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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7_BA_AA_E7_9A_c57_644468.htm 摘要： 关于物质环境和

人的关系，丘吉尔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塑造了环境，

环境又影响了我们。”人生大约一半以上时间是在居住区里

度过的，因此居住区环境的好坏对居民影响很大。环境是人

创造的，又反作用于人的性情、感情、心理和行为。人通过

五官体验到环境中的美与丑、动与静、舒畅与局促，悠闲与

烦躁等等。虽然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一种多因素、综合的系统

的相互关系，但通过物质环境的设计，诱导或改变某些行为

，的确使人类对物质环境的反应更具有一种持续的关系。

H.A沙蒙（simon）说：“环境是与有机体的感觉器官、要求

和活动相依存的。”相马一郎指出：“环境可以说就是围绕

着某种物体，并对这物体的行为产生某些影响的外界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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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教授G. 伊文思在《环境应力》一书的编著前言中阐明了

环境与行为的关系：“人的行为与形体环境的关系是具有两

种基本形式。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影响着环境质量：我们消

耗的能量、我们购买的产品和我们支持的经济与政治政策影

响着环境条件；另一方面，我们周围的形体环境又影响着我

们的心理和生理健康。” 1.1 居住区的空间布局 居住是城市

重要的功能和组成部分，居住空间则是城市空间的细化和延

续。居住区空间是以居信建筑为主的群体组合而成，为了各

种功能的需要有意识地分割或围合，组成不同大小、形状、

特征、色彩的空间。这个空间环境应能保持个人、家庭、社



会的特点，又有足够的手段保持互相不受干忧，又能进行面

对面的交往。 我国居住区的空间布局早期是借鉴西方的“邻

里单位”模式居住区空间，接着仿苏联的“街坊”模式内部

庭院，到90年初形成的以“小区组团院落”三级空间形式序

列得出的以住宅组团为中介的分级空间形式。发展到现在，

规划开使出现了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带

来的居住外部空间则是向着空间的特征化和特色化发展，同

时引入城市空间的概念和模式，包括城市的“街道空间”、

“广场空间等”，体现了城市空间向居住区空间的延伸和渗

透。这些居住外部空间的形态不仅展示了居住环境的多元化

个性，更丰富了城市的景观和形象。 可持续发展的居住区建

构形式，在淡化组团空间的前提下，从住区的大环境出发，

在住区的整体范围内通过对基地、自然条件、地方特色、居

民活动特征等的分析，在布局中形成一个（或一系列）的特

征空间作为住区的空间主体，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住区的一种

明显的特征空间并生成相应的场所载体（一般为中心开敞的

集中绿地或广场），同时在住宅组群内部形成代表地方特色

和富于个性的特色空间（相当于院落空间），如里弄空间、

四合院空间等。 这种向特征空间发展，向特色空间深化的手

法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住宅结构和外部空间向多元化和个性

化发展的趋势。住区的特色空间在一定范围内可成为城市的

地域空间特征，而实现了城市空间向居住空间的转移和渗透

，特色空间则赋予居住外部空间地方特色和个性，从而创造

出更富活力的环境氛围。 新的居住区空间形式给住区带来多

元化和个性化的发展，为住区的空间、景观乃至整体环境品

质注入了新的活力。 1. 2 良好的居民空间 一般来讲，居民空



间介于严格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通常有二者的各自

特点，它的空间界限存在于城市与居住区之间，居住区与小

区之间，小区与住宅团组之间，住宅团组与住宅之间，住宅

与家之间，以至家庭与个人之间。 好的居民空间设计是个人

与特定城市地点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真实的写照。反之，人与

城市地点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决定了居民空间设计本身的重要

性。这其中涉及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1）从对周围环境形

体特征的抽象描述演变为对自然表达； （2）从个体、日常

和普通的偶发事件中提炼出共同的和超验的体会； （3）从

对权威、权势以及相关社会各方面的单独表述到通过体型环

境的综合体现； （4）真实反映居民和国家在促进城市建设

中扮演的不同角色。 一言以蔽之，好的居民空间设计是形体

特征，生活阅历，综合效力和社会支持共同作用的结果。 1. 3

居住区空间的场所感 空间（space）不等于场所（place），场

所是有明确特征的空间。只有当人在一个具体的空间里感到

自在，愿意逗留并产生某种联想时，空间才会成为场所。 弄

清场所的含意有利于在空间环境设计中介入人的因素和生活

活动的因素。然而还有必要进一步弄清场所与场合

（Occassion）所包含的不同概念。不同的时间形成不同的场

合，一年里春夏秋冬气候不同，一天里早中晚人的需求各异

。环境中必须有场合的概念，即时间的概念。 创造居民乐于

活动的场所要有三点必要的条件： （1）整洁、舒适、优美

的环境； （2）必要的消闲、交往设施； （3）限定的空间。

1.4 居住区中的居民需求 居民对环境的需求包括两个方面，即

物质的需求和精神的需求。通过社会调查分析，我们将城市

居民对居住区环境的需求分为以下5个层次： （1）生理的需



求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新鲜的空气、充足的阳光、良好的

通风、没有噪声干忧、要求冬暖夏凉等是求得生存的保证，

乃是生理上优先的需要。 （2）安全的需求包括个人私生活

不受侵犯，避免人身和财产遭受伤害和损失等也是一种求生

存的基本需求，自远古至今从来如此。 （3）人与人的接触

、邻里关系、互助互爱等社会交生的需求是文明社会中必不

可少的人类活动，离开社会交往城市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4）消闲指的是闲暇时间如何消谴，休息、游戏、文艺、体

育、娱乐等等，各人爱好不同、内容十分广泛。 （5）美的

需求不仅指赏心悦目景观等环境的美，还指在这样的空间里

人们感到生活是那么美好，产生一种自豪感，不禁令人自觉

地尊重别人并受到别人的尊重。正象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说

过的一句话：“美就是生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