月 23—24 日 镰仓花火大会 先将焰火弹放入水中，然后在水面上观赏焰火

9 月 14—16 日 鹤冈祭
举行镰仓神乐（祭神时演奏的音乐）奉纳、献茶会、献花会、日本舞蹈、赛马、相扑、田乐（插

秧节的舞乐）、狮子舞（头戴木制狮子头祈求丰收的舞蹈）等各种传统活动

10 月上旬 镰仓宫镰仓薪能
多在日落后举行，在篝火的映衬下表演能剧、狂言、仕舞多项日本传统艺术，经常会有国

宝级艺术家亲自到场演出，2014 年的狂言表演者为野村万斋

10 月 16 日 鹤冈八幡宫御镇座纪念祭 女巫着旧时衣饰，以歌舞形式纪念迁宫日

12 月 31 日 鹤冈八幡宫大祓式 除夕特定仪式

注：祭典与活动名称为日文原名的汉字化称谓。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2]

仓国宝馆、市立镰仓文学馆、大船花卉中心、川喜多电影

纪念馆、镝木清方纪念美术馆、市立镰仓历史文化交流馆）

也吸引了 40.75 万游客，占旅游人口总数的 2%。

2.3  依托东京优势产业发展动漫旅游与圣地巡礼活动
日本有“动漫王国”之称，东京因集中了日本 78.8% 的

动漫企业被称为“动漫之都” [14]。镰仓依托东京动漫产业优

势，在“酷日本战略（Cool Japan）”②背景下 [15]，大力推进

动漫文化产业发展和圣地巡礼活动，成功吸引了大批新一代

的年轻人。

圣地巡礼是 ACGN ③圈中的一种亚文化，指的是热心粉

丝寻访动画作品取景地以及与作品、作者、制作公司相关且

被粉丝认为有价值的场所（也就是所谓的圣地），并对地域

周边进行探访的活动 [16]。通过这样的旅行，爱好者感受到自

己仿佛置身于动画作品的世界里，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角色

以及作品所要表达的情感 [17]。圣地巡礼是除动漫展馆、主题

公园、动漫节会这些常见的日本动漫旅游发展模式以外的另

一种模式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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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是《灌篮高手》《镰仓物语》《海街日记》《向阳处

的她》《倒数第二次恋爱》《有喜欢的你》等多部日本漫画、

电影和剧集的取景地，同时也是现实和二次元的临界点。《灌

篮高手》取景地是日本动画旅游协会推荐的圣地之一 [21]，现

实场景与动漫场景在镰仓实现了高度融合，这也为圣地巡礼

提供了特有的场景体系，很多动漫迷为了感受《灌篮高手》

的热血青春到镰仓进行圣地巡礼。

基于《灌篮高手》中的取景地，镰仓主要以“点”和

“线”两个方式将圣地巡礼融入沿海岸的景点打造（表 4）。
“点”主要包括镰仓高中车站和镰仓高中（神奈川県立镰

仓高等学校），“线”主要包括江之岛电铁（简称江之电）

沿线和湘南海岸（图 3）。有轨电车江之电沿海岸线运行，

往返于镰仓与藤泽市之间，贯穿了镰仓与江之岛的所有热

门景点。电车行驶速度较为缓慢，在担负当地人通勤和上

学的代步任务外，已经成为旅游观光的重要载体和体验 

对象。

表 4  镰仓沿海岸有关《灌篮高手》的场景地

方式 具体位置 动漫场景

点

镰仓高中车站 樱木花道与赤木晴子打招呼的取景地

镰仓高中

陵南高中的原型，从学校前往车站（约 8 分钟）的

坡道是湘北前来比赛后赤木刚宪说的那句“我们来

日方长”的场景地

线

江之岛电铁 把樱木花道和赤木晴子隔开的电车

湘南海岸

流川枫时常飞驰而过的那片海岸，《灌篮高手》最终

集中，樱木在海边附近休养，与在海边跑步的流川

枫相遇，这一场景中的海滩便是湘南海岸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3  取自镰仓的漫画场景与现实场景的对比
资料来源：图 a引自 http：//travel.qunar.com/p-pl4527039，图 c、图 e、图 j引自 https：//www.sohu.com/a/226255508_99981122，图 h引自 https：//www.douban.com/photos/photo/1728018404/，图 b、

