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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作为与城市并置的主要人居环境，其空间形态的层级研究范式需更新，以深入挖掘乡村空间形态演

变机制。首先，通过整理开放建筑的外部环境与建筑内部空间一体化的全尺度层级方法，提炼层级间的“支撑 -

填充”关系与形态控制层级的跨层级逻辑内核。其次，在乡村人居环境的语境中进行层级扩充与调整，确定各

层级的主要研究内容，建构层级间的逻辑关系框架。最后，以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下桥村为例，从外界因素与

内在因素 2 个角度，解读形态在层级间的传递与转化机制，在“全尺度 - 跨层级”视角下，建构包含区域、聚落、

社群、邻里、宅基地、居住单元、房间 7 个空间层级的乡村人居环境形态研究的层级体系，为深化理解城乡转

变中的乡村建成环境提供认知方法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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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层级（level）是阅读与分析不同尺度环

境形态的研究工具。城市形态学的层级方法构

建了解析城市复杂空间形态的尺度序列与多层

级结构，通过分辨率（resolution）不断递进的层

级划分，对相应空间层级切片的形态要素进行

隔离分析。英国城市形态学派认为城市包含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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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和道路系统、地块肌理、房屋模式 3 个层

级 [1] ；意大利形态学派的“城市有机体”理

论认为城市形态的层级逻辑与房屋建设时序

相关，包括系统有机体（organism of  systems）、

结构系统（systems of  structures）、元素结构

（structures of  elements）和元素（elements）4 级结

构 [2]。英国伯明翰城市形态研究学者卡尔·克

罗普夫（Karl Kropf）综合对比以上两派城市

形态学思想，将城乡外部空间与建筑内部空间

的空间层级统一表述，提出了跨层级的 7 种

通用类型，即肌理 / 平面单元（tissue/plan-

units）、 地 块 序 列 / 街 区 / 街 道（plot series/

blocks/streets）、地块（plots）、房屋（building）、

房间单元（room cell）、结构元素（structural 

elements）、房屋材料（building material）[3]。

作为与城市环境并置的主要人居空间形

式 [4]，乡村同样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

征的地域综合体。同时，作为传统中国乡土

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乡村历经长时间的

发展演变，具有从聚落格局到建筑组织的多

尺度与多层级性的空间特征。但与城市形态

相比，乡村的空间形态展现出较强的自调节

特点。由于乡村单级空间的形态信息规模较

小且种类单一，当面对外部环境与内部使用

模式变化时，可通过不同空间层级间的形态

转化，自适应使用需求变化，最终达到乡村

形态演变发展的动态平衡。但是多层级的传

统形态研究范式忽略了形态在区域、聚落、

建筑不同尺度下各空间层级间的传递与转化

机制，故本研究需要重新建构包括宏观、中

观、微观全尺度下的跨层级研究范式，以进

一步解析乡村形态在不同层级间的演化机制。

1  开放建筑的层级体系
层级是开放建筑（open building）理论的

核心概念之一 [5]，通过空间环境的可变性划分

层级并制定分层开发策略，以应对多群体需

求变化，实现建筑及空间的长效使用。“二战”

