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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乡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农村、农业、农民是这一问题的三个不
同方面。
近年来，“三农”问题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引起政府及学界的广泛
关注。
《中国城市建设丛书·城乡建筑形态转变和哲学思辨丛书·乡村聚落：形态、类型与演变·以江南地
区为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建筑学角度出发，结合旁系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乡村生活的空
间载体——乡村聚落进行交叉、整合研究。
作者选取我国经济、文化素来发达的江南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对乡村聚落形态的内涵与整体特征进行
了全面剖析，进而以乡村变迁为主线，力求再现该地区乡村聚落演变的历史脉络，探寻其演化的主导
动力与运作机制，剖析其中各种现象的规律性和真实性，其目的在于引导人们正确看待乡村聚落的更
新与建设，以期保留、恢复、发展乡村特有的健康的生活图景，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普遍存在的诸多问题和促进乡村聚落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现实策略。
　　《中国城市建设丛书·城乡建筑形态转变和哲学思辨丛书·乡村聚落：形态、类型与演变·以江
南地区为例》适于建筑设计、城乡规划、建设管理部门及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阅读，同时可作为高等
院校相关专业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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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立，1973年5月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989-1994东南大学建筑系，获建筑学学士；1994-1997东
南大学建筑研究所，获建筑学硕士；1997-2002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获工学博士；2003-2005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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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乡村聚落形态演化的社会过程　　表面上看，组成聚落形态的空间要素的演化有其规律，但
就其实质而言，它是一种复杂的人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交织作用的物化
，是在特定的建设环境条件下，人类各种活动和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反映，是技术能力与功能要
求在空间上的具体表现。
　　因此，仅仅停留在空间物质要素形式上的探讨无法认识聚落形态演化的真实规律。
尽管前文所述聚落形态演化的空间过程已经涉及社会要素的部分内容，但是我们还有必要对社会过程
及其所表现出的组成聚落形态演化的深层结构给予全面的揭示。
　　1.社会文化结构　　（1）社会组织结构　　聚落空间的形成与发展是社会生活的需要，也是社会
生活的反映，同样，空间关系与社会关系也存在密切的关联，社会组织的整体性和分离性是空间互动
和分离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的乡村，绵延数千年的宗法制度形成以血缘为基础的严格的家族与宗族关系网络，并以此构成
基本的聚居组织单位。
工业化以后，城市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血缘网络逐步为地缘、业缘所取
代，人们“在相互理解性、社会距离感知以及相似的个人经历的基础上，建立了相互关系，形成了新
的社会群体”。
　　（2）文化观念　　聚落形态表述着人们所选择的存在方式，而文化则可以看作是在更大范围内
承接和约定这种存在方式的平台。
文化是综合而又抽象的，它存在于政治、经济、生活等各个领域，表现于制度、规范、行为等不同的
层面和人群，并且通过教育和模仿代代相传。
从文化的基本功能人手从而剥离了与文化本质非直接关联性的认识，可以将文化概括为以下特质：①
文化在聚居群体内部或聚居群体与自然环境之间表现为一种生存性的约制功能；②文化在时间上强调
一种基本的稳定存在，同时亦具有可变性；③文化在规则上强调群体的共约性特征；④文化是被诸个
个体内化、生态化了的价值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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