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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峡库区人居环境建设的社会学问题研究》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移
民工程，不仅改变了三峡库区传统的人居环境形态，也暴露出与社会学相关的诸多现实问题。《三峡
库区人居环境建设的社会学问题研究》以此为导向，从变迁事实和学科交叉两个维度建立学术思路和
研究框架并分析三峡库区移民搬迁的特殊城镇化进程，研究地域人居环境建设的创新理论，及其在地
域社会和谐发展中的应用实践。最后，《三峡库区人居环境建设的社会学问题研究》提出三点探索性
策略：在区域层面通过异地城镇化等方式建设库区人居环境开放时空体系；在城镇层面试图以城市规
划的行业制度和技术措施等方式建立城镇扩张边界、完善住宅保障体系和提升景观场所质量，实现人
居环境在社会学意义上的科学建设和发展问题；在社区层面发掘社会网络和地域文化传承性的现代作
用和影响力，发挥地方人民和单位制度的空间作用，满足库区非正式经济模式的空间需求等方式，实
现人居环境的社会保障功能，有助于解决三峡库区人居环境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
。
《三峡库区人居环境建设的社会学问题研究》可供人居环境研究人员、城市管理者阅读参考，也可供
城市规划、建筑学、历史学、城市社会学、文化地理学等研究、设计及管理人员阅读参考，还可供相
关专业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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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社会现代化本是一次将人类带入美丽“乌托邦”的快乐旅行，却变成了人工时空针对
自然时空的过失谋杀。人居环境和谐建设的价值策略应该驾驭人类理性，让它在应有的伦理范围内去
克隆而不是肆意杀戮。然而，这一伦理范围的合理边界在哪里，何种价值框架才能让自然时空和“人
造环境”和谐共存？走向人居环境变迁的审美判断就是对这些问题的详细解答。人居环境指向人与自
然的居住实践关系，物质基础是地理自然环境和个体生命周期蕴涵的绵延自然时空，受制于物质世界
的客观科学规律；然而，受制于资本的人工时空则充满主观、价值和策略性。以自然和人工时空为共
同基础的人居环境也有主观和价值色彩，由此，科技与人文的有机结合是人居环境理论的主要特征，
也是它的终极审美价值。时空结构化的科学性与客观性是必须坚持的前提，这是当代人居环境审美判
断的首要方面。坚持这一审美判断意味着人居环境建设不能回到“木工长”或“营造法式”等个人化
、家族化或经验化的传统技艺阶段；更重要的是也不能超越当下语境，在惊世骇俗的“后现代”或“
新现代”等诸多理论与主义中盘旋，“从万千的形式无穷地分析下去”。城镇规划实践的基本逻辑依
然不能超出盖迪斯的“调查一分析一规划”框架。尽管城镇物质形态及其内含的时空架构具有艺术或
日常生活的主观价值色彩，但也必须被纳入科学与客观的范畴中。我们必须且只能这样预设，否则人
居环境作为现代学科的一部分根基就会动摇，不仅无法前进，反而会回复到绘画和雕塑的传统艺术范
畴，回复到师徒口传心授的传统格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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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峡库区人居环境建设的社会学问题研究》是山地人居环境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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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是读过的三峡移民研究中极其出色的一本，力图从时空方面进行整合。虽然作者是研究人居环境
的工科出身，社会学理论方面稍有不足，但是这本书理论和实践很贴合，所以很不错。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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