d、f、g、i、k为作者拍摄

a. 镰仓高中车站的漫画场景 b. 镰仓高中车站现实场景 c. 镰仓高中车站十字路口漫画场景 d. 镰仓高中车站十字路口现实场景

e. 镰仓高中漫画场景 f. 镰仓高中现实场景 g. 镰仓高中现实场景 h. 江之岛电铁漫画场景

i. 江之岛电铁现实场景 j. 湘南海岸漫画场景 k. 湘南海岸现实场景

2.4  邻近大都市地区的区位条件为镰仓的发展提供了重

要支撑
镰仓位于东京市西南 50 km 处，周边环绕着横滨市、藤泽

市和逗子市。镰仓距离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分别约 1 小时和 2
小时车程。从东京到镰仓主要有两种交通方式，乘坐 JR（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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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lways，日本国有铁路公司，下称 JR）的线路或者小田急电

铁（日本首都圈八大私有铁路线之一）线路 [22]。国营的 JR 线

有多条路径可以到达镰仓，分别是从东京、新桥、品川等站出

发的 JR 东海道线、JR 横须贺线，从池袋、新宿、涩谷等副都

心站出发的 JR 湘南新宿线；私营小田急电铁价格比 JR 便宜，

以新宿为始发站（图 4）。搭乘 JR 电车或小田急电铁从东京市

区到镰仓均需约 50~60 分钟（表 5），为当天往返提供了便利。

除了交通区位临近东京，基于镰仓的发展演变历程和发

展策略，可以看出镰仓在功能、产业和战略发展方面都直接

受到东京的影响。在功能方面，镰仓作为宜居和休疗养的场

所，吸引了大都市地区的中高层社会人士的聚集，充分发挥

了大都市地区的良好区位和休闲宜居特色，推动更具稳定性

的中长期定居和休闲宜居类服务功能；在产业和发展战略方

面，大都市地区对周边旅游地具有极大的带动作用，镰仓则

积极承接东京都市观光旅游的客源输出，依托东京作为 “动

漫之都”的产业优势，在“酷日本战略”背景下，大力推动

文化旅游、动漫旅游的发展。

3  多类型保护措施支撑起镰仓的转型发展

为了促进持续性的复兴发展，镰仓市陆续制定了一系列

保护性措施，涉及历史风貌、风土景观、绿地系统等方面，

同时还针对旅游带来的交通拥堵问题采取专门措施，这些措

施对于镰仓的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3.1  历史风貌保护
1966 年日本颁布了《关于在古都保存历史风貌的特别

措施法》（下称《古都保护法》，也有学者称之为《古都保存

法》）[23]。《古都保护法》对文物古迹及其周边环境的保护提

出了明确要求 [24]。根据《古都保护法》，对于指定的 10 座历

史文化城市①要划分出若干“历史风貌保护区域”，制定“历

史风貌保护计划”，确定“历史风貌特别保护地区”（需要保

护的核心区域），从而对开发商的建设行为进行限制，保护

古都的人文和自然环境 [25]。镰仓是《古都保护法》指定的

10 座受保护城市之一。

图 4  从东京到达镰仓的铁道线路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2]