后的大规模城市重建中，建筑学界开始探索

一种快速、高效、可持续的建造方式 [6]，在建

造逻辑不变的前提下，使建筑更好地适应人

的多样化需求。20 世纪 60—70 年代，荷兰建

筑学者哈布瑞肯（Habraken）提出支撑体住宅

的支撑体 / 填充体（skeleton/infill, SI）体系 [7]，

该体系根据建筑的使用年限及可变能力划分

层级，将永久的、生命较长的公共设施、服

务设备和结构体划分为支撑体层级；将易于更

换的组合元件（包括外墙、浴室、厨房、隔墙

等）划分为填充体层级。而后根据建筑的使用

年限与可变能力建构层级间的支撑与填充关

系，实现了城市外部空间与建筑内部空间的

一体化研究系统，将城市人居环境划分成城

市结构层（city structure level）、肌理层（tissue 

level）、支撑体层（skeleton level）、住宅划分层

（house allocation level）、填充体层（infill level） 

5 个空间层级，分别对应≥ 300 年、100~300 年、

100 年、25 年、10~20 年的使用年限。同时开

放建筑理论建立与空间设计层级相对应的形态

控制（governance）层级，揭示产生形态变化

的控制机制，包括街区居民、邻里居民、地

块居民、住户、房间主人（表 1）。社区群体

的行为奠定了空间的底层逻辑，而居民个体

的需求对应了空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8-9]。开

放建筑的层级体系主要有如下 2 个特点。

1）“支撑 - 填充”结构：“支撑 - 填充” 

结构关系同样适用于城市外部空间的层级划

分。每个环境层级均具有支撑与填充的双重

属性，其中相对低层级表现出支撑体特征，

提供结构形态；相对高层级表现出填充体特

征，实现形态在结构框架下的继续演变。

2）形态控制层级：空间层级形态变化的

产生是空间控制者决策的结果。不同空间层

级的形态控制者不同，一些被广泛接受的文

化规范和持久性价值观由社会大众的普遍观

念控制，通常出现在城市肌理等较高层级；而

私人领域的环境形态由对应的具体居住者及

使用者决定，一般出现在室内环境等较低层

级。控制层级超越了形态元素自身的结构关

系，用来解析形态变化背后实际控制群体的

需求及控制决策制定过程。通过对社会中不

同层级形态进行分层控制，可达到高层级秩

序与低层级秩序的繁荣共存。

开放建筑的层级划分具有全尺度和跨层

级特征，不仅将城市外部空间与建筑形体元

素的信息整合为一个研究框架，同时提出层

级间存在“支撑 - 填充”的形态嵌套关系，并

通过层级空间背后的控制逻辑体系加以解释，

为建构“全尺度 - 跨层级”的乡村人居环境形

态研究的层级体系提供框架基础。

2  乡村人居环境的“全尺度 - 跨层级”

研究框架
近年来，学界对传统乡村人居环境的层

级认知不断深化，许多学者基于开放建筑理

论提出乡村改造的适应性方法。李珊珊 [10] 将

中国传统住宅划分为群体组织、房屋结构、

室内外墙体 3 个层级；冒卓影 [11] 构建了广州

城市边缘乡村的乡村肌理、建筑支撑体、内

部填充体 3 个层级；胡徐辉 [12] 将“层级”策

略引入浙南乡村公共建筑研究中，提出乡村、

道路、支撑结构、外墙维护、设备管线、卫

生间厨房、分隔墙、家具的分层方法；魏亚

萍等 [13]、李元等 [14]、鲍莉 [15] 基于“支撑 - 填

充”的 SI 体系，利用开放建筑理论探索江南

地区传统民居的更新路径。但以往研究大多

关注开放建筑的 SI 体系对于探索中微观尺度

下乡村住宅的建造路径 [6-8]，缺乏对构建乡村

外部空间与建筑内部空间的一体化层级体系

的整体性思考，并且忽略了层级嵌套结构关

系对于空间形态变化的传递作用。本研究借

鉴开放建筑的城市外部空间与建筑内部空间

的一体化层级划分方法，整合乡村人居环境

形态研究在宏观区域、中观聚落、微观建筑

表 1  开放建筑的层级体系 

Tab. 1  Level system for open building

层级 环境层级 设计层级 使用年限 控制层级

1 街区 城市结构 ≥ 300 街区居民

2 邻里 肌理 100~300 邻里居民

3 地块 支撑体 100 地块居民

4 住宅 住宅划分 25 住户

5 房间 填充体 10~20 房间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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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同研究视域下的全尺度信息；并进一步根

