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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经30年的工业化装配式住宅小区〈br〉在日本国内，我们首先协同九州大学的菊地成朋研究室，对
于经工业化装配式住宅厂家之手建成的早期的关西独栋住宅小区进行了调查。
建成后32年过去了，当初只是由平房构成的大约200户的小区，现在几乎都变成了二层楼（图1，图2）
。
我们起初还以为那些都是经过拆除而重新建成的，但经过调查后发现有将近一半的住宅不是完全拆除
后重建的（图3），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改造，运用常规的木构方法加建了二层部分，乍
看上去还很难确认原有的一层建筑部分（图4）。
〈br〉这些一层平房的装配式工业化住宅，大小相同又都无差别地摆放在相同规模的用地上，形成了
既枯燥又单调的小区。
经过32年用户自己进行的改造，演变成了具有丰富表情的居住环境，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大拆大建的国
度里，许多住宅并未拆了重建。
需要留意的是，随着住宅小区年代的变化，许多居住者也走向了老年化。
〈br〉国际合作研究始动〈br〉正好同一时期一位瑞典友人送来一本研究报告书，是有关将1960年左
右建造的集合住宅进行更新改造的研究报告。
报告中有一些图片，其中有两张照片吸引了我的眼球（图5，图6），据说是经过了改修前后的两张照
片，但怎么也看不出是出自同一建筑物，但读了文章后发现确实是同一个建筑物。
〈br〉想要表达如此大胆的更新改造在日语中恐怕找不到适当的词，无论日语中的“改装”（Reform
），还是“大规模改修”，都是形容不够大胆的改装工程。
那么暂且用“再生”来表达吧。
虽然考虑了所对应的日语的称呼，但还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即瑞典或者其他的欧美国家，对二战后
用工业化构法建造的住宅进行再生的情形是否还有其他的案例?带着这样的疑问，为了解各国实际。
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国际合作研究体系。
〈br〉幸运的是来自5个国家的研究者、建筑师对此事积极响应并参加进来，包括法国的马克·布鲁迪
埃教授（巴黎拉维莱特建筑大学）、美国的斯蒂文·肯道尔教授（BallState大学）、德国的托马斯·鲍
库教授（慕尼黑工科大学）、丹麦的斋藤光代女士（Plan建筑事务所），以及日本的村上心副教授（
椙山女学园大学）。
瑞典的建筑师PeterAdler博士以及精通德国住宅的青木宏先生也经常协助我们。
此后，加上我的研究室的博士生、硕士生，将这项合作研究一直持续了6年。
通过此研究，我们接触到了很多集合住宅的再生案例，在本书中提及的几乎所有的案例，都是经过这
样的合作研究得来的。
〈br〉日本的滞后与本书的动机〈br〉通过这项研究使我感触最深的是，在集合住宅再生的领域上，
日本确实比欧洲滞后了许多。
〈br〉在日本真正开始建造非木结构集合住宅是在1955年成立日本住宅公团（现在的都市基盘整备公
团）以后，到现在也不过四十多年。
至今为止，日本住宅的平均拆除年数一般视为30～40年。
现在，终于到了开始正视拆除重建问题的时候。
但是，即使是拆除重建，实际中的问题也是堆积成山，很少有顺利实现的例子。
假如不采取拆除重建的方式，那么除了等着建筑物自身陈旧老化以外，是否有多种方法可以选择呢?现
实情况并非如此。
虽说日本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很多做法的好坏也无可厚非，但对于今后确实事关重大。
仅靠一时即兴的应对，长此以往其结果一定不佳。
政策、法规制度当然如此，产业结构、职业教育体制、居民的意识也需要改变。
〈br〉针对这些疑难问题，我们可以从欧美国家的先进经验中取得有用的线索。
当然，从集合住宅的供应方式、权利形态，以及有关的法规制度上，各国都不尽相同，因此各国实行
的再生方式不一定能在日本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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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他们的大胆与多样的方法上要学的东西很多。
不管怎么说，对于日本集合住宅来说，采取拆除重建以外的方式而获得成功的案例很贫乏。
很多人印象中的再生只不过是外墙重新喷涂或者重新改变户型之类的想法吧。
若真是那样．即使不选择拆除重建的方式也不会对再生抱有太大的希望。
重要的是要扩展想法，并共享这些想法。
〈br〉最近一段时间，各种杂志、报告等对这项研究的成果进行了介绍，另外在1999年的夏天召开了
由共同研究者布鲁迪埃教授、。
肯道尔教授、鲍库教授、斋藤女士参加的研讨会。
但是，由于我作为研究的负责人工作有所怠慢，还没有对成果进行整合和总结。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日本国人将关注投向既有的住宅。
公营住宅的大规模改修也开始提上日程。
对于民间“私有公寓”的管理组合（物业）来说，拆除重建方式以外的，要求居住环境改善的呼声也
越来越高。
来自亚洲的留学生们也逐渐将关注从新建筑转向再生。
非常希望这本迟到的研究总结，能给日本和亚洲带来一些联想和想法上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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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住宅再生：重获新生的欧美集合住宅》既有理论性的高度又配有浅显易懂的图表解说，适读范
围很广。
　　关于再生的思考不仅对于建筑学专业的学生、教师、研究人员以及建筑设计和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有益，而且对于我国今后构建节约型社会，发展资源循环型经济具有具体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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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欧美迎来住区再生的新时代1.1　住宅的大量建造及其终结1.1.1　大量建造住宅的时代　
　和日本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美许多地区的居住环境带来了巨大打击。
因此，这些地区同日本一样需要战后复兴。
另外，即使在没遭受战争破坏的美国和英国，战时由于停止了新建住宅，供给回国士兵及其家人的住
宅也大量缺乏。
二战后开始真正大量建设住宅，也就是Mass Housing，欧美各国在这方面先行于日本一步。
大批量建造的主角是住宅小区，其建造方法采取了比较积极的工业化构法。
特别由预制混凝土制成的墙板或楼板拼装构成结构体的大型板式构法（图1-1）。
　　住宅不足的问题，通过如此集中的批量建设，无疑会得到解决。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很多人们开始住进了通过大批量建造形成的住宅小区中。
在这些国家，大批量建设方式完成为其历史使命，但是，千篇一律的住宅外观和户型设计以及规模超
大的住区规划，成为人们批判的对象（图1-2）。
从那以后，欧美的住宅建设逐渐从高层向低层、从郊外向城市中心、从千篇一律向多样性、从巨大尺
度向人性化尺度、从中央集权的计划向住户参加型的计划、从量向质发生了方向性的重大改变。
另外，在住宅供给的策略逐渐被修正的过程中，作为大批量生产时代的产物，容纳了多数人群居于其
中的住宅也开始老化。
这样，如何实现居住环境的再生便成了重大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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