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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聚落结构中的空间概念》

内容概要

《传统聚落结构中的空间概念》的研究指出了聚落的空间组成与居住者的空间概念的相关性，同时发
现了空间概念在聚落的空间组成当中是通过住居的大小、住居的方向以及住居之间的距离表现出来的
，并在此基础上并将表现聚落空间组成的各个数学的关系量进行并完成了数学模型化的开发过程。
《传统聚落结构中的空间概念》由以下三篇所组成：第一篇是对空间概念和聚落调查的基础事项进行
整理；第二篇是对聚落的空间组成的数理解析；第三篇是利用所开发的数理模型对聚落的空间结构进
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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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空间概念和聚落调查　　第1章　基本概念　　第1节　关于“中心”和“领域”概念的
考察　　1.1.1 有限空间中的“中心”问题　　在欧洲的空间认识概念的发展历史中，空间的均质性和
无限性的概念是产生于中世纪末，并在文艺复兴后得以发展起来的近代空间认识的概念。它们是由伽
利略和牛顿所确立的空间认识的概念，其核心内容是指空间的任何部分都具有相同的性质。“空间各
处都是相同的、均质的，所以凭借我们的感觉，我们无法感知到空间的各个部分，并且无法识别出空
间的各个部分。因此，为了能够认识空间，便需要建立一个可以测定的空间坐标系，而这个空间坐标
系便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牛顿的相对空间坐标系。”⋯由于在空间中导入了这个坐标系，所以“空
间便具有了有限性和相对性，空间的内部便出现了中心和边缘这样的空间上的质的差异。于是在空间
内部便出现了中心和边缘这种非均质性”。所以，我们在考察聚落空间的时候，总是能够感知到空间
，这是因为聚落是被限定了的空间领域，而我们在对聚落空间进行分析时，坐标系无时不在。换言之
，考察聚落的空间组成，实际上就是解明在有限空间中空间的质的差异的问题，所以自然在那里就存
在有“中心”和“周边”的问题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中心的世界里，并且能够感觉到中心的
存在。比如，世界的人口是以一个地点为中心(城市或聚落)集中地进行分布着的，并且城市的发展也
与这个中心密切相关。图1—1—1至图1—1—3表示的是伦敦的城市发展过程。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城
市人口的增加是从城市的中心开始，并呈同心圆状向外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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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着实是看不懂呀
2、文字偏少。
3、读的第二版，其中关于民族与聚落的思考未能从历史的、迁徙的角度来说；一开始说的居住者的
空间概念被偷换为观察者的空间考察成为理论基础。。。没有文化解读的空间量化分析有熟么意义呢
？
4、场所精神中的传统聚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
5、粗览
6、六颗星。结构和结论很清楚，方法是对于形态到数量再到形态的主客体细细辨认，对出现的所有
具体概念一一理解。出彩之处在于“自己”调查时的实像与建造聚落时候被隐藏起来空间概念的镜像
的一一映射以及空间组成与空间概念之间在拓扑上的“同构异形”，身体像也就轻松模型化精确化。
王昀老师的博士论文和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在看待问题的方式是相同的，对于建筑的理解也是
踏实的。方法上是站在现象学的方法的基础上再去贴合自己的论文，存疑的地方是数学模型这一块，
感觉杀鸡用了牛刀，前面的方法已经明晰。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是让这样的老师多一些地出现在我的
面前吧，我很想最近几年精确下来，脱胎换骨再做一遍人。
7、聚落研究中运用空间句法的始作俑者原来在这儿，但是比现在的研究有诚意多了，小图多可爱。
8、作者的理论水平还有待提高
9、果断是藤井研一贯的风格，总归空了再看看
10、大致知道想做什么，但是没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11、大量的基础工作
12、不过缺乏理论
13、大量的资料我很喜欢，不过一看到数学公式那一章就直接跳过了
14、看不懂数学模型T-T
15、王老师博士论文~
16、这本书就是博士论文啊  调研很多 结论很少啊 放现在看 价值不高
17、太数学，看不懂
18、建筑是一门科学。
19、王昀的论文，当时对聚落有所研究，就看了这本书，后来发现研究的数据不少，就是结论上有些
弱。
20、#有方推荐#@王昀微博 老师的《脚下的聚落与手上的聚落》8月18日下午4:00在@有方空间 开讲，
在沙龙开始前有方推荐阅读王昀老师的《传统聚落结构中的空间概念》，了解王老师，了解聚落。@
赵东山@刘晓都
21、关于国外的聚落类型还是蛮多的,进行了横向比较,有助于开阔视野,研究方法挺有意思
22、买错了，整本看不懂的地形图⋯⋯
23、聚落结构与空间观念。
24、很理科的一本论文
25、我以为这本书会读很久 结果有300多页的数据图表分析 
26、有点意思，王昀看来就喜欢跨界，数学建筑绘画英语，选的每个研究对象和具体素材都是我喜欢
的么。
27、看到那些对抽象物质性的数字转移便不想再深入阅读了
28、研究角度挺好的
29、特别好
30、现代化意味着世界走向专业化，专业化既是一切的数学化。质疑数学化是否合理，当然没有错，
只是现代大学以理性为基础，一切学术成果必须经受科学的检验，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都必须以数
学和统计学的方式来做才能被纳入科学领域成为合格论文的今天，建筑学应该如何？
31、配合着世界聚落教示100例看
32、工作量巨大，但没有得出令人叹服的结论，而且工作正朝着更为庞杂的方向发展，趋势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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