表 5  部分地区到镰仓的交通线路及时间

出发地 线路（时间） 中转地 总时长 备注

成田机场 成田特快（110 分钟），JR 横须贺线（10 分钟） 大船 120 分钟

羽田机场 京急机场线（30 钟），JR 横须贺线（25 分钟） 横滨 55 分钟

东京 JR 横须贺线（60 分钟） — 60 分钟 直通车

品川 JR 横须贺线（50 分钟） — 50 分钟 直通车

新横滨 JR 横滨线（15 分钟），JR 横须贺线（25 分钟） 横滨 40 分钟

小田原 JR 东海道线（40 分钟），JR 横须贺线（10 分钟） 大船 50 分钟

新宿
小田急小田原线（60 分钟），江之电（35 分钟） 藤泽 95 分钟

JR 湘南新宿线（60 分钟） — 60 分钟 直通车

横滨 JR 横须贺线（25 分钟） — 25 分钟 直通车

大宫 JR 湘南新宿线（90 分钟） — 90 分钟 直通车

新大阪 JR 东海道新干线（150 分钟），JR 横须贺线（50 分钟） 品川 200 分钟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2] 

① 《古都保护法》指定保护 10 座城市，包括著名的奈良、京都、镰仓三大古都，此外还有大津市、斑鸠市、天理市、橿原市、樱井市、明日香

村和逗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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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古都保护法》，在镰仓划定的“历史风貌保护区

域”约 989 hm2，占全市面积的 24.8%，其中历史风貌特别保

护地区 573.6 hm2，约占全市面积的 14.5%（表 6，图 5）[26]。

保护区划定之后，不仅区内文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山脊及

其周边那些历史上形成的整体建成环境，也都被纳入保护的

范围。

3.2  城市景观控制
镰仓于 1995 年制定《镰仓市城市景观条例》，2004 年

颁布《景观法》，2007 年制定景观规划，对一些风景区设

置高度限制 [27]。2008 年，镰仓发布《镰仓城市景观区划决

定和公告》（下称《公告》），指定了以镰仓站和北镰仓站为

中心的城市景观地区（图 6），并且划定了 7 个分区（若宫

大路周边商业区、观光型商住混合区、商住混合区、沿路

住宅区、旧城区住宅区、古户住宅区、海滩商住混合区） 

（图 7），总面积为 224.8 hm2，占全市面积的 5.6%[28]。

为了与景观地区周边的资源、地形、街道、建筑物、海

滨、绿化相协调，《公告》规定了景观地区建筑物的最大高

度、屋顶颜色以及外墙颜色 [29]。其中建筑物最大高度为 15 m，

低层住宅专用地区的建筑物最大高度为 10 m ；屋顶和外墙

颜色采用蒙塞尔色系（将颜色按色调、明度、彩度三个属性

排列）进行限制，譬如色调在 0YR~5Y 之间的，彩度要在 4
以下（若宫大路周边商业区例外，彩度限制为 6 以下），其

他色调的彩度要在 1 以下（若宫大路周边商业区例外，限

① 在日语中，“切通”指开凿出来的山路。

图 5  镰仓市历史风貌保护区的分布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6] 

N

图 6  镰仓景观地区
图片来源：参考文献 [28]

N

图 7  镰仓景观地区分区
图片来源：参考文献 [28]

N

表 6  历史风貌保护区域和历史风貌特别保护地区的指定状况

历史风貌保护区域 历史风貌特别保护地区

名称 面积 / hm2 名称 面积 / hm2

朝比奈地区 142 朝比奈切通①（镰仓七口）特别保护地区 7.0

八幡宫地区 308

瑞泉寺院特别保护地区

净妙寺特别保护地区

护良亲王墓特别保护地区

建长寺—净智寺—八幡宫特别保护地区

永福寺迹特别保护地区

寿福寺特别保护地区

119.0

8.1

2.0

172.0

5.7

18.0

大町—材木

座地区
174

妙本寺—衣张山特别保护地区

名越切通特别保护地区

67.0

20.0

长谷—极乐

寺地区
207

大佛—长谷观音特别保护地区

极乐寺特别保护地区

稻村崎特别保护地区

110.0

9.8

6.0

山之内地区 158 圆觉寺特别保护地区 29.0

面积共计 989 面积共计 573.6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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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为 2 以下），外墙颜色的明度要在 6 以下（图 8，表 7）
等等，非常详细，同时也允许存在一些差异，例如若宫大

