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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构”角度解读历史街区的深层空间属性

徐 冰

（天津大学 建筑学院，天津 ３０００７２）

　　摘　要：应用空间句法研究的核心成果———“组构”的基本理念和分析工具，以历史街区的空间形态为研
究对象，分别从空间整体感和秩序性的营造方法、空间社会文化信息的体现方式、历史街区价值最大化的空间

性策略三个方面展开对典型空间形态的深层次解读。在呼应该领域核心问题的同时，使对空间的认知和探讨

不仅深入到结构关系的思考层面，而且扩展到与更大范围背景空间的互动关系之中，从而引发对时下设计潮流

的反思，促进积极的城市更新策略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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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是规模最大、机能最复杂的人造之物，且
一直处于新陈代谢的更新变化之中。历史街区作

为城市记忆的载体，以片段的形式穿越时空成为

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其价值在当今文化缺失的状

态下愈显弥足珍贵。因此历史街区的改造项目每

每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人们不仅希望其起到留住

辉煌、彪炳传统的作用，还希望其肩负起提升周边

地区文化水准乃至城市整体软实力的重担。面对

这样的期冀，止步于历史背景和建筑风格层面、局

限于本街区范围内的研究总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许多失败的改造实例已经证明，由此产生的城市

更新策略大都不能如设计者所愿那般成功激发该

历史街区的再度复兴。

　　人类改造世界的方式取决于对世界的理解程
度，既然我们的主观改造行为没有达到预期的效

果，主要原因应是对客观对象的认知尚不到位［１］。

重温对于历史街区的定义和描述，可以发现一些

线索。“历史街区是指保存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

历史建构物且风貌相对完整的生活地区。该地区

的建筑可能并不是个个都具有文物价值，但它们

所构成的整体环境和秩序却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

的风貌特色，价值由此而得到了升华。”可见，虽

然历史街区直观而言是由若干具有历史价值的单

体建筑组成，但其核心要义或者说真正使其价值

得到提升的却是与实体相对应的空间所承载的

“整体环境和秩序”［２］。我们的真实体验也可佐

证这一论断，历史街区内的空间形态通过其整体

的秩序性向我们传递着真实的历史信息，而这往

往比具有文物价值的实体建筑更能唤起我们内心

深处的共鸣和认同感。然而，由于空间问题总难

于讨论和掌控，我们虽早已意识到空间形态的价

值和作用，但也只能借助诸如“具有美感”、“自然

有机”等其他学科范畴的语汇来形容历史街区内

错综复杂的空间形态，但显然这种描摹性的方法

既无助于加深理解，也无效于掌握其规律［３］。

　　一、组构———空间句法的核心理念

　　空间句法（ＳｐａｃｅＳｙｎｔａｘ）是产生于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的一种建筑分析理论，强调理解与设计并重，

从整体论与系统论的角度研究建筑与城市空间形

态的构成法则。其核心理念被定义为“组构”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即一组整体性的关系，其中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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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系取决于与之相关的其他所有关系。组构的

概念一方面体现了“整体大于各部分叠加之和”

的设计哲学，另一方面也客观地表明空间是贯通

的复杂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传统理论中对于空

间的探讨大多建构于几何美学之上：对目标空间

进行横剖而推敲图底关系或进行纵剖而推敲截面

高宽比例。形状固然是空间的重要方面，然而也

无疑是其最表象的属性，难以承载更多的信息。

而组构的分析方法则脱离了这些片面表象的因

素，用“凸空间”（ＣｏｎｖｅｘＳｐａｃｅ）和“轴线”（Ａｘｉａｌ
Ｌｉｎｅ）这两种基本单位将复杂的空间形态转换为
抽象的空间结构模型。所谓凸空间，即依据“连

接空间中任意两点的直线皆处于该空间中”的原

则而定义的二维空间块，这意味着同一凸空间内

所有点彼此互视，因而这一空间单位体现了“局

部空间”的概念；所谓轴线即“从空间中一点所能

看到的最远距离”，代表沿一维方向展开的空间

倾向，具有视觉感知和运动状态的双重含义。显

然，我们总是身处于凸空间与轴线共同存在的空

间中，若干代表“运动方向”的轴线将若干代表

“局部空间”的凸空间串联起来，从而构成了代表

“整体空间”的关系图谱。这种抽象方法不仅凸

显了人类体验空间的真实方式———占据和移动，

也使量化性的统计分析成为可能，对复杂空间关

系的探讨也由此得以实现。空间句法３０余年的
研究成果表明，空间并非是人类行为的中性背景，

不同的空间组构关系通过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

制约性和可能性将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构筑成为客

观的生活环境，也就是说，空间的社会文化含义蕴

涵于空间的组构性本质之中［４］８７－１０８。

　　二、从组构角度解读历史街区的深层
空间属性

　　一直以来，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对于历史街
区空间形态的认知总停留于表面化的定性阶段，

