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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句法的宗族聚落空间形态与认知研究

———以郴州市板梁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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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村落独特的空间形态是根据不同的自然和社会条件长期发展演变而成。
本文依据板梁村的实地调研资料,结合空间句法和认知意象从自然景观、社会背景和

宗族文脉等方面深入解析了板梁村的空间形态。 结果表明:1)板梁村的空间认知意

象和村落的可达性大致呈正相关。 2)被访者对村落功能需求的不同决定了其意象认

知的不同。 3)板梁村公共空间的认知程度较高,且集中在宗祠广场处的整合度核心

上。 4)三大宗族聚落各自内聚力的自组织形成,导致村落整体空间可理解度不高。
最后,从村落的整体形态、街巷布局和空间节点三个层面给出优化策略,为板梁村今

后的整体风貌保护、场所精神延续、旅游线路规划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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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unique spatial for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has evolv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atur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for a long time.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data, com-
bined with space syntax and cognitive ima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 form of Ban-
liang Village from the aspects of natural landscape, social background and clan context.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patial cognitive image of Banliang Village is positively cor-
related with the village accessibility. 2) The respondents different functional needs for vil-
lages determine their different image cognition. 3) Banliang Village has a high degree of
cognition of public space, and it focuses on the core of integration degree of ancestral hall
square. 4) The self-organization of the cohesion of the three clan settlements leads to the
low comprehensibility of the overall space of the village. Finally, this paper gives optimi-
z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overall form, street layout and spatial nodes of the village, which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overall style protection, place spirit continuation and tourism route
planning of Banliang Villag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spatial syntax;cognition of space image;the clan settlement;space form

0　 引　 言

传统村落是中国农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研究地域性文化特征的物质基础。 其空间形态

既代表着自然和人文的共生融合,也是地域风俗

和宗族文化的缩影,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审美情

趣和旅游开发的价值。 已往的传统村落空间形态

研究多集中于定性描述、解释归纳,少有从空间整

体布局上进行拓扑结构的量化分析。 空间句法是

利用空间拓扑结构来量化解析空间形态、揭示物

质空间的内在社会文化逻辑,实现系统科学地解

释复杂多元化的地域人文背景[1]。 空间认知是

通过使用者的意象认知再现,探究空间形态与行

为认知的关系。 结合空间句法和认知意象是现有

探究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和认知状况的主要方法,
有助于全面解析村落空间形成发展的地域性

特征。
国外关于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起源较早,以

梅村(A. Meitzen)对德国北部的村落空间形态的

研究为开端[2]。 随后西方地理学的计量革命转

向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来研究乡村聚落空间形

态[3-5],其形态分析经历了一般描述、统计描述和

统计分类的过程,现多是利用 GIS、RS 技术解析

乡村聚落空间类型以及演变特征[6]。 而空间认

知研究多侧重于聚落空间环境的空间认知[7]、空
间形态塑造及认知过程关系[8]、虚拟及复杂环境

的寻路行为[9] 等。 国内现有的传统村落空间形

态研究主要包括空间形态与社会关系[10]、村落空

间文化[11]、村落空间生长与管制[12] 以及村落空

间形态与结构[13]这四个方面,研究层次涉及到宏

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 而利用认知意象研究

传统聚落则包括形态认知解读[14]、社会性角度聚

落问题分析[15]、句法轴线结合意象分析[16] 等。
传统村落的空间认知要素十分丰富,适合于利用

认知意象进行分析,而自发形成的空间街巷格局

则对于句法成果有很高的耦合度,能够直观解析

村落空间拓扑构成关系,二者结合能够实现定性

与定量分析。 因而本文以社会宗族背景为切入,
结合空间句法和认知意象的视角综合分析,探讨

宗族制度对板梁村落空间形态和村落布局的

影响。

1　 研究区域

板梁村位于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高亭镇境内

如(图 1( a)和图 1(b)),地处丘陵岗地,背靠象

岭,面临板溪。 村落的占地面积约为 3 km2,沿板

溪河道呈南北向展开,形成不规则的带状。 全村

仍保存着 300 多栋连片的明清古民居,由于发展

时期的不同,形成自南向北的上、中、下三大房派,
是典型的湖南宗族聚落[17]。 村内街巷纵横交错

形成“棋盘石街”,古宗祠、古私塾、古商街、古钱

庄等保存完好的坐落其中。 近年来,板梁村凭借

丰厚的人文底蕴和完整的古村落建筑群体,先后

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并打造了

一套物质文化结合的村落旅游体系。 但由于居民

对村内的商业旅游化改建或新建,以及政府保护

工作滞后,板梁村的空间形态开始面临瓦解和重

构,如何在传承地域宗族文化和满足当代生活需

求的前提下,从结构性保护和功能性适应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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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村落空间结构的保护建议值得深入探究。

图 1　 板梁村区位图

Fig. 1　 Location map of Banliang Village

2　 研究方法

2. 1　 空间句法

空间句法中的轴线法是用一系列最长且最少

的轴线来代表街巷道路,通过研究轴线间的连接

关系来反映空间构成。 适用于对自组织的聚落空

间和复杂街巷进行研究,能够用图示关系清晰表

达整体空间布局关系[18]。 主要有如下四种参数

变量:
1)平均深度值。 表示从轴线网络中某一节

点到达其他所有节点的深度值总和的平均值,是
空间中两个节点之间能够实现最快速的到达[19]。
其计算方法如公式(1)。

DM = 1
n - 1∑

n

i = 1
diNd (1)