据“支撑 - 填充”的层级嵌套结构以及形态控

制的分层机制，建立梳理形态层级秩序的“全

尺度 - 跨层级”研究框架。

首先，开放建筑中的街区、邻里、地块、

住宅、房间 5 个层级可同等对应村居空间中

的聚落、邻里、宅基地、居住单元、房间 5 个

层级。其次，单个乡村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的

个体细胞，需要与周边乡村协同成为乡土社

会网络，才能满足物资供给、日常社交等全

部生活需求，因此在聚落层之上补充区域层，

对乡村之间的区域社会网络进行解析。最后，

乡村并非居住的最小社区单元，在乡村内实

际包含多个以地形地貌为边界，独立发展的

自然社群，是村民聚居生活的居住单元，因

此在聚落层与邻里层之间宜增加社群层。因

此，开放建筑的 5 层级城市环境体系，可扩

充为乡村人居环境形态研究的 7 层级体系：

区域层、聚落层、社群层、邻里层、宅基地

层、居住单元层、房间层（表 2），该 7 层级

体系建构了研究乡村空间形态的完整“支撑 - 

填充”关系，各空间层级对应了从长至短的空

间使用年限，以及从高至低的不同空间控制

主体。7 个层级中相邻层级间互为“支撑 - 填

充”关系，高层级反映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

是集体行为的结果，低层级反映居民的日常

生活经验，是私人领域活动的结果。

区域层是乡村人居环境的第一层级，通

常以县域内的村落网络系统为研究对象，占

据 7 层级体系中的最高层级，为其余 6 个层

级提供了地理格局结构框架。区域层一般对

应中央政府的宏观控制，代表社会总体经

济文化需求，该层中的自然地理格局、社会

文化等形态元素，可视为乡村人居环境形态

研究中稳定不变的长期因素。聚落层以单个

行政村为研究对象，研究村落的总体空间布

局模式，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可保持稳定

的结构肌理，变化周期在 100 年及以上，对

应地方政府的区域发展控制，代表本地村民

的公共利益诉求。社群层研究具有完整自然

地理边界的居住聚落的结构，变化周期为

50~100 年，代表不同时期中该社区内的居住

团体如宗族、居民小组、生产大队等的发展

和公共空间利益。邻里层研究相邻建筑单元

之间的生长与空间竞争关系，变化周期同样

为 50~100 年，代表不同居住家庭之间的社交

需求。宅基地层研究建筑地块范围内的建筑

与开放空间，变化周期为 50 年，代表公共利

益与居住家庭需求的协调结果。居住单元层

研究建筑形式、结构与空间使用方式，变化

周期为 25 年，代表居住家庭的生活模式。房

间层研究建筑内部的隔断、家具和设备配置，

变化周期为 0~20 年，代表具体家庭成员的喜

好与日常使用需求。

3  案例研究：“全尺度 - 跨层级”视角

下的乡村人居环境形态演变秩序关系
空间形态的变化受到外界因素与内在需

求的共同影响，跨层级研究视角则可展现某

种变化因素在不同层级的空间形态中引起的

联动效应。由于各层级之间存在连续嵌套的

“支撑 - 填充”关系，组成形态骨骼与形式细

节的逻辑关系，高层级空间的形态特征映射

在低层级空间中主要通过 2 个途径：形态传

递与形态转化。形态传递是指低层级空间中

的形态直接继承高层级空间形态的结构特征，

并在该层级对特征细节进一步叠加补充关系；

形态转化则是指某些层级空间中的形态变化

间接引起了其他层级空间形态性质的连锁变

化。外界因素通常作用于较高层级空间，自

上而下地引起各层级的整体变化，内在因素

通常作用于较低层级空间，主要形态变化向

下传递，但同时也会通过形态转化，使高层

级空间的部分形态性质发生改变。本研究将

通过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下桥村的研究案例，

具体说明“全尺度 - 跨层级”研究视角下的乡

村人居环境形态演变秩序关系。

下桥村是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典型的榴

式村落①，属于浙南山地地貌②，传统时期

（1644—1911 年）村内济南郡林氏、西河郡林氏、

汤氏、陈氏四姓混居。村内现存木拱廊桥 2 座

（北涧桥及溪东桥），以及大量传统时期、民国

表 2  乡村人居环境形态研究的 7 层级体系

Tab. 2  Seven-level system for research on spatial form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层级
形态变化描述 形态变化控制权属