这也直接导致了当今设计实践中对于空间问题的

简单化倾向。现尝试应用组构的分析性理论和量

化性工具，以历史街区的空间形态为研究对象，呼

应该领域的核心问题：１．空间如何营造整体感和
秩序性；２．空间如何体现社会文化信息；３．怎样使
历史街区价值最大化发挥。分别从以下三个层面

展开对典型空间形态的深层次解读。

　　（一）历史街区内部空间的整体属性
　　大部分历史街区的空间形态，从整体来看，即
便不是杂乱无章，也至少是不规则的，几乎不存在

我们认为可以构成秩序性的几何关系。然而当我

们行走其间时，却总能轻易辨识出自己所处的位

置，事实上这种明确的可辨识性正是历史街区内

富于变化的空间形态的产物。不仅如此，我们还

总是能够明确意识到可供选择的行进方向，因为

历史街区内的空间大都具有可见与可达的一致

性。这种感知实际上说明，在历史街区中，我们总

能够持续地辨别出所在的局部空间，同时还能够

意识到这个局部空间与城市整体空间是怎样相互

联系的。这种“局部—整体”的双层意识就是历

史街区内空间整体感和秩序性的源泉。这种空间

属性虽然难于捕捉，但借助于组构的分析方法，却

可以被直观地呈现出来：将目标街区内的空间形

态抽象为轴线图，在其基础上进行整合度（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变量的运算，再用颜色区别出每条
轴线整合度数值的高低。红色代表整合度高，意

味着这条轴线所代表的空间在整体结构中处于主

导性的地位；蓝色则代表整合度低，是次要的空

间。通过这样的抽象和量化，就可以实现对空间

结构整体性特点的把握和评价。研究表明，历史

街区内的空间大都呈现出明显的轮辐状发散结

构，重要的轴线强有力地连接起街区中心与边缘，

而次要的轴线则在轮辐的间隙中构筑各具特色的

局部空间，从而所有空间结合成为一个结构紧密、

形式经济的有机体［５］。

　　伦敦城（Ｃｉ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是伦敦最古老的地
段，延续了形成于中世纪的街区布局形态，是传统

欧洲城镇的典型实例。若对其空间形态进行以上

评估就会发现，其整合度数值整体偏高，不同域值

的轴线分布也具有良好的层次结构，由整合核心

向外辐射而出的七条轮辐有力地控制了整个街

区，次要轴线则在其间隙构筑起均匀分布的局部

体系，从而形成了一个秩序井然的整体。该街区

空间的可见度分析结果也可作为辅证，若干可见

度极高的主要街道空间均匀地辐射了整个街区，

使人们经由视觉感知就可明晰其主体结构和层次

组成［４］８７－１０８。

　　（二）历史街区内部空间的细节属性
　　空间句法的研究表明，城市的空间结构可分
为两种基本类型：变形的空间网格与规整的空间

网格。变形的空间网格是依据易于交往的功能性

需要而形成的，因此出现于生产型城镇，即以生

产、交换、分配为主要功能的贸易中心；规整的空

间网格则以突出礼制等级为准则，因此出现于社

会再生产型城镇，即以安置社会机构、重塑社会规

则为目的的政治中心。这两种空间网格的形成实

际上来自空间细节属性的体系化积累。如果我们

关注街道空间与实体建筑的立面及入口的关系

（即建筑与凸空间和轴线的关系）就会发现，在生

产型城市中，重要的轴线倾向于与建筑立面呈很

大的钝角相交，而次要的轴线则倾向于成直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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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并且无论是公共建筑还是住宅建筑的入口均

面向主要轴线，同时空间截面也十分富于变化。

这其实很容易解释，生产型城市以功能效率为先，

因而空间的目标是尽可能地使主要空间延续并串

联起更多的建筑，而次要空间与建筑成直角相交，

则意在表明该处已属于次一级空间系统，至于变

化的空间截面，则是为了加强局部空间的可识别

性。这些空间细节在社会再生产型城市中则恰恰

相反，重要轴线与主要建筑均成直角相交以彰显

其地位，并且只有重要建筑的入口才有资格面向

主要轴线，其空间截面也更规整统一，这样的空间

体系正与其构筑社会规则的目的相匹配。此外，

凸空间的大小和轴线的长短，在社交文化不同的

城市中也存在差异。虽然空间细节与社会文化的

关系是一个难于穷尽的庞大命题，但空间结构确

实通过其明确细腻的逻辑性关系承载、传递着各

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信息［６］。

　　伦敦城即是生产型城镇的典型实例，重要建
筑（如市政厅、英格兰银行、伦敦交易所、市长府

邸，甚至圣保罗大教堂）几乎全都隐藏于城市肌

理之中，成为变形空间网格的一部分（图１）。而
不远处的威斯敏斯特市（ＣｉｔｙｏｆＷｅ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作
为后来崛起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则体现着社会再

