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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空间研究的内容很广泛，其中人与其生存空间的问题是涉及城乡空间学科和研究的基本问题。
在原始社会，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人类与其生存空间的主要关系仅发生在相对隔离的族群与自然环境
之间，因此古代先民与生存空间的关系直接体现为聚落社会与具有“自然差异”的空间的相互关系，
人类根据需求选择适合生存的自然空间。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这种主要关系不断发生变化。
技术的进步使改造自然成为可能，自然界的空间差异不再举足轻重；而劳动分工使社会群体内部以及
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和差异性得以强化。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现代人类生存空间最重要的是空间的“社会差异”，而不再是空间的“自然差
异”；同时，现代人与生存空间的主要关系也不再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现代人的生活时时刻刻处于社会的空间之中，这种转变将自然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
等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人与生存空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
　　现代人与生存空间的这种复杂关系，使我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判断，即：空间本身不再重要，空
间的形态与模式只是社会与经济的各种活动在地域上的投影。
这个判断受到了普遍的认同，但却带来了不良的后果。
在理论研究方面，空间的主体性被忽视，研究的方法是通过经济和社会活动过程的空间落实来解析空
间的形式，空间的研究被经济的和社会的研究所取代，客观上阻碍了对空间自身发展规律的深入探讨
。
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假定：空间使用者是“理性的经济人”；空间的联系是经济费用的关系；经济是
城市模型的基础；空间的结构与形态就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化；人类的行为是经济理性和单维的
，而不是文化和环境的；物质空间形态，即我们所体验和使用的空间，本身并不重要等等。
不可避免，根据这样的假定所建立的空间是高度抽象的，忽视了空间的主体性，也与现实中物质空间
的使用要求相去甚远，并且由于缺乏对空间发展自身规律的认识，以及对空间发展与经济建设、社会
发展的关系研究等，城市规划学科的空间主体性与职业领域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失去话语权。
在城市建设实践中，空间规划的重要性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
理论上学术界的简单判断，为社会、经济规划先行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导致了空间规划在社会
发展、经济建设和空间布置三大规划之中的被动局面，空间规划只能于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规划后实
施落实。
最终，空间规划与设计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空间规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城乡建设实践中产生许
多失误。
　　因此，人与其生存的空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简单的社会与经济决定论不能令人满意，并有可能产
生严重的后果。
尽管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与经济的力量在塑造生存空间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我们决不能忽视空间本身
主体性和规律性的作用。
只有当我们“空间”地去思考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达到社会、经济和空间三位一体、有机结合时，
人类与其生存的空间才能和谐、良性地发展。
这就需要我们进行空间研究，更好地了解空间，掌握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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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世界文化遗产宏村古村落为研究对象，以历史资料及现场调研为依据，分析研究了宏村古村落
空间生长更替的五个历史阶段：定居阶段、发展阶段、鼎盛阶段、衰落阶段、再发展阶段，以及现状
空间形态的村落建筑空间、村落街巷空间、村落整体空间。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全书从“自上而下的主导因素”和“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过程”两个不同的视
角来解析宏村古村落的空间形态。
“自上而下的主导因素”的研究首先以纵向分析比较的方法，对村落及周边区域的经济、政治、地理
、思想文化、技术等因素的发展演变与村落空间的发展阶段进行比较研究，同时从四个层面来研究村
落空间形态的主导因素，即村落整体空间层面、村落内部空间层面、村落组团邻里层面、村落住宅单
体层面。
“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过程”的研究首先分析了村落民居中基本建筑单元平面和界面的构成模式，接着
分别研究了从建筑单元到住宅单体、组团邻里空间、村落内部空间、村落整体空间的构成特点。
    通过以上分析，本书总结了村落空间生长及村落不同层面空间形态的多种主导因素，并概括了建筑
单元平面和界面的模式化特点在村落四个空间层面中的体现。
    本书可供从事建筑、城市规则、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者、设计者及管理人员和相关专业师生学
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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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空间研究4世界文化遗产宏村古村落空间解析》可供从事建筑、城市规则、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的研究者、设计者及管理人员和相关专业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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