研究对象 形态元素 变化影响因素 等级 控制群体

区域层
聚落与外部世界的互

动关系
地理圈、社会网络 地理环境、社会经济背景

最高层级，影响其余各

层变化
自然力量、社会群体

聚落层 聚落整体格局肌理
边界、密度、形式、建成或开放区域；景

观；道路交通系统；建筑分布

政策、经济数据、宗族之间的竞争与

合作关系

聚落第一层级，控制建

筑的生长规模和范围
本地政府、宗族、乡绅

社群层 居住社群的格局肌理
边界、密度、形式、建成或开放区域、景

观、道路交通系统
政策、经济数据、主导宗族的控制 聚落第二层级

该区的主要居住宗族，居民小

组、生产大队等居住团体

邻里层
相邻建筑之间的互动

关系
邻里肌理（入口、空间等级、空间要素）

宗族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宗族内家庭

的合作与竞争
聚落向建筑的过渡层级 宗族、家庭群体、其他村民组织

宅基地层
同一建筑群组中建筑

之间的关系
建筑组合方式 建造方式 建筑第一层级 政府、家庭群体

居住单元层 建筑的主体特征 形式、承重结构、外围护结构、空间构成
乡土建造机制、本地生活方式、材

料、技术、群体文化、个体需求
建筑第二层级 集体习惯、居住家庭、居住者

房间层 建筑的室内特征
非承重内隔墙、使用功能、室内装饰、家

具、器具
生活习惯、个体倾向

最低层级，由个体需求

控制
居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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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1949 年）、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1949—

1977 年）、改革开放后（1978—2016 年）等不

同社会经济时期建造的传统榴式民居及新榴

式民居。大量不同时期的建筑遗存为梳理乡

村空间形态演变秩序提供了优良的研究样本。

笔者通过整理下桥村内民居建筑建造信息 [16]，

建立乡村人居环境形态研究的 7 个空间层级，

可得到自帝制末期到当代聚落空间及居住环

境发生的形态演变序列（图 1）。

3.1  外界因素：交通体系引起的乡村聚落

肌理变化

交通体系属于外界因素，具有自上而下

的政府规划性质，在“支撑 - 填充”的层级

秩序下，形态变化在各环境层级间逐层传递，

引起区域层到房间层 7 个空间层级形态的整

体联动变化。交通体系的改变率先发生在区

域层。下桥村位于泰顺县泗溪盆地的中心地

带，是通往周围较高海拔山地乡镇的必经之

地。传统时期下桥村与周边乡镇通过民间小

道相连，20 世纪 50—90 年代，泰顺县境内省、

市、县各级别公路、道路交通体系建成，将

下桥村至泰顺县罗阳镇的通行时间由 24 h 缩

短至 1.5 h。

当代交通体系置入区域层后，在聚落层、

社群层与邻里层形成新的路网关系及空间肌

理。传统时期的乡村小路基于日常生活所需，

连接民宅、农田及主要公共设施，依山水形

势形成自然有机路网；当代交通体系在传统

路网的基础上叠加异质公路、道路交通肌理，

连接下桥村与其他地区。20 世纪 70 年代筱莲

线公路在下桥村修建通车，社群层的形态肌

理由原先自然环境导向的散点状或组团状布

局转变为道路交通导向的线性布局，线性空

间肌理传递到邻里层，改变了以祖宅为中心

的邻里空间关系，在宅基地层形成沿路并列

分布的宅基地划分模式，以及联排式建筑体

组合方式与沿路一字展开的建筑立面（图 2），

最后引起房间层的一层前厅室内功能及室内

布局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住宅沿路密集排布，

1 下桥村的居住环境演变序列（1644—2016 年）
Evolution sequence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Xiaqiao Village (1644 – 2016)

