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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代中国建筑学话语图景中， “建筑实践在乡村”正作为一个社会性事件或一股“潮流”被广泛关
注和讨论。尤其是近年来，建筑学专业媒体或社会媒体蜂拥地将视线聚焦乡村、城乡建成环境中以强
调中国语境下的“公民性” 、 “社会性” 、 “伦理” 和 “人道主义”等指向人文社会学科向度的实
践。在建筑学专业媒体的叙述中，乡村实践的社会学维度空前高涨，而对于其作为建筑学科中乡村实
践本质问题的研究和应用性探索则相对缺席。
乡村实践的参与性和公众参与程度空前开放： “新农村建设” 、 “桃花源” 、 “乌托邦” 、 “上
山下乡” 、“美丽乡村”、“乡愁”、“归田园居”等词汇持续不断地汇聚并充盈着当代中国乡村改
良运动这股涌动不息的热流。与此同时，在当代中国乡村实践活动中，乡民集体无意识的建造活动和
传统的地方匠作系统也在遭遇城 市建筑学、城市资本的全面介入甚至是颠覆性改写。尤其是近十年来
伴随脆弱的中国乡村建成环境以及频繁突发的自然灾害胁迫下，以“灾后重建”迅速反应的“乡村+
工作室”作为一种积极有效介入乡村实践的工作模式被广泛认同和推广。然而，这套以快速建造为出
发点的建筑实践参与系统在今天看来已经逐渐脱离其应对乡村自然灾害问题的初衷，其被泛化和不断
拓宽的社会学语义以及建筑媒体集体聚焦“乡村实践”的报道正在诱导“乡村”作为一个美学范畴的
概念被过度消费，而建筑学也在不自觉地鼓舞和积极参与这场消费的盛宴。
在此背景下，本期主题“下乡运动”关注当代中国乡村现状，反思当代中国乡村实践的困境；关注乡
村建设在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探索乡村实践及其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新趋向；关注置身当代中
国乡村实践活动中的境内外建筑师、事务所、社会资本介入乡村实践的经验和策略，追踪其身处乡村
、民间驱动、公众参与、服务社区等乡村实践活动的开展状况。试图走出主流媒体的话语空间，反思
当前媒体、建筑师、民间资本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下乡运动”及其在乡村实践活动中应该如何寻找自
身恰切的参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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