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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居住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古人把居住的基本功能概括为“衣、食、住、行”，而居住形态基
本上是社会和环境形态。
居住是人类对环境的反应，人们是以他们获得的环境的意义来对环境做出反应的，不同的地理、气候
和经济条件，不同的历史文化因素造就了千差万别的居住形态。
居住是人类与天地人神沟通与交流的场所，居住不仅是物质世界，居住也是精神世界。
按照享誉学术界的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的说法，居住是人类的一种逃避，逃避自然，
逃避文化，逃避混沌，逃避人类自身，于是才出现了各种居住形态。
　　居住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产物，人塑造了居住形态，而居住形态在人们还没有
意识到的情况下，就像力学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一样，也反过来塑造了人类和人类的文明。
历史上对人类居住形态的描述，首先就是以不同的文化来命名，如哈苏纳文化（约公元前6000一
前4500）、萨马拉文化（约公元前5500年）、哈拉夫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埃利都文化（约公元
前5400年）和欧贝德文化（约公元前4500-前3500）等，以及中国古代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
文化等。
因此，居住形态首先是文化形态，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平衡的产物，正如法国哲学家巴什拉尔
（Gaston.Bachelard）在《空间的诗学》中所说：“卧室和家宅是心理的图解。
”随着社会的演变和发展，居住形态也从各种穴居、巢居演变为需要用卷帙浩繁的文献才能描述的程
度。
　　居住形态的演变标志着社会和技术的进步，表现出人类的智慧和经验。
居住之地不仅是人类的居所，也是活着的和逝去的人们和鬼神的世界，是表现人类进步的纪念碑，有
时也会是人类耻辱的图腾。
居住之地提供给人类和社会的不仅是庇护所，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场所。
人们向往真实的美好与和谐的人际关系，然而居住形态的差异和优劣至今仍是人类社会永恒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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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居住的主体(人)与客体(空间)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特点和规律入手，探究与之密切相关的日常
生活形态、社会形态、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
全书以系统的观点审视当代中国城市居住形态的发展与演变，用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考察研
究的对象，指出应当全面、系统地把握城市居住形态演化的综合机制与整体思维，从而将必要的外力
干预从简单的功能性满足转化为灵活的机制性响应。
    本书适合从事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建筑设计及住房问题研究的专业人士阅读，也可供高校、研究
机构的师生、研究人员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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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城市居住形态研究的重要性　　什么是“居住”？
居住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场所体验，具有鲜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性。
居住形态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人与居住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等要素在居住形态中的
综合体现。
工业革命以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居住问题转译为“社会差异”、“经济差异”而非“主体差异”
和“文化差异”，人与空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化为利益群体对资源的占有和竞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住的“需求”被定义为与“供给”相对应的经济学概念，对个体与群体价值取
向的关注日趋淡化，对居住空间演变过程中的整体涌现和自我调节往往视而不见。
而脱离了主体性和对系统演化完整机制的研究，无疑将导致认识的偏差，与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居住需
要和文化心理相脱节。
　　本书将“居住”这一城市最基本的功能作为对象，研究居住的主体（人）和客体（空间）在发展
中呈现的特点和规律，以及这一过程所蕴涵的“日常生活形态”、“社会形态”、“经济形态”和“
文化形态”。
只有在充分认识“人”的主体性地位、物质和社会空间演化的特点，并将居住形态作为系统，关注其
整体优化、自组织涌现功能等系统规律，才能较为透彻地把握形态演化的内因和外力，及其演化的综
合机制，进而引导必要的外力干预从简单的功能性满足转化为灵活的机制性响应。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城市居住形态的发展与沿革，不难发现人类在具体环境和社会综合条件下所做
出的选择既有惊人相似的共性也有值得深思的差异，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和解读居住形态的演变脉络
与总体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城市居住形态深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无论从空间形态还是社会生活形态上
都缺乏多样性。
然而纵观其住房发展目标和住区建设方法，其中蕴涵的社会公平、舒适卫生等理念至今仍是可倡导的
。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商品房建设以来，城市居住环境明显改善，人民居住水平
大幅上升，但是在社会保障、社会和谐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又令人怅然若失。
人们不禁要问：居住领域层出不穷的问题是发展的必由之路，还是居住形态在结构、功能层面始终存
在缺陷？
错综复杂的居住形态问题是否可以纳入系统的认知，以尽可能避免必要的外力干预带来意外的负面效
应？
着眼于城市发展的当前和未来，什么才是真正通往“和谐”与“科学”发展的明智选择？
　　城市居住形态学理论的提出旨在开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它既不同于技术科学领域的规划设计实
践，也不同于人居环境科学的包罗万象。
概括地说，城市居住形态学研究的主旨在于：第一，要认识城市居住形态的系统结构和功能，必须首
先了解承载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显性空间形态和隐性居住生活、居住文化及社会经济形态等，以及它们
彼此之间的互动机制；第二，居住形态的主体性是个体和群体共同的表现，鉴于需要、目标、信息、
能力等方面实际存在的差异，必须把握住连接主、客体的纽带，进而协调和引导居住形态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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