1644—1911年

1949—1969年

1990—1999年

1912—1929年

1970—1979年

2000—2009年

1930—1948年

1980—1989年

2010—2016年

现存建筑等高线 道路

N

0 300 m

新建建筑

1 2

1

传统时期 民国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 改革开放后

层级一：
区域

层级二：
聚落

层级三：
社群

层级四：
邻里

层级五：
宅基地

层级六：
居住单元

下桥村
泗溪镇
公路

公路
建筑

建筑

建筑
山
水

后池

水系

水系
等高线

小路

小路

罗阳镇
泰顺县

N

N

N

N

10 km0

0

0

0

300 m

60 m

30 m

榴式合院宅基地平面

榴式合院立面

双榴住宅宅基地平面 单榴联排式住宅宅基地平面

单榴联排式住宅立面

1644—1911 年 1912—1949 年 1949—1977 年 1978—2016 年

2-6

2-5

2-4

2-3

2-2

2-1

    注：在层级六中，双榴住宅立面并无典型形式，与单榴联排式住宅立面相仿。

2 交通体系引起的下桥村层级空间形态变化
Transformation of the level spatial form in Xiaqiao Village triggered by traff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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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进深方向与道路垂直，并直接对道路开

门；在房间层中的入口起居室与外部道路直

接相连，逐渐转变为杂物、农具、电动车等

小型交通工具的存放空间，村民的个人生活

空间向二层以上移动。

区域层交通体系的变化，使聚落层发生

土地价值性质的转变，具体表现为土地价值

由自然风水导向转向交通便利度导向，并继

续催生了社群层中不同居住社区的发展速率

与发展模式的变化。下桥村的聚落规模自传

统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平稳扩大，增幅缓

慢稳定，以居住功能的民宅和宗祠、庙宇等

日常礼仪建筑为主。20 世纪 80 年代后，下

桥村建设量激增，由于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

建设带来的沿路商业店铺、小餐馆的出现与

增多，以及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民宿、农家乐

等休闲娱乐功能空间的增多，乡村从单一的

居住社区转化为多功能复合综合体。社群层

中的各居住社群受地理位置影响，发展速率

和发展模式各不相同，桥头、南山、溪东等

公路两侧的居住社群以及北涧桥、溪东桥等

廊桥旅游区附近区域为村内主要商业集中区，

近年发展较快，而村落边缘的垟头居住社群

基本荒废，现仅剩一位老人独居的老宅。邻

里层新旧建筑之间的等级秩序消失，以后池

居住社群南部的邻里关系为例，该区域内有

嘉庆（1796—1820）年间修建的汤氏老厝以及

