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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回顾数十年来住宅区的设计动向，出现过许多建筑的提案和理论。
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求得正确答案，也为了丰富住宅区的内容进行了种种尝试。
在这一时代，国界意识淡化，不仅信息广泛传播，建筑师也相互交流。
建筑物与街道的边界、设施种类的原意也都发生了变化，生活行为与市街形态的关系被重新认识。
建筑师的职能含义也发生了转换。
　　我们不认为住宅区应与其他形态的建筑一样要紧跟时代，为追逐各个时期的主题而纵向展开，而
认为应将各种提案和理论横向排列，以开拓思路，积累设想及设计主题。
要排除权威主义，不作为革命家去冲锋陷阵，而要与他人有共同的感受及感性联系，相互协调，参与
到各个现场，在不同场合，与各种各样的人交流想法，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建造人们所需要的场所
设施。
　　都市总是处在发展状态，住宅区也存在于时间的过程之中。
住宅区作为生活容器如何存在？
对此，我们期望着出现有实用价值的提案和理论。
　　各种提案和理论，如何变成方法和建筑词汇，并以何种形式留存至今，这才是本书的主题。
　　“住宅”是表现状态的词汇，我们曾经在各个场所观看住宅区的现状，确认什么还在继续存在。
这也是我们写此书的原动力。
我们期望本书对实用性住宅的产出起一点帮助作用。
　　本书选出的18个实例是1970年以后日本建造的住宅区，这一时期的建筑师把住宅区作为自己的命
题，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追寻并扩展主题，从而产出这些结果。
当然，在住宅区的理论中，应该提出的重要实例还有很多。
　　在住宅区现场的直接感受很重要，但是一般来说难以到各个现场去看实例，各种实例的照片也不
是竣工时的照片，而是经过了时间的推移，是现在的生活空间与现实视点的写照，这其中含有许多与
住宅区主题相关的重要信息。
为了便于理解，各个项目以配置图与住户平面图作为主要资料。
卷末附有重要部分的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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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住宅区感兴趣的建筑师，以建造实物为目的，将日常积累的资料汇集而成，不同于研究或业
务用书，是非常有益的实用资料。
通过照片、细部详图及文字，介绍了18个集合住宅的优秀实例，对建筑设计、房地产、城市规划方面
的从业人员及相关专业的学生有很强的参考意义，是业内人士案头常备的工具书。
    本书适用于建筑师及广大建筑院校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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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区”就是指住宅开发区像飞石一样从市区飞向遥远的郊外，再由此飞沫般地散开。
　　但这样的膨胀已接近极限。
1970年前后，“供给用公共住宅”利用1969年制定的都市再开发法，以再开发的名义又向城市回归，
在市区建造起高密度的大型高层住宅楼。
不久金町车站前住宅区（容纳住户数：1417户，公团开发，1967年完工）、千住住宅区（容纳住户数
：764户，公团开发）、龟户2街区（容纳住户数：1426户，公团开发）、大岛4街区（容纳住户数
：2514户，公团开发）等公共住宅区连续成片开发。
高岛平住宅区（容纳住户数：8287户，公团开发，1972年完工）、辰巳1街区公寓（容纳住户数：3326
户，东京都开发，1969年）、南砂供给公社住宅（容纳住户数：2789户，东京都开发，1972年完工）
等，在南北轴可见到的成双成对高层住宅塔楼就是其典型的姿态。
　　高岛平、川崎市营河原可多层住宅区（设计：川崎市大谷研究室，1972年完工）等是公共区域建
成的最后的大型化住宅区。
1973年石油危机时，全国的住宅数量超过了家庭数量。
因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型住宅区的建设一时销声匿迹。
由公共区域直接供给住宅的意义淡化了，以民间开发建设住宅变成了主流。
大型住宅区向郊外发展已接近极限，城市的稠密化进一步加剧。
人口增加，家庭分化的趋势有所减缓，而住宅的重建、再开发却依然继续。
这种人口减少的稠密化现状不容建筑师忽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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