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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统民居聚落是中国建筑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传统建筑和古城镇的原生态，
而皖、浙地区的传统建筑和聚落是在明、清时期崛起的江南民居类型。
以水街民居和厅井式民居为其主要特征，浙东水乡民居和徽州的厅井式民居素有“东南邹鲁”之誉。
片言只语显然难能尽叙，但聚落和民居作为物质空间载体，与其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形态，与其所在地
区的山水环境和生态资源，与乡民大众生活与生产功能的需要，包括他们精神生活的愿望与需求密切
相关。
不敢说江南聚落和民居是珠联璧合，至少也是和谐共生的。
“器以载道”，“道器相生”，以皖、浙地区的传统聚落为例，是很合适的。
　　王小斌博士积多年之“修炼”、文献调查、实地考察与设计实践，特别是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以“空间营建策略及其当代发展”为脉络，撰写了名为“演变与传承”一书，可谓十年磨一剑。
在这本专著中以传统聚落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情态为基础，通过分析聚落空间形态及单体建筑
的营建过程，总结出传统聚落空间的营建策略。
本人认为这本专著的特色和意义在于：第一，它的内容跨越了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试图在“变”与
“不变”中寻觅借鉴。
正因为民居和聚落最贴近最广大乡民的生活，因而它也最直接、最广泛地与时代有紧密的联系，所谓
“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即是。
这对我国当前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为何因人口增长、资源紧缺、产业转型和提升、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
变，乃至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的现代转型，都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第二，它的撰写背后的思维方式体现了由静态向动态、由单向向互逆、由分解向综合来思考问题和解
答问题，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和优化，比仅仅局限在事物本身的论述上更不容易，也更重要。
当然，王小斌博士并非去写哲学论文，但哲学的思考与潜在支配是任何论述所逃脱不了的。
综上所述，本书无论是规划和建筑设计专业人士，或是与传统聚落相关的文化与建设史学、村镇建设
乃至乡村经济和旅游业人士，都值得一读。
　　本专著的主题和内容，是仍在发展变化之中的，也就是说传统民居聚落正经历快速城市化的冲击
和洗礼。
相信读者和我本人一样，是会带着某种不定和疑惑的心态来读它，也相信王小斌博士在未来的学术研
究中，会源源不断地跟踪、探索、深化、调整自己的理论研究，源源不断地获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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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皖、浙地区的传统聚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空间形态，是地区乡土聚落文化的宝
贵财富。
经过长期的演变与传承，在当代的社会发展中，如何能将传统聚落空间的营建策略进行借鉴和完善，
对当代聚落空间的规划设计与营建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书力图吸取相关科学的研究成果，立足于传统聚落空间营建中的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情态视野，
以聚落空间形态的营建为主线，通过解读与分析聚落空间营建机制，展开较深入的思考，结合聚落空
间营建中主要关联因素的辨证分析，探讨传统聚落的空间营建策略的当代借鉴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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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演变：传统聚落空间主要营建策略的解读　　第二章 聚落空问的生命机制营建策略的分析
　　第一节　传统聚落空间的营建策略分析的基本视角　　一、自然生态环境的视角　　在第一章绪
论中论述了随着皖、浙地区的现实发展，对聚落空间营建策略进行探索研究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
性。
聚落空间的营建策略研究中存在着整体的观念，本书试图从一个相对系统和比较客观的学术视角，综
合地探索空间营建策略的形成和演变以及当代借鉴和完善的方法。
如果只是停留在建筑空间本学科的研究，那么，对聚落尤其是传统聚落空问的营建策略所呈现的地区
多样性、内涵的丰富性以及深植乡土的平民性，以及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呈示的阶段性、不平衡性都是
很难把握的。
带着对这些层面问题的思考，结合皖、浙地区聚落空间的规划设计实践，本书初步探索聚落空间在一
定时空坐标下所形成的特色。
　　对传统聚落空间营建策略的组成进行分析时，梁思成先生对建筑的原创性作了这样精深的阐述，
“建筑之始，产生于实际需要，受制于自然物理，非着意于创新形式，更无所谓派别。
其结构之系统及形制之派别，乃其材料环境所形成。
”梁先生的论述，提示我们研究建筑的初始构成应该从自然的本源及其演化中寻找答案，聚落的空间
营建策略具有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这也是造成地区差别的基本原因。
同时，由于聚落的社会文化的相对完整性发展，它应该包含文化与精神的基本组成。
这两个层面同空间形态有机融合，才能构成传统聚落空间的营建策略。
以此为出发点，考察传统聚落的发展和演变，其主要立足点之一就是乡土聚落所赖以生存和演化的自
然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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