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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中国传统农村进行的调查，我们发现典型的空间建设模式展示出原型与标志型，

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在城镇化和现在化影响下，空间建设模式正在逐渐消失，部分新型社

区正在高速、大规模的进行整合。这些导致了地理性建设系统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在原型理论出

发，二元性特征应该与空间建设相结合，来引导传统农村空间建设模式的传播和应用，寻找新型

空间发展路径。这个路径要以可持续性、可选择性和转变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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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0 月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建设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农村社区这

个概念，要求把城乡社区建成为“有序管理、服务

完善、社会和谐的共同体”，11 月，国务院召开的第

十二次国民管理会议进一步指出要建设城市社区和

农村社区两个平台，整合社会资源，推进农村志愿

者服务逐步建立农村主体管理系统、运行机制、服

务系统与相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全

面提升农村社区，设法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

谐的新型农村社区。在这个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

建设已经成为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农村社区研究的推

动因素，也成为一个新的热点问题。但是就国内研

究现状来看，社会学、经济学得研究成果大多集中

在农民自身在时间、空间的转换问题上。城市学、

建筑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空间模式和土地利用上。

该系统的理论真正能用于指导新型农村社区空间建

设的建设模式还没有成立。因国情各不相同，经济

水平也不同，因此中国的新农村社区建设，应该一

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寻找理论方法建设新农村社区。 

一、原型理论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 

（一）原型理论的发展 

    原型理论在 18 世纪被植物学家 C.Linnaeus 提

出，原型由生物种群间普遍性构成。原型是新物种

的根，19 世纪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他的学生发展了

原型概念，认为原型和本能是集体无意识的。本能

是一种方式，它储存在人的大脑里有被唤醒激活的

能力。原型是存储于人内心的一种无意识、历史性

的“原始图像”。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来自荷兰的结

构主义大师赫曼·赫茨伯格提出将原型理论放在城

乡规划里。尝试建立有关于文化、地区、人文的系

统来挽救恶化的城乡局面。通过分析后来意大利的

建筑师将原型理论介绍到建筑学。他的观点是“类

似型城市”强调人对于城市建筑的集体记忆。借助

这种记忆将人的心里转化为实际的城市，他认为城

市的本体是标志型和原型，二者缺一不可。 

（二）新农村社区空间建设的二元性 

    对于新型农村社区来说，“相似性城市”的原理

也是可以运用的。因此，把一定农村社区内的建筑

分为两种，分别是原型建筑和标志型建筑。大体上

来说，原型建筑较为表象、具体、直观。一般指人

们通过经验的积累和继承，把大脑意识里出现的典

型的意识放在建筑中的一种表达方式或建筑的组合

方式。他的历史性特征总体上包括一般性、大量性、

可遗传性，并且尊敬自己的新陈代谢规律。在中心

村中各种各样的传统住宅都属于原型建筑。人类学

家Bernard Rudofsky,认为它是一种代表着社会通用

模式的建筑，被一群有着相同文化遗产和经验的人

群，运用共同的经验自发而且可持续的活动所建造。

因此原型建筑不但要显示出经验继承的历史性，还

要代表科技创新的的现代性。更为重要的是要展示

出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标志型建筑首先要具有建

筑真实性的属性。其次，标志型建筑要具备文化性、

纪念性、象征性、和标志性。因而。标志型建筑在

新农村社区中应该是最具有特色和最容易被记忆的

部分。 

（三）原型建筑与标志型建筑之间的因果关系 

建筑产生之前没有相似的原型，人们通过观察

和模仿大自然中的物体，创造了不同于大自然的原



 
第 1 期                             贾东水等：中国新农村社区空间建设策略研究                              43 

