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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居环境科学(The Sci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s)是一门以人类聚居(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为研究对
象，着重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
它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而不像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等那样，只涉及人类聚居的
某一部分或是某个侧面。
学科的目的是了解、掌握人类聚居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更好地建设符合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
　　地区建筑学具有学科的广义性和交融性、研究的历时性和互动性、理论的地域性和多元性。
本书以文明的地区性为前提，归纳梳理了地区主义和批判的地区主义等相关理论，研究了在全球化背
景下建筑与城市地区性的特征、规律和可能的方法与途径，并结合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经验，对中
国建筑的地区性命题做了理论初探，提出了人居环境理念下地区建筑学的基本特征和诸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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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单军，1966年6月生于北京。
1984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1989年、1992年获工学学士学位和建筑学硕士学位，1996～2001年师从
吴良镛院士攻读博士学位，2001年获工学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建筑与城市的地区性：一种人居环境理念的地区建筑学研究”获2004年“全国百篇优秀博
士论文”奖。
2001～2002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作访问学者一年。
1992年留校任教至今，分别于1999年、2004年、2005年被聘为副教授、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现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主持
单军建筑与城市工作室。
主要学术兼职：全国高校建筑学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副理事长，《世
界建筑》、《华中建筑》、《中国建筑教育》、《中外建筑》、《城市环境设计》等杂志编委。
 
　　多年来一直从事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的教学与实践。
迄今共指导博士生、硕士生50余名。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批判的地区主义批判”、“新天竺取经”等论文30余篇，出版《东方建筑
》等译著和编著4部。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专项基金等多项研究课题。
主持建筑与城市设计工程数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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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进化的“二律背反”。
文化进化的第一个二律背反是文化在适应过程中同时产生创造和保守两种特性。
文化的第二个“二律背反”是：文化进化是一种双向运动的进程，一方面是高级文化类型自身多样性
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不同文化类型的同化而产生的文化同质性的不断增长。
　　3）进化潜力法则。
即，一个物种或文化系统在既定的进化过程中越是专化或适应，则其走向更高等级的潜力就越小。
根据这一法则可以看出进化与其说是线性的，倒不如说是非线性、非连续的。
例如，一些落后社会具有通过引进先进社会的文化，而跳跃某些发展阶段的趋势。
　　1.2.3.2 本尼迪克特和雷德菲尔德的观点　　本尼迪克特（Ruth Fulton Benedict：1887-1948）受心理
学理论影响，认为文化就是“大写的个性”，并注重从整体上研究某一种文化的特性。
她指出：“一个文化犹如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多少必具有一致性。
每个文化内部均具有代表其特色的目的，而此种目的并不一定为别种社会所共有。
”因此，虽然每一种文化内部都具有多样性，但每一种文化也都具有其主旋律。
使文化具有一定模式或具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特点的正是该文化的主旋律。
一般而言，主旋律就是“民族精神”（ethos）。
本尼迪克特由文化的主旋律观念得出了其“文化模式论”，这种理论被其运用于对地域民族文化的“
国民性”研究中。
其中，《文化模式》是对未开化社会（夸扣特尔人和多布人）民族性的研究；《菊花与刀》是对现代
国家（日本）的民族性研究。
　　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 1897－1958）则通过对部落－农村－乡镇－城市的比较研究，来把握
各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
在其《农村社会与文化》（1951）一书中，雷氏提出了“大传统”（Great Trradition）和“小传统”
（Little Tradition）这对重要概念。
他指出，大传统是“一个文明中那些内省的少数人的传统”；而小传统则是“那些非内省的多数人的
传统”；“大传统是在学校或教堂中培育出来的，小传统则是存在于村落共同体元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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