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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讨论人与实质环境相互关系的书。
本书的目的就是把有关行为和环境的相关研究编织在一起。
我们感兴趣的是人们如何去了解他所处的实质环境，这些实质环境对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并且作
为结果，人们对所处的环境又做了些什么。
所以本书隐含的目标是理解与揭示怎样的环境设计是适合人们的生活、生产和学习的，在创造人工环
境时应注意哪些方面，以及帮助人们如何利用环境中的各项线索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并藉此促进人与
环境之间良性的互动过程。
环境的三个方面面对如此崇高的目标，建筑师、规划师等环境设计人员和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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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大多数章节都有一个经精心安排的相似的结构：1）阐述主题的范畴和性质，并为其下定义2）
介绍这个主题的主要理论；3）整合与该主题有关的研究资料，并为这些已经积累的知识做总结；4）
介绍了几个如何在环境设计中应用这些知识的实例。
    为使心理学基础薄弱的建筑师、规划师和其他环境设计人员更好地阅读本书，我们尽可能用朴素的
语言来解释一些关键词和术语。
另外，本书经过合理的安排，做到了每个章节尽可能地独立与完整，当读者由于时间有限或是只对本
书的一个部分感兴趣时，他就可以只阅读某可以只读某一章节的某一段落。
譬如当他对理论不感兴趣时，便可以跳过理论部分而直接阅读有关的研究资料，以及面向环境设计的
研究实例。
    本书保持了我们一贯坚持的实证主义的观点，并对其他非实证主义的研究持保留和警惕的态度，这
可能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但也可能是自缚手脚，很多建筑学方向的资料就没有被考虑进去。
另一方面，我们不是心理学家，心理学知识非常有限，尽管我们竭力避免，但书中肯定有许多不妥之
处，敬请读者和有关专家指正，我们将深深以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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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人从起点到目的地，会做出很多与寻路有关的决定，譬如他到11号大楼1105室拜访一个朋友，从
他到ll号大楼门前开始，他会做出诸如“上台阶”、“进大楼门”、“进电梯”、“在11层楼出电梯”
、“在走道尽头右转弯”等一系列的决定。
在一次寻路成功之后，他就会把这些决定记录下来。
如果他第二次来而且记忆良好的话，他就不需要把这些空间问题再解决一遍。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大多数旅行实际上都是建立在这类被记录下来的寻路决定基础上的。
每一个寻路决定都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行为(上、进、出、转弯)，二是行为的地点或场所(台阶、门
、11层、走道尽头)。
当人们在寻路时，不仅记录了从起点到目的地的行为序列，也记录下与行为的发生相关联的环境信息
，通过记录寻路决定，人们不仅能够组织和记忆从起点到目的地的行为序列，也能够组织和记忆在空
间情境中的环境信息。
所以空间认知和空间表象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人们的寻路决定提供支持。
反过来通过解决空间问题，又可以把寻路看成是空间认知的基础。
寻路决定意味着在合适的场所会发生一个合适的行为。
但寻路决定有时并不适合于执行，因为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我们不可能获得所需的一切环境信息，而
且已有的环境信息也可能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
如果找到了预料中的这个场所，接着寻路决定中的行为部分就执行了，如果预料中的场所没有找到或
不合适，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寻路决定，所以执行寻路决定可以看成是一个“匹配一反馈”过程，日常
生活中我们在熟悉的地方旅行时，这一过程通常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
在执行寻路决定过程中人们不需要回忆场所的所有细节，他所要做的是再认相关的环境特征，即他只
需要回忆他所面对的场所和物体，此种再认既有效率又可靠。
这就是为什么环境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很多研究发现人们描述大空间或是绘制大空间的认知地图不是很
准确，但在其中寻路却相当出色的原因。
2．空间的影响如果一个人设计一条新的路径他就需要回忆以前记录下来的寻路决定。
他必须再现以前的寻路经验并把行为和环境信息组织到一个新的合适的结构中，也就是在环境的测量
型表象中把分散的目的地联系起来并形成路线型表象。
影响人们迷路的因素很多，譬如人们对环境的熟悉程度，对目的地的态度，在路径中所发生事件的密
度，以及人们的年龄、性别、职业等，但实质环境的影响也非常明显。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心理学>>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这是一本讨论人与实质环境相互关系的书。
本书的目的就是把有关行为和环境的相关研究编织在一起。
    我们感兴趣的是人们如何去了解他所处的实质环境，这些实质环境对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并且
作为结果，人们对所处的环境又做了些什么。
所以本书隐含的目标是理解与揭示怎样的环境设计是适合人们的生活、生产和学习的，在创造人工环
境时应注意哪些方面，以及帮助人们如何利用环境中的各项线索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并藉此促进人与
环境之间良性的互动过程。
                             环境的三个方面    面对如此崇高的目标，建筑师、规划师等环境设计人员和心理学家、
社会学家不得不联起手来，他们无任何模式可以参照，他们甘冒这样做的风险，也接受如此的机遇。
对任何人而言这都是一个崭新的领域。
    环境心理学首先是一门应用的学科。
几十年来，环境心理学家在最有挑战性的领域中从事着最艰难的任务，由于他们关注并希望解决很多
实际问题，这就使得“环境心理学”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譬如，他们探讨城市居民是如何看待和记忆城市的；怎样才能提升城市的视觉质量；人们是如何分享
公共空间的；如何藉建筑中公共部分的设计来促进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教室应如何布置才有助于孩
子身心的发展，并有益于学习；办公室的大小、它的开放与封闭程度对工作效能有什么影响；危害人
们心理健康，并使人烦恼的噪声的特征和声级是多少；人们喜欢什么样的环境；人们所青睐的住房和
社区有哪些特征；如何才能提升居民在社区和邻里中社会生活的品质，怎样的环境设计有助于减少犯
罪等等。
    这些问题并无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而且，在开始的时候各个研究也是支离破碎的。
与建筑师和规划师相比，更注重方法论的心理学家在从事这些应用研究时，很自然地会想到经典的实
验设计和传统的测量仪器，遗憾的是这些从实验心理学借来的方法和工具，在应付日常生活中各变量
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显得捉襟见肘，很不适用。
因为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可以完全控制的变量，而且在研究人与实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时，必须同
时考虑到社会的和文化的环境，以及个体之间和组群之间的巨大差别，后者对心理学家来说是至关重
要的。
    从来就不存在脱离当时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实质环境，实质环境的每个变化不仅具有文化上的意义，
也对社会各个层面产生影响。
尽管环境与行为研究并不特别针对社会方面的议题，但它无法回避环境中的社会性，因为它是连接人
与环境的纽带。
人们在环境中生活，而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是相互孤立而是相互依存的。
在这个建成的世界中，无论是一所学校、一家医院、一幢住宅或是一条公路，都仅仅是社会体系中的
一分子，任何实质环境中都包含了实质因素和社会因素。
所以，“行为”在实际上是对实质环境和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反应。
\    从建筑决定论到相互作用论    我们并没有把人仅仅置于是环境的反应者这样一个角色，很显然人与
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是单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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