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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编自作者的博士论文（《机制文化与生土建筑的发展——黄土高原生土建筑人居环境的生态价值
研究》）。
    “绿色生活、低碳经济”等概念是当下生态环境发展状况的迫切要求，以建筑为主体的人居环境既
是造成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一大根源，又是人类文明价值体系的一大载体，对于古老而极具生态价值
的生土建筑研究，本文因此从支撑这一人文创造活动的机制文化研究做起。
    人居环境的背后是人，它既是人类生命存有模式的物质化转述，也是人类生命意义的延伸，因而有
着复杂的精神结构，它关涉到人与天地、人与人、心与物之间相互关联的人类生命活动所涉及的一切
内容。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黄土地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以生命为最高原则来审视一切存有关系的哲学体系，
本文故此以人的生命文化理念为价值核心来溯源传统人居环境的文化原型。
    生土建筑起源于人工生土洞穴，它无污染、不留建筑垃圾、还原性好、有利于人身健康，特别是能
够蓄热、保温，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和新陈代谢的物理特征更符合当代生态建筑趋向生命模式的发展
理念。
所以，本文主张以生命模式去理解生土建筑和营造人居环境，它不但从场所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关系
上，建筑本身所采取的结构形式及材料性能上，而且从物质环境对人性进行全方位的关怀上都应成为
我们诉求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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