咸丰（1851—1861）年间修建的火墙底厝，民

国至 20 世纪 60 年代汤氏老厝内部分居民迁

出，在老厝周边新建独栋房屋，形成以老厝

和火墙底厝为中心，依建筑年代围绕式分布

的组团肌理。受道路肌理影响，20 世纪 80 年

代后新迁出居民沿道路两侧建造房屋。在新

邻里关系中，传统围绕式组团肌理与新型线

性肌理的空间片段拼贴在一起，空间等级秩

序消失（图 2）。

3.2  内在因素：家庭结构引起的乡村建筑

格局变化

家庭结构属于内在因素，反映自下而上

的村民日常使用需求。下桥村居民的家庭结

构包括直系组联合家庭、主干家庭、兄弟并

居家庭、核心家庭 4 种形式，自传统时期至

今，完成了从传统大家族聚居的血缘型居住

模式到现代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小家庭散居

模式的转变。家庭结构的变化在宅基地、建

筑支撑体、建筑室内各层级直接引起从合院

住宅到单榴住宅的形态转变，并间接引起聚

落、社群、邻里等各层级空间肌理发展模式

由组团式向分散式的转变（图 3）。

下桥村作为典型的浙南榴式民居村落，

以榴为民居建造及空间使用单元，每个榴单

元均可满足一户核心家庭的建造需求及日常

生活需求。榴单元由两榀纵向屋架通过横向

穿枋连接形成木框架。由于穿枋仅为连接作

用，因此每个榴单元在结构上都相对独立，

基本实现了作为结构的支撑体与作为内部空

间分隔的填充体的分离。结构的独立性使得

榴式民居在建造过程中高度灵活，通过榴单

元的复制、叠加与组合实现空间形态的自由

组合，形成不同的民居类型，以适应实际使

用需求。

家庭结构关系决定了榴单元的组合模式，

并直接反映为宅基地形态以及建筑形体的组

3 家庭结构引起的下桥村 7 层级空间形态变化
Transformation of the seven-level spatial form in Xiaqiao Village triggered by family structure

3
3-5

传统时期 民国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 改革开放后

N

N

0

0

60 m

30 m

榴式合院宅基地平面

榴式合院平面

榴式合院正方剖面

榴式独栋住宅宅基地平面

榴式独栋住宅平面

榴式独栋住宅剖面

单榴联排式住宅宅基地平面

单榴联排式住宅平面

单榴联排式住宅剖面

双榴住宅宅基地平面

双榴住宅平面

双榴住宅剖面

1644—1911 年 1912—1949 年 1949—1977 年 1978—2016 年

济南郡林氏花园

济南郡林氏花园

汤氏

汤氏

二次迁居路线
首次迁居路线
山 小路
水 建筑

济南郡林氏后池

西河郡林氏
小路
后池

陈氏
公共
下桥村其他村民
周边村落村民

层级三：

社群

层级四：

邻里

层级七：

室内

层级五：

宅基地

层级六：

居住单元

3-4

3-2

3-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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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模式的变化，由传统榴式合院住宅、榴式

