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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住居是与文化结合最为紧密的建筑类型，是以住宅为载体的文化现象，是在人们创造住宅的物质形态
过程中产生的。
全书通过对日本住居学相关书籍和文献的大量研读，力求将该科学知识体系化，并从居住者生活的角
度对住宅内部功能进行剖析。
全书内容包括住居学基本理论；风土文化与住居；东亚、东南亚住居与聚落；欧美的住宅与居住区；
未来的住宅；集合居住；居住空间等。
    本书可供广大建筑设计师、建筑理论工作者、建筑院校师生员工等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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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惠琴，1978年参加工作，目前是业内核心期刊《建筑学报》住宅专集责任编辑；中日韩亚洲建
筑与建筑工程（英文）期刊的编委兼任该刊中国建筑学会的联络员；日本放送大学客座讲师；日本昭
和女子大学客座研究员，2000年获日本昭和女子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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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住居学基本理论　　第一节　住居学概说　　一、住居学的意义和相关概念　　1．住
居的含义　　关于住居的表达有许多，汉字有“住宅”、“住房”、“宅邸”、“家”等。
在英文中也有很多，如House，Dwelling house，Dwelling，Residence等，这些表达在语源上有语气差异
，也有时代背景的影响。
现代的“住房”多指作为房地产的商品房，“住宅”是最一般的表达。
住宅的“宅”具有宅基地的含义，多指有宅基地的住房，不包括利用洞窟建造的穴居、长屋（Long
house）、集合住宅中个人的房子等。
而“住居”表达的重点是放在居住上，对哪种类型都适用。
　　一般与宅基地（土地）所有关系无关的使用“住居”来表达，而拥有宅基地的（贵族的住宅等）
使用“住宅”来表达。
　　所谓住宅是指一栋建筑，而住居是包括了基地、街道、环境等居所，因此家庭成员的构成、经济
状态、生活态度、年龄结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结构都是影响住居形式的因素。
　　2．什么是住居学　　住居学英文为Housing and Living Science，是解读居住生活机制，指出存在的
诸问题，提出社会的、技术的课题，探究居住生活方式的学问。
住居学就是研究生活行为与居住空间的对应关系以及相互关系的学问，是建筑学的基础科学，也是生
活科学的一个分支。
住居学不是建筑学的亚科学，可以说是微型建筑学。
　　建筑区别于绘画、雕刻技术的是空间的性质，对空间的研究是建筑学最根本的课题，特别是内部
空间的起源可上溯到远古，例如人类最古老的住居形式——洞窟是由内部空间构成的，没有外观，外
面可看到山或崖。
洞穴是一个纯粹的内部空间，这是建筑的原形之一。
因此狭义的建筑空间是指内部空间。
　　内部空间的发展有附加与分割（加法与减法）两个手法，随着人类的进步、生活复杂化，导致居
住平面的功能分化，隔断的产生和发展带来内部功能的分区，户外昼间生活的增多导致住居的扩张等
，可以说室内空间的营造是建筑学的终极目标。
而构成发展室内空间的物质媒介——家具更直接服务于人，受人的生活起居观念影响很大。
室内空间的形成取决于人们的生活起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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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通过对日本住居学相关书籍和文献的大量研读，力求将该科学知识体系化，并从居住者生活
的角度对住宅内部功能进行剖析。
以生活研究作为切入点，虽是与功能主义不同的深入方法，但殊途同归，最终都是在空间上解决功能
问题。
投射的坐标为：时间轴（历史演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文化中厘清住宅史发展的脉络；空间轴（
世界住居）——在各文化问，各视域中阐释和界定居住文化的特质。
各文化传统之间有着天然的文化异质性，多元纷呈。
本书通过国际比较、个案分析，进行跨文化研究，了解一个社会的多元本质，基于地域生态系的住居
体系。
 住居是以占据空间开始的，空间才是住居真正的主角。
本书列举了世界各地有代表性的住宅实例，不突出介绍外观和造型的设计，而把重心主要放在内部生
活空间的划分和使用上，是本书的特色所在。
 书中所涉猎的时空范围主要是东亚、东南亚、欧美的住宅起源和发展以及居住生活，由于篇幅有限，
中国的民居和住宅史已有不同版本的介绍，在实例篇中除台湾地区外，本书没有再列举中国本土的实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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