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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扬州地区文化底蕴丰厚，历史悠久，曾数度繁华，清代达到当时中国城市经济和文化繁荣的巅峰
。
扬州地区特定的区域背景和诸多影响因素，使其住宅的发展具有独特意蕴和内在气质，给扬州地区住
宅的历史演变带来突变或跳跃，继而使其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和丰富的起落变化。
张春华的《扬州地区住宅的发展脉络研究》以当代地域住宅相关理论为基础架构，分别从城市历史发
展、地域文化背景、地域特色影响因素、城市街巷体系及住宅建筑的组成部分等多维视角探究扬州地
区住宅的发展演变机制。
从建筑学的专业视野展拓和完善了扬州地区住宅的特征体系，即从街巷肌理体系的演变过程、群体布
局特征到单体的平立剖面特征、材料运用和技术特征到细部构造和装饰特色、地方适宜技术的灵活运
用以及扬州地区住宅的人文特质和价值内涵的继承，全面系统研究了扬州地区住宅的特征及其历史嬗
变规律。
并探讨了扬州地区传统住宅的多元化嬗变过程及其规律，为当代扬州地区住宅发展更新提供了新的思
路。

　　第1章为地域住宅理论架构及研究框架，第2、3、4章分别论述了城市发展、地域文化背景、主要
影响因素等与扬州地区住宅发展演变的关联互动，第5章重点阐述了扬州地区住宅的特征体系及多元
嬗变，第6章分析了中小城市历史性住区更新发展的模式、方向、现状和扬州地区住宅更新的通用做
法和普遍特征及各自地域化的具体方略。

　　本书适于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实践者阅读参考，并可供相关专
业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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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章试图从当代地域住宅相关研究理论的现状出发，重点概要地叙述了当前地域住宅研究关注的
主要几方面及与扬州地区住宅演变机制的关联，地域住宅研究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在本章远未深深提及
，而是以其中相对较为重要的研究问题作为扬州地区住宅发展脉络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形成相应的
理论铺陈，构建以问题导向的基本研究架构，也是地域住宅历史研究的目的所在。
　　首先，作为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在中国当前快速城市化过程的背景下住
宅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迫切，而传统住宅的生态特征和适度舒适的节约型生活模式应该成为现
代住宅发展的重要源流，其中蕴涵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和保持人类生存环境（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
方面）的永续发展的大量历史信息，也应融合于当代地域住宅发展中，因此找寻地域住宅发展的历史
脉络，挖掘其中有价值的历史信息，成为地域住宅发展脉络研究的要旨。
同时近现代以来尤其是近三十年建造的住宅的更新和发展也应是地域住宅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它们同
样包含大量的地方技艺和地域文化要素。
新建住宅的四节一环保的要求应该融合于特定的地域住宅生产之中。
　　其次，在当今城市化迅猛发展和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以及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条件下，道萨
迪亚斯的人类聚居学和吴良镛教授的人居环境科学为地域住宅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实践的
指导原则，开阔了具有地方人文和资源特色的住宅发展的理论视野。
道氏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建设人类聚居的工作步骤对于现代地域住宅发展仍具有指导意义。
人居环境科学研究在道氏理论基础上，针对中国国情和资源环境特征，提出相应的研究方法和具体规
划设计策略。
其中整体的系统观、动态的时空观、根植于本土的生态文化观对于地域住宅历史研究和发展同样具有
针对性。
　　第三，地域聚居理论的研究成为当今建筑多元化发展思潮的主流，追寻地域文化的社会性、地域
性、归属感和可识别性、有机性、文化性等本源特征，能够提供自下而上的地缘视角，提出从功能、
审美、现代性等方面研究地域住宅历史及其发展过程的新框架。
当代地域住宅需要在时空协调共进的条件下，使传统价值的挖掘与全球化语境的有机结合，自然生态
环境与信息资源环境的有机结合，实现地域聚居的动态演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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