路周边由于是商业区，建筑形态及色彩相对多样，对其彩

度的限制较低，允许的彩度范围较广。同时，《公告》还规

定了在风景名胜区中建造建筑物（指建筑物的新建、扩建、

改建或搬迁，以及外观的修葺或外观颜色变化）时，必须

事先提出申请，并获得市长的批准，才可以开始施工（《景

观法》第 63 条第 4 款 [30]）。

3.3  绿地系统保护
镰仓于 1996 年制定了为期 20 年的绿地系统规划，并定

期进行评估和修编 [31]。镰仓绿地系统规划从环境保护、景观、

游憩、防灾四个方面入手，提出了保护历史文化资源、形成

城市景观、提供游憩场所、提高生活舒适度、生态保育、调

剂城市环境负荷和防灾减灾七项体系的绿地布局 [32-33]，对丘

陵树林地、山间谷地、海岸线、建成区等的绿地进行有效 

保护（图 9）。
根据《首都圈近郊绿地保护法》，镰仓市郊区绿地保护

区域面积约为 294 hm2，约占全市面积的 7%，其中郊区绿地

特别保护区域的面积约为 131 hm2，约占全市面积的 3%[34]。

在郊区绿地保护区内，新建、翻新或扩建建筑物及其他工程，

包括住宅用地开发、土地开垦、泥沙收集、矿产开采和其他

土地性质变化，以及伐竹、填水面或填海活动，都必须提前

通知县知事。

此外，镰仓通过建设大量公园来增加绿地面积，截至

2015 年 4 月 1 日，镰仓共有 248 个城市公园，总面积为

149.2 hm2，人均公园面积为 8.6 m2（图 10）。

3.4  交通拥堵对策
旅游业发展和旅游设施集中容易带来交通拥堵，特别是

鹤冈八幡宫、镰仓大佛等观光地周边的干线道路上，交通堵

图 8  《公告》中外墙和屋顶的颜色限制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8]

表 7  外墙和屋顶的颜色范围

房屋部位 地区 色调 明度 彩度

屋顶颜色

若宫大路周边商业区

0YR~5Y 之间

—

6 以下

其他 2 以下

其他区域

0YR~5Y 之间

—

4 以下

其他 1 以下

外墙颜色 所有区域

0YR~5Y 之间

6 以下

4 以下

其他 1 以下

注：  蒙塞尔色系以五个基本色——红（R）、黄（Y）、绿（G）、蓝（B）、

紫（P），以及五个中间色——黄红（YR）、黄绿（YG）、蓝绿（BG）、

蓝紫（BP）、红紫（RP）作为基准，并且在色相名前标上数字以精

确表达色调。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8]

图 9  镰仓市绿地保护分类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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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非常明显，休息日表现得更为突出，给市民的日常生活带

来明显不便，也造成环境品质下降和公共交通便利性降低，

紧急情况下甚至会影响救助车辆的通行。

为了应对交通拥堵，镰仓采取积极行动，于 1996 年成

立了交通规划研究小组，在“抑制汽车流量”的基础上，针

对“公共交通换乘”“提高步行率”等提出了 20 项措施，从

2001 年开始相继实施 [35]。譬如为了鼓励公共交通，镰仓发

行了多种公交优惠券，包括江之电一日车票（一日之内在藤

泽—镰仓之间乘坐江之电可以凭此票无限制上下车）、江之

岛一日周游券（一日内在镰仓—江之岛区域乘坐 JR 线、江

之岛电铁线、湘南单轨列车 3 条线路可凭此券无限制上下

车）、镰仓周游环保优惠券（凭券可在江之电的镰仓站到长

谷站之间无限制上下车 ；无限制乘坐 5 条特定线路的公共汽

车；镰仓地区特定景点门票有折扣 ；随券赠送镰仓观光指引

地图）等 [36]，其主要目的在于鼓励游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

往目的地。

2017 年，日本的国土交通部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选定镰仓市作为旅游交通创新试点地区之一

