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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家屋是各种建筑中数量最大，历史最久，与人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建筑类型。
人类的家屋是内心的认知，是生活、思想、信念最具体、最整体的呈现。
面对当前的全球生态危机，要把生态可持续发展变为人类生活的需要，首先要从家屋设计开始，让我
们的居家环境回到人类自己的真实生活中来，把身心融入自然，返璞归真。
我们不要因为现代化的浮躁而迷乱了自己的心神，现实的“生态家屋”的理想需要树立正确的环境生
态观，树立历史生态观。
家屋的传统特色和文脉应受到尊重和保护。
　　整体的生态观点认为人类的家屋是一个多方面的生态系统，包括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等许多
方面，都要在生态民居中体现。
生态家屋设计要有共生生态观，认为人与自然、建筑与环境要共生兼容；要有环境生态观，要重视环
境因素，突出家屋的生态特色；要有场所生态观，认为家屋应该是有意义的建筑空间；要有人本的观
点，认为家屋的主体是人，家屋设计要体现人的生活需求；要有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认为对今后
的发展要留有余地；要有新颖的生态观，认为新陈代谢是生态系统的本质特征；要有生态结构的观点
，认为构成家屋结构要素要充分发挥其生态功效；要有绿色建筑的观点，认为绿化是重要的生态因素
。
对生态家屋认识的多样观点是出自生态学的多样性，包括物种多样性、宏观功效的多样性、人类家屋
的风格形式的多样性以及高生态即高科技家屋。
　　本书着重强调民居的传统、文化和风格，阐述了人居环境、仿生的家、生态家屋的皮与骨、高生
态即高科技家屋、生态材料的家屋和景观的家屋等内容。
挖掘传统乡土家屋的生态特性，以应对未来生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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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家屋是与人类生活最密切的建筑类型，是人和生物圈中最重要的生态体系。
本书着重强调生态家屋的传统、文化、景观。
阐述了仿生、皮与骨、生态材料、高生态即高科技等内容。
挖掘传统乡土家屋的生态特征，对未来生态可持续发展有积极作用。
对建筑师、规划师、景观设计师、院校师生及相关爱好者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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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态家屋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自然环境的限制愈大，则人为力量可控制的范围愈小；自然条
件的限制愈小，则人为力量控制的范围愈大。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人对自然力控制技术增大的同时，人类却忽视了技术“进步”对自然资
源的破坏和对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危害。
因此当人们加强对环境的控制、满足提高物质生产力的需求时，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避免技术不被滥用，而以生态学的观点，把发展生态家屋作为改善人类生态环境的方向，是建设宜居
环境的目标。
　　家屋是人类建筑活动的源本，家屋涉及的范围极广，由抽象的文化传统意识到具体的技术材料都
在其研究范畴之内。
当前高科技的建筑技术及新材料的引进使住宅工程向大型化、高层化发展，对原有的人类乡土文脉的
生存空间及生活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破坏。
就社会整体现象来看，外来文化夹杂着商业的强大势力侵入了现代社会各个领域，而各行各业又纷纷
以现代化的虚饰来建造进步的假象，使人类承传的文化经验及生活方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当前居民的实质居住环境被房屋市场的导向和流行风潮所决定，居住环境的“品质”被“异化”。
造成这种不良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对世界乡土民居的实质环境作具体的研究，而无法提供给房屋市
场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
　　现代工业带来了环境问题，我们从以下角度分析人居环境的特性。
　　（1）生活的群体性　　本质上人是群居的动物，寻求伙伴、密切交往是人的天性，个人是在与
他人的交流中实现自身价值的。
《玛丘比丘宪章》中指出：“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与交往是城市存在的基本依据，城市规划与住房设计
必须反映这一现实。
”现代城市高层住宅与小区，过分强调各个家庭间的私密性要求，把邻里交往活动弱化到了极限。
现代人们再次认识到面对面交往的重要意义，要恢复到过去农村中的和谐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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