独栋住宅、双榴住宅转变为单榴联排式住宅。

传统时期下桥村民间住宅主要为传统的榴式

合院，满足大家族聚居的直系组联合家庭的

居住需求，大家族共用中心榴厅堂与住宅合

院，家族中每户独立的直系家庭占据一个居

住榴单元，满足小家庭内的日常起居生活；民

国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榴式独栋住宅，住宅

规模显著减小，满足一户主干家庭生活所需，

家庭同样共用中心榴厅堂，父母及成年子女

分别可占用一个居住榴单元；20 世纪 70 年代，

村内出现兄弟二人共建且比邻而居的双榴住

宅，是核心家庭结构的雏形；20 世纪 90 年代，

核心家庭逐渐成为居住模式的主流，以单榴

住宅形式为主，每户核心家庭修建并居住于

一个榴单元。单榴住宅的形式同时受到道路

交通体系的线性肌理影响，形成了沿道路展

开的单榴联排式住宅（图 3）。在前 3 种模式

中，血缘关系决定居住方式，相邻榴为同一

家庭亲属，在最后一种单榴联排式住宅中，

现代的邻里关系取代血缘关系。同时，单榴

住宅产生于独立的核心家庭居住模式，消除

了大家族聚居的合院住宅中空间的等级秩序

关系，因此单榴住宅的出现使得聚落、社群、

邻里各层级空间肌理中的等级秩序也逐渐被

打破，空间形态由中心化的组团式肌理转变

为去中心化的分散式肌理。

4  结语
本研究借鉴开放建筑的层级建构方法，

探讨外部环境与建筑空间的一体化层级体系

以及“支撑 - 填充”层级嵌套关系和形态控制

层级引起的形态传递与形态转化作用，通过

整合宏观、中观、微观 3 个尺度下的乡村外

部空间与民居居住空间，最终建构了包含区

域、聚落、社群、邻里、宅基地、居住单元、

房间 7 个空间层级的乡村全尺度空间层级分

层方法，并梳理 7 个空间层级的系统性关系

及主要研究内容；同时，从跨层级的视角提出

了外界因素与内在因素影响下的层级之间的

形态传递与形态转化机制的不同途径，并利

用具体研究案例阐释跨层级视角下层级间形

态互动的可能性，加深了对中国乡村建筑中

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系

统性理解，并为城乡转变中的乡村人居环境

形态演变过程的梳理提供认知方法上的启示。

跨层级的动态视角可增进学者们对当下城乡

巨变中乡村聚落、民居建筑、室内环境等不

同研究尺度中空间层级的结构性变化的理解，

并与具体的社会组织者、建造实施者、空间

使用者建立逻辑对应关系。乡村人居环境不

是固化不变的，而是随着技术与文明进步不

断迭代发展，未来研究可扩展到不同地理与

社会范围的乡村空间，整合多层级空间，为

探索传统乡村的可持续性建造系统提供依据。

注释 (Notes)：
① 榴式村落为浙南泰顺地区基于榴单元模数化建造体系形
成的传统村落。在该体系中，单体民居由一定数量的榴单
元横向拼接，形成浙南典型长屋，长屋通过院落组合形成
榴式合院，以院落为基础，形成泰顺县榴式民居第二层级
的单元化建造系统。 

② 浙南山地属于浙江省六大地貌区之一，以泰顺县为代表。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CONZEN M R G. Alnwick, Northumberland: A Study in 

Town-Plan Analysis[M]. London: Orge Philip and Son, 1960.

[2] CANIGGIA G, MAFFEI G L. Architectural Composition 

and Building Typology: Interpreting Basic Building[M]. 

Firenze: Alinea Editrice, 2001.

[3] KROPF K. Morphological Investigations: Cutting into 

the Substance of Urban Form[J]. Built Environment, 2011, 

37(4): 393-408.

[4] 吴良镛 . 中国人居史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

[5] KENDALL S H, TEICHER J.  Resident ia l  Open 

Building[M]. New York: Taylor and Francis, 2000.

[6] ABRAMSON D M. Obsolescence: An Architectural 

Histor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7] HABRAKEN N J. Supports: An Alternative to Mass 

Housing[M]. New York: Architectural Press, 1972.

[8] HABRAKEN N J. The Uses of Levels[J]. Open House 

International, 2002, 27(2): 1-17.

[9] HABRAKEN N J. The Structure of the Ordinary: Form 

and Control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8.

[10] 李珊珊 .基于开放建筑“层级”理论的中国传统住宅“开
放性”研究 [J]. 城市建筑，2017（20）：64-66.

[11] 冒卓影 . 共生视角下的广州都市边缘乡村住宅更新改
造设计策略研究 [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20.

[12] 胡徐辉 . 开放建筑理论在浙南乡村建设中的应用 [D].

杭州：浙江大学，2015.

[13] 魏亚萍，陆可人 . 开放建筑理论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应
用研究 [J]. 城市建筑，2018（8）：36-38.

[14] 李元，鲍莉，王川 . 传统营建智慧的当代传承与发展：
以泗阳建造实践为例 [J]. 建筑创作，2020（1）：68-75.

[15] 鲍莉 . 开放建筑在传统居住建筑的探索 [J]. 中国住宅设
施，2016（Z2）：40-43.

[16] LIN X Y. Time, Space and Peop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Built Environment in the Xiaqiao Village(1644–2015)[D]. 

Hong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8.

图表来源 (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s)：
文中图表均由作者绘制，其中图 1~3 中的地图底图来源于
2015 年泰顺县测绘图及 2015 年 Google map 底图。

（编辑 / 邓泽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