型。简单、自然、而且粗糙的农舍是自然建筑也是

体现出建筑美的原型建筑，拥有“像诗一样建筑风

格”。原型建筑经历历史的筛选，在一定地区被广泛

的采纳。成为组成聚落的一般性建筑，同时也成为

了人们生存和习俗的沉淀，而且被赋予了长久的生

命力和灵活的适应力。因此原型建筑是“原因”同

时也是聚落的“根源”，而且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地域

的文化特征。标志型建筑作为结果，一定程度上是

原型建筑的派生物。在原型建筑的繁育下，标志型

建筑以一定的规模和标准发展着，同时在社会生活

中扮演着重要的地标作用，人们把它当作一个地区

的显著性标志。 

二、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地区建设系统 

    迄今为止，农村社区发展已经有 5 年了，由于

和城市化、现代化缺少联系，显示出“城市的倾向

性、和无根性”。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对新农村社区建

设的焦虑性。一方面，是模仿城市社区的空间布局，

所以原有的适宜的规模、广阔的空间被演化为有序

的整齐的布局。另一方面，一些没有被重建的中心

村子缺乏保护意识。导致其中很多能够体现当地习

俗的聚落被瓦解。一些农村社区或者包裹着现代化

的外衣，或者显示不出生机。大多数的社区根据农

民的生活习惯做出修改。很多新建的农舍脱离了当

地的人文特点，甚至一些有地域特点的建筑也被钢

筋混凝土所替代。外墙、屋顶失去了当地的特点。

如果这一问题不能被引起重视的话，在中国所有的

村子将会一个样子。 

（二）居住环境遭到破坏 

    在中国，自然村分布广泛但是发展不平衡，一

些村庄小，分布密集的地区，两个或连个以上的自

然村快速合并为新型农村社区，村民们开始居住在

契约社区，居住的模式从单一的低密度发展到多层

的高密度社区，大多数的村民被迫住进了很多城里

人梦想的花园洋房，远离了自己的耕地。生产生活

变得不方便。统一设计的居住模式既平凡又别墅化。

别墅化的房屋既不节能又消费高。因此生态现在化

发展在中国新农村社区建设中需要解决。 

（三）当地文化难以继承 

    当地文化包括宗教、习俗，已经影响了农村近

千年，现在仍旧影响着很多地区。血缘社区表现在

地理上。宗教组织对于居住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改变

特别敏感。由于原始的居住模式被创造性的分离，

现有的居住模式不能与居民的生活生产习惯相适

应，当地的文化没有了继承人。居民们的适应性不

能被改善。 

三、新农村社区空间建设的策略 

（一）可持续性策略 

新农村社区的空间发展需要遵循着可持续性和

绿色发展道路，一方面原型建筑和标志型建筑可以

相互转化另一方面，村民们的原型概念已经与空间

建设可持续性的结合起来。很多村庄具有很好的自

然生态基础，自然资源捐赠和民俗文化沉淀。社区

形成的前、中、后期废弃物会经常产生，如果他们

被处理作为能量传递的纽带，对自然环境不会造成

破坏。对这些资源的有效利用可以提升新型劳动空

间原型的产生，使得人们可以更好的自我适应。所

以，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很稳固、持久的发展。

新农村社区不可能一两年内建设起来，应该为子孙

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空间模式。 

（二）可选择策略 

    目前新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设计等全部依靠

设计院，而设计院人力、精力都有限只能简单地进

行一些大众化的设计，而许多特殊的设计在高速发

展的社区进程中没法做到。 

    农村社区很容易被误以为是城市化进程，导致

很多“城市建筑”被植入。在原型理论中一个很重

要的观点是发展需要符合群体的意愿。在过去，原

型农村建筑大多数是农民自己自己建设的，每一户

会根据尺寸、位置、传统上的吉凶祸福和风俗进行

建设导致了原型建筑的差异。随着农村空心现象的

加剧，许多与地理地区肌理联系着的农舍消失。原

因是年久失修、保护不当等原因。原型建筑已经失

去。然而很多地标性建筑像寺庙、祖先的祠堂被妥

善的保护。这是因为他们的规模大，聚落的形态完

整，同时得到了长期的保护，以及持续的修缮。因

此，对于原始村落里的原型建筑和地标型建筑进行

样本收集是很有必要的。收集工作应在在专业人士

的指导下由村民们来实施，然后村民和设计者将在

一起进行设计，用这个方法村民们对于他们房屋的

概念能够得到设计者和建筑师的尊敬。最大程度实

现“没有建筑师参与的建筑设计”。 

（三）转换战略 

    设计者应该对于采集的样本实施广阔的设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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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这这过程中，转变是一个关键。Jorge Cilveti

认为转变是“一个对于现状的加工，这个加工从原

始的、平常的、标准化中脱离出来。通过扭曲、重

建或者改变使得原型和原始的状态有一定关系，并

形成新的意义”。一方面，通过转型的农宅的变化程

度是样本得以维持的条件。另一方面，对于有一定

历史的中心农村而言，原型的农舍会占有一些比重，

因此具有一些相似性展示出地区性的实质。然而当

农舍原型发生极大的转变时，原有的顺序也被也被

打破。农舍原型具有的历史继承性开始展现。由于

历史元素的积累，一种新的顺序产生了。这个顺序

对于新的住宅类型有提升作用，新的住宅类型因为

历史底蕴的原因成为这个地域的精神象征，即新的

标志性建筑。在新的标志性建筑的刺激下周边的农

宅原型开始更新以便更好地维持这个顺序。例如吴

良镛先生设计的 Juer 胡同吸收了中国南方的“里弄”

特点和北京的“鱼骨式”胡同特点，打破了传统的

四合院全封闭结构，在建筑形式上与北京老城有机

的统一起来，保持了城市文化环境的延续性。因此设

计新农村社区应该基于原型空间样本的采集和鉴定。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新农村社区空间建设中，应该从

原型理论的视点出发平等对待原型建筑和标志型建

筑。发展建筑形式的精神内涵，扎根传统文化，把

设计现在建筑的区域化和地区建筑现代化原则不断

地进行实践，有助于在新农村社区空间建设中避免

空间内涵丧失，在混乱中建立秩序，在秩序中创造

重要的理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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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field survey of traditional rural settlement, it has found that the typical spatial construction 
model shows the duality of matrix and landmark and they are in a relation of reciprocal causality.However, under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is spatial construction model is disappearing,and those natural 
villages are integrated and reconstructed at a high speed and in a large scal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communities, leading to a lack of geographical construction system and a damage of ecological living environ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prototype theory, the duality feature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spatial construction model to 
guide the inheritance and application of spatial construction model of traditional rural settlements and seek for new 
spatial development approach for new rural communities 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alternative and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Keywor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New rural community;Prototype;Duality;Spatial constr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