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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与重构》

前言

　　陕西关中八百里秦川，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农耕社会地理空间。这片厚实的黄土地，滋养
了祖祖辈辈的关中人，也塑造了他们悠缓、厚重、守本、外直、内涵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特征，经
过数千年光阴的沉淀和社会演变的洗礼，谱写了关中乡村聚落风土文化的本底，培育了关中传统乡村
聚落形态结构的原型，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独具特色的地域性历史文化遗产资源。　　自20世纪80年
代以来，在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迅猛）中击下，关中乡村聚落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
方式到空间形态都急速地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时代。80年代，由于乡村人口绝对增长和家庭人
口结构分化，首先引发了宅院建筑的数量膨胀，这是一个被动适应的扩张过程。由此传统乡村聚落缓
慢的发展节奏被彻底改变，客观上造成了聚落空间形态各个层面的异化现象。90年代，随着乡村家庭
经济条件的好转以及城市化引发的乡村社会意识、居住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关中聚落展开了一次
寻求质变的转化过程，乡村聚落封闭的格局被打破，内在的秩序被改变。2000年以后，乡村社会化程
度提高，家庭经济收入结构趋向多元化，关中乡村聚落明显受到城市或乡村群落发展的影响，从社会
、经济到空间形态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异动，传统聚落形态结构趋于解体。总体来看，关中乡村聚落的
初期转型，从数量膨胀到形态异化，从质变扭曲到结构解体，都兼容合理与不合理，代表进步也充满
危机。　　关中乡村聚落转型的轨迹和面临的问题，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乡村聚落有共性的一面，也凸
显着自己的特点。其一，关中乡村聚落栖息着较其他地区更为古老的历史遗产和更为厚重的风土文化
资源，保护与发扬地域文化成为其转型所肩负的重大责任与义务；其二，关中属经济欠发达地区，乡
村以农业经济为主体，集体经济落后，外部投入缺乏，乡村聚落转型仍然表现出以家庭个体为单元的
“自下而上”的演变模式，“快速的自下而上突变”成为其特征；其三，当前的关中乡村人只是初识
城市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表象，并不了解它们的本质，更不具备直接引入城市现代文明的经济条件；其
四，关中地区不仅有历史久远的合院房居建筑形式，更是大量聚集了地坑式窑洞、靠山式窑洞和独立
式窑洞三种黄土地特殊地域性建筑形式，其转型面临着比其他地区村落转型更复杂的问题和挑战。　
　关中乡村聚落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运动过程，是一个文化层次较低、经济落后、各自为政的社会
群体自发更新过程，是一个研究荒芜、技术支撑缺失领域的自在发展过程，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科在乡
村聚落转型领域的深入系统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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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整合与重构:关中乡村聚落转型研究》内容简介：随着中国乡村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乡村聚
落快速地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由量变集聚到质变转化，乡村聚落各个层面旧有的形态结构
逐步开始解体，而重构的形态结构却兼容合理与不合理，代表进步也充满了危机，其中诸多的环境矛
盾问题俨然已经成为束缚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
《整合与重构:关中乡村聚落转型研究》立足中国乡村社会、经济与环境转型的视角，运用整合与重构
的系统方法论思想，针对关中乡村聚落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所凸现的一系列空间形态结构异化现象
进行剖析，揭示经济欠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由传统型向现代型演变的问题、本质和规律，明晰其可持续
发展的适宜方向、对策和途径，并实践性地探讨了灵泉村传统聚落有机更新的适宜性模式。
《整合与重构:关中乡村聚落转型研究》可供城乡规划、村镇建筑设计、村镇建设研究和管理人员阅读
，亦可供城市规划及其相关专业教师和学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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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 关中地区传统乡土建筑的原型　　关中地区地处秦岭山地的北侧，北届“北山”，东起潼关，
西至宝鸡，东西长360公里，历代称谓800里秦川，东宽西窄，地势平坦，海拔322～600米。渭河横贯
中部，渭河以南平原地区的居民，以木构架、土坯墙、夯土墙、砖墙为主要材料的单层坡屋顶建筑为
主。在台塬断续分布处，也有少量生土窑洞民居。渭河北岸二阶台地的后缘，分布着东西延伸的黄土
台塬，即渭北台塬。黄土台塬黄土层厚由十多米至百余米，塬面广阔，一般海拔为460～850米。塬上
的一般民居与塬下基本相同，但在平原与台塬接壤处，台塬拔地而起，由于黄土质地坚硬，平原与塬
地几成90度而不坍塌，多数居民就在向阳的塬壁上开挖窑洞；有的因地就势，背靠塬壁把生土窑洞与
石砌窑洞或房居民居组合成院落。　　关中地区的年平均气温为12～13摄氏度，属暖温带。四季分明
，冬夏较长，春秋气温升急骤，夏有伏旱，秋多连阴雨。从潼关到宝鸡其温差无几，温差主要在南高
北低。年降雨604毫米，无霜期207天，雨量集中在7～9月份。房居民居建筑的坡屋面形式以硬山居多
，瓦屋面只做仰瓦，平面布局与构架举折与北京民居类同①。由于夏季酷暑，所以较多的宅院在平面
布局上采用南北狭长的内庭院，使内庭处在阴影区内，以求夏季比较阴凉。　　2.1.1 关中传统四合院
民居建筑原型　　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四合院就是陕西关中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遗址，它是一座相当
严整的四合院建筑，由二进院落组成。作为文化定型时期的四合院模式，对陕西关中地区传统民居的
产生和演进具有广泛的影响。　　关中地区的渭北台塬盛产煤炭，烧制砖瓦方便且成本较低，其合院
式民居建筑的发展水平从普遍意义上高于关中平原（西安民居作为大城市的特殊性除外），两地相比
，就传统居住观念和传统建房习俗上也是如此。　　合院式传统民居作为关中地区居住的主要建筑类
型之一，其早期均强调合院形式。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和经济收入的变化，逐步分化为传统经济适用
型合院和传统“豪华”型合院。前者多分布于乡村经济欠发达的村落，以自由布局为特点，有以上房
和院墙围合的一合院，也有上房和厢房围合的二合院、三合院；后者多分布于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村
落，强调合院中程式化的布局模式，多为四合院形式，受宗法制度等文化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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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结构很实在  能模仿着做的村落研究..
2、是因为内容是研究我们陕西关中村镇规划和建筑的，所以有兴趣读。作者是西建大老师，也是土
生土长的关中人，研究得不错，只是灵泉村的实例印刷很不清楚。我也是关中人，读这本书才对家乡
有更多专业认识，只可惜东南的印刷水平有些次，错误较多。有志村镇设计的建筑师和学生不妨看看
吧！
3、非常好！有思想有内容，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这书显得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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