生产型城镇的特征［４］８７－１０８（图２）。

　　　图１　伦敦城局部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截图改绘）　　　　　　图２　威斯敏斯特市局部（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截图改绘）

　　（三）历史街区作为城市整体空间的一部分
　　组构的理论和方法深化了对于历史街区空间
形态的理解，但在操作层面却仍有问题困扰着我

们：现今对于历史街区的态度以保护为主，岁月磨

损的也大都是建筑构件，对空间结构的影响并不

大。改造后的历史街区不仅没有丧失优质的空间

结构，经由现代技术的更新还具有了更加优越的

配套设施，然而许多街区仍然不能如设计者所愿

那般成功复兴、再次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这一

问题其实是一个更大范围的组构关系问题。

　　历史街区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本质上仍是城
市环境中的一部分，因而其在更大的城市背景中

的地位并非只取决于自身的空间结构，也取决于

其作为局部空间与城市整体空间的关系。对历史

街区而言，在其鼎盛时期，一方面街区本身是具有

活力地段，另一方面其作为城市的一部分也必然

在城市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时过境

迁，随着城市格局的不断扩张和变化，历史街区与

整体城市背景的关系也在变化。空间句法提供了

量度这一关系的方法：首先计算全局整合度，即半

径为ｎ的整合度，代表最大范围的整合度模式；再
计算局部整合度，即计算半径为３的整合度（只
考虑从每一条轴线出发三步以内的所有轴线构成

的子系统），代表局部的整合度模式。用散点图

建立局部和全局整合度的关系，如果代表目标街

区内空间的点在散点图中呈良好的线性分布，并

且与主回归线以较大的斜率相交则意味着其局部

整合度高于全局整合度，说明该历史街区在周边

区域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反之，则说明该街

区已被淹没于城市之中不再具有影响力了。图３
以大伦敦地区（ＧｒｅａｔｅｒＬｏｎｄｏｎ）为考量范围而进
行的轴线图局部整合度分析，当我们选取伦敦社

会生活中的四个重要地段（作为金融中心的伦敦

城、作为文化中心的布鲁姆斯伯里、作为休闲娱乐

中心的柯芬园和索霍区）分别进行散点图评估

时，均会得到相似的积极性结果，说明它们于社会

生活中的地位与其空间在整体空间中的地位有很

大的相关度［４］８７－１０８。

　　任何街区都必然要遵循城市的自然运行法
则。许多改造项目营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而仍因

缺少人气而再度衰败，正是其与当今城市空间背

景的关系不理想，导致其价值无以发挥。那么，如

果历史街区在当今城市整体空间中的地位不够突

出，而内部空间调整又受到限制时，从组构的整体

论角度而言，使其价值最大化的空间性策略即是

通过调整周边地区的空间形态而改变本街区在城

市整体空间中的地位，因为空间本质上是一个贯

通的复杂关系体。

　　三、解读历史街区深层空间属性的
意义

　　应用组构的理论和方法解读历史街区的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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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以大伦敦地区为范围的轴线图全局整合度分析Ｒ＝ｎ（来源：作者自绘）

空间属性，使我们获得如下启示：空间的整体感和

秩序性源自良好的“局部—整体”结构关系的建

构；空间以系统性的逻辑方式细腻地传达着不同

的社会文化概念；局部空间的地位和作用还取决

于其与整体空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所谓“美

感”、“有机”的真正所指是空间具有良好的结构

关系和完整的逻辑关系，而且历史街区的复兴还

取决于更大范围的空间结构。

　　历史街区是城市传统的载体，是发展城市特
色的源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

提高历史街区改造项目的成功率，还可以为更大

范围的城市更新提供依据，从而促进健康的城市

更新策略的产生。此外，对于空间的进一步认知

也促使我们反思时下的设计潮流。由于这些深层

次的空间属性一直不为我们所察觉，从而形成了

设计中对空间处理的简单化倾向，从某种意义上

而言，这也是造成当今千城一面、文化缺失的重要

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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