（另一个试点地区为长野县的轻井泽町），与警察和旅游部

门合作进行区域交通拥堵对策的实地试验。为此，成立了

由专家和相关组织组成的“镰仓地区旅游拥堵措施实验委员

会”，从 2017 年开始每年举行地区旅游拥堵对策实验评议会。

每次会议都会发布镰仓的交通状况、ICT/AI 技术利用成果、

交通流实例分析以及未来发展思路 [37]。

镰仓利用 ICT/AI 技术预防交通拥堵的措施主要包括：

通过不停车电子收费系统（ETC: 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2.0
车载器和路测机来收集和探测位置、速度、急刹车、路径等

信息（图 11）；通过 AI 图像处理功能调查交通流量和车辆起

止点（OD: Origin-Destination）信息；通过手机信令数据分

析交通流量（图 12）；最后，基于上述调查结果进行交通管

制和道路定价。

4  结论和启示

大都市地区的小城镇通常有着相比其他地区更为便利的

发展条件，包括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相对庞大的潜在人流

和较高的消费水平 [38]。然而大都市地区小城镇如何开创自己

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仍然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这个议题

在国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特色小镇建设的背景下，更

值得关注。

相比其他小城镇，镰仓拥有古都历史、独具的自然环境

以及景观资源这三大优势。但是通过研究可以发现，镰仓的

复兴发展绝非这些优势资源的自然推动，特别是近几十年来

的发展并未简单地延续江户时代以来的进程，而是融入了多

图 10  镰仓市公园绿地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6]

图 12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分析的镰仓市 14时左右滞留人数（2017 年
11 月 23—26 日的日平均数据，栅格精度 100 m）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7]

图 11  镰仓市交通调查设备的安置状况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7]



109 2023 Vol.38, No.1国际城市规划

殷清眉  栾峰  范凯丽    大都市地区小城镇的发展策略 —— 以日本镰仓为例

方面的战略性选择和行动。

首先，镰仓的发展充分挖掘了自身在历史文化资源和自

然景观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休闲观光和文化体验等旅游业因

此得以蓬勃发展。同时，采用游客分散化对策（包括季节性

和地域性分散）提高游客满意度。在季节性方面，传播四季

不同魅力的信息，谋求游客在各季节的分散；在地域性方面，

基于地域特有视点，开发、普及并利用旅游资源的深奥魅力

和隐藏价值，将游客相对不集中的观光点和游客不知道的潜

在观光点作为新的观光资源加以利用，引导游客。此外，镰

仓从历史风貌、城市景观和绿地系统三个方面加强保护优势

资源，制定了相关规划和法规，为这些资源支持地方可持续

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其次，镰仓的发展充分依托日本在动漫产业方面的优势，

借助动漫产业创造了现实场景与二次元的无缝对接，吸引了大

量年轻人，开发了动漫旅游的新领域。历史与现实文化资源的

积淀和一系列文化活动的推动，明显提升了文化场景的持续吸

引力，这也是镰仓能够吸引很多回头客的重要因素之一。

再次，镰仓既充分利用邻近大都市地区的便利交通优势，

又积极引入现代技术，很好地协调了吸引大量游客与改善地

方交通拥堵之间的关系，为市民的日常生活便利作出了积极

的努力。这也为很多同样规模较小和接待能力有限的村镇提

供了重要借鉴。同时，原住民的正常生活，通常也是提升村

镇旅游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镰仓总体的发展策略是以旅游为基础，促进

相关产业发展，进而形成更为稳定的发展动力。具体而言，

充分利用回头客多的特点，借助大都市地区的良好区位和自

身的休闲宜居特色，充分挖掘历史资源，发展文化旅游，借

助日本的文创产业，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动漫观光产业，探

索出结合创意产业等的发展来推动更具稳定性的中长期定居

和休闲宜居类服务功能，进一步减少自然条件影响，引入更

长久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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