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第 $% 卷）第 & 期 甘肃科技纵横

（上接 !" 页）精品项目，以增强学会活动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会活动的信息化。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和网络

技术的发展，对学会活动的手段和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应

加强学会资源的开发、整合和应用服务，通过建立健全会员库、专

家库、支援者库、科技成果库的资源，设立网站，构筑多层次学会

活动信息平台，以增强学术交流、科学普及、编辑出版、继续教育

等活动的即时性、有效性。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学会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新的社会形象愈

加使我们认识到学会工作是造福于人类的伟大科技事业一个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会是科学技术造福于社会的无形桥梁，因此，

我们应认真学习，明确方向，认定目标，努力致力于学会的发展工作，

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努力做出贡献。

$ 结语

建筑设计

摘要：邻里间的交往空间设计不仅需要满足居民的生理需求，

同时还应满足居民的精神需求，要充分考虑“以人为本”的设计理

念。本文就不同的人们对邻里间的交往空间的需求分类来论述其

各自的特点及设计的要点，目的为创造出优美宜人的人居环境。

关键词：邻里空间 交往 人居环境 以人为本

邻里间的交往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远亲不如近邻”、

“千金买宅、万金买邻”等说法都表达了人们对和睦、互助的邻里

关系的向往。在传统民居聚落中，我们不难发现诸如街市、凉厅、

场坝这样一些充满人情味和乡土情感的邻里交往场所。随着城市

建设飞速发展，大量拥挤、低矮、缺少卫生设施的旧城区被推平，

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拥有宽敞明亮的房间和良好卫生设备的现

代化住宅楼。但是在我们的居室空间不断扩大的同时，交往空间

却日渐萎缩。住宅楼内邻居之间的冷漠、不信任代替了传统旧社

区中邻里互助、和睦的温情，厚重的防盗门锁住了主人的隐私、也

阻隔了邻居间的日常交往。居住环境中交往空间的缺失带来了邻

居关系的冷漠、社区精神的丧失等弊病。

由于多层住宅所容纳的户数较多，加之上层住户的居民又远

离地面生活，因而对邻里交往和户外环境的需求更显迫切，但在

许多居住环境中由于经济性的原因，楼梯间、走道等公共空间往

往狭小、局促、自然采光不足，仅能满足交通疏散的单一功能，成

为无人停留的消极空间。居民们既没有领域感，又无法对公共空

间予以有效的监视，使这些空间极不安全，成为犯罪分子的活动

场所，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重视住宅的户外公共空间设计。据统

计：人们在公共空间中户外活动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必要性活动、

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那么，必要性活动包括那些多少有点

不由自主的活动，如上学、上班、购物、候车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不同程度参与的活动；自发性活动是指人们有参与的意愿，并且

在时间和地点可能的条件下才能发生的活动，这一类的活动如散

步、呼吸新鲜空气、晒太阳等；社会性活动是指人们在公共空间内

各类活动有赖于他人的参与，共同实现，包括进行各类游戏、打招

呼、交谈、交往、跳舞等。

各种不同类型的活动决定了人们对室外公共场所的空间依

赖性的不同，同时也决定了在城市外部环境设计中应针对不同类

型活动，提供不同的环境设施。前面所说的必要性活动由于是人

们不由自主的活动，本身具有规律性、方向性、目的性，在不同的

场合都会发生，因此室外环境对这种活动影响不大，人们没有选

择的余地，也没有选择的必要；而自发性活动却依赖外部环境的

好坏，这种活动完全是单个人和环境的对话，环境好了会接受，环

境不好人们可以离开进行其他活动或选择另外的环境重复这个

目的，也就是说天气适宜、环境适宜和人们心理平衡等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社会性活动是人们最主要的活动方式，也是

三种活动类型中最普及的一种方式，人不是封闭的个体，人是属

于社会中的，一般情况下，人们希望有朋友、熟人、希望融入到整

个社会中，希望进入各类公共场所。因此，人们的日常活动离不开

室外空间，特别是社会性活动正是在公共空间内进行的。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由底到高分为五个层次：生

理需求（饥、渴）；安全需求（安全、秩序、脱离痛苦）；依赖和爱的需

求（爱、性、柔情、友 谊 和 自 立 ）；尊 敬 需 求（名 誉 、威 信 、褒 奖 和 成

功）；自我实现。居住条件改善后，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居住环境的

社区氛围，寻求领域感、归属感、邻里感等。因此，人们为自身建立

一种领域感、安全感和从属感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各种公共性的

社会交往，那么对空间的需求也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人们对空间需求的公共性

人们对空间公共性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人际交往方面。人的社

会性决定了人们之间要进行信息、思想和感情的沟通，这种交往

行为大多是在公共空间 内进行的。例如，许多办公楼前都有小广

场，中午时分会聚集好多人，公司的同事三五成群地来到广场，一

边高谈阔论，交流感情，一边喝着咖啡、品着茶，到办公楼前的广

场成为职员每日重要的活动内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人们在进

行社会性交往时，常常保持一定的距离，根据事件、人物、场景的

不同，人们之间的距离也加以调整。如一群人在一起谈话，会自动

地围成一个圈子，有号召力的人或领导处于中心位置，离其最近

的往往是最熟悉的或级别相差不大的人。

（&）人们对空间需求的私密性

人是社会中的一员，同时也有着个性，既是“他我”，也是“自

我”，在“自我”的观念的支配下，在社会、物质、精神方面表现强烈

的自我意识，强烈的个人私密性。私密性是人们对个人空间的基

本 需 求 ，例 如 ，中 国 古 代 传 统 建 筑 的 四 合 院 空 间 、四 合 院 的 前 后

院、皇宫的后寝、宅院的绣房内室等等都是为保证人们行为的私

密性而设置的空间。综上所述，研究空间的公共性和私密性，应从

心理学角度入手，保证空间的公共性和私密性的结合，使空间处

于最佳的状态、最佳的尺度，进而满足最佳的活动方式。

（’）人们对空间需求的领域性

领域性表现为人们有主动占有空间和物体被动占有空间的

特性。例如，某公园中的座椅是为大家所属的公共性的设施，当一

个人坐在上面，就变成了他属，形成了个人的领域，别人无权也无

道理让他离开，直到他自己自动离开座椅又成为了公共设施。座

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而只是随着使用者的不同发生了所属的变

化。这种占有领域的特征在任何公共空间内都会存在，如候车室、

公园内、阅览室及一些公共小环境内。具体来讲在图书馆，一本书

被放在座位上，是代表一个人，同样在候车室座位上放一个包，表

示此位置已经有人，为我所有，等等。

最后我想说一点，社区环境和人的居住空间之间有着深刻而

复杂的关系，不是一篇小文所能涵盖的，但是环境的支持、心理的

支持是营造交往空间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因此，要根据人们发

生或可能发生的活动的特性进行交往空间的设计，使各类活动各

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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