式中:DM 是平均深度值,n 是总轴线数或节点数,
di 是句法轴线图中某一轴线到其他任意轴线的最

少连接次数,Nd 是连接的轴线数。
2)整合度。 代表系统中节点空间之间的集

聚离散程度,包括有全局整合度和局部整合度。
整合度值越大则代表空间的可达性越好,空间布

局越合理。
全局整合度是从轴线图中某一轴线出发,到

达所有轴线的总步数。 其计算方法如公式(2)。

I =
2(DM - 1)

n - 2
(2)

式中:I 是全局整合度,n 是总轴线数或节点数,

DM 为平均深度值。
局部整合度值是在全局整合度的基础上计算

得到,通常限制在三步范围内[20]。 其计算方法如

公式(3)、(4)。

G = I
Dn

(3)

Dn = 2{n[log2((n + 2) / 3) - 1] + 1}
(n - 1)(n - 2)

(4)

式中:G 是局部整合度,I 是全局整合度,Dn 为标

准化参数,n 是总的轴线条数。
3)可理解度。 是用来描述局部和整体变量

关系的一个空间变量,可理解度值越高则说明该

区域局部空间结构有利于形成对整体空间的认

知。 其计算方法如公式(5)。

R2 = ∑ I(3) - I′(3)( ) I(n) - I′(n)( )[ ]

∑ I(3) - I′(3)( ) 2∑ I(n) - I′(n)( ) 2
(5)

式中:R2 是可理解度,I(3) 和 I′(3) 分别是步数 n = 3
时的局部整合度值和整合度平均值;I(n) 和 I′(n) 是
全局整合度值和全局整合度平均值[14]。

4)可选择度。 表示轴线空间中,某一轴线被

其他最短路径穿行的可能性,即某轴线空间吸引

穿越交通的潜能[14]。 其计算方法如公式(6)。

C =
log2

1
(n - 1)(n - 2)∑

n

i = 1
∑

n

j = 1
σ( i,x,j) + 1é

ë
êê

ù

û
úú

log2 ∑
n

i = 1
d(x,i) + 3[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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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 是可选择度,i≠x≠j,d(x,i)是轴线空间 x
到 j 的最短距离,ㄊ( i,x,j)是轴线空间 i 经过 x 到

j 的最短拓扑路径。
2. 2　 认知意象法

认知意象法主要是绘制空间意象图,通过被

访者的空间意象的认知再现,解析空间形态和行

为认知的关系,为传统村落的布局优化提供依

据[16]。 通过对村民和游客分别进行空间意象调

查采集,将意象图中的空间认知要素提取出来,辅
助于轴线图进行分析。 此外,考虑到被访者大多

缺乏手绘表达能力,本文采用不同于 Lynch 的限

定描画法(图 1(c)),即通过设置特定的考察对象

范围,有针对性的进行认知地图分析,让被访者试

绘出其余未给的细部特征[21]。

3　 结果分析

3. 1　 空间整合度分析

全局整合度越高,则表明空间系统越便捷,越
容易集聚人流。 从板梁村的全局整合度(图 2)来
看,在三大祠堂、月池旁的轴线整合度最高,属于

全村的“集成核”所在,集中了聚落宗族的公共活

动中心。 此外,板梁村全局整合度的平均值为

0. 74,其中大于 0. 74 的轴线占到总轴线的 43% ,
表明板梁村的整体可达性不强。 这主要是由于聚

落依山而建、内部用地紧凑,导致街巷错综复杂、
空间连通性不强。

图 2　 全局整合度图

Fig. 2　 Global integration diagram

局部整合度是某一轴线与一定距离内的空间

联系的紧密程度。 从(图 3)中可看出,几条通往

村落内部的东西向轴线的局部整合度非常高,证
明其是局部通达性最好、最为便捷到达公共中心

的道路。 这是由于板梁村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大

簇状聚落,局部整合度高的轴线相当于每一族群

聚落的内部核心,拥有较好的可达性和公共性。

图 3　 局部整合度图

Fig. 3　 Local integration diagram

3. 2　 空间可理解度解析

可理解度是指村落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协同

度。 选取板梁村的全局与局部整合度作散点图分

析(图 4),得出村落协同度 R2 =0. 21,说明村落中

街巷空间的整体辨识度不高,凭借村落的局部空

间认知很难建立起对村落整体空间的认知,村落

的非核心空间难以识别[14]。 形成的原因一是自

然环境因素,村落依山地河流自组织生长,房屋用

地紧凑,导致街巷错落布置,难以从局部来理解整

体空间;二是社会人文因素,村落经过数百年发

展,导致村落空间纵深扩大,村落中三大族群分支

而建,关系复杂,都形成各自宗族聚落核心空间,
无形中增加了人们的识别难度。

图 4　 可理解度图

Fig. 4　 Comprehensibility diagram

3. 3　 空间深度值分析

深度值是指节点空间的可达性,一个轴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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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轴线的最小步数,即这两根轴线之间的深

度值[19]。 通过对全局深度值的研究(图 5),发现

三大宗祠和月池周围的街巷深度值较低,容易聚

集人流,可达性突出。 在村民的聚落生活中起到

交流集散的作用,也是到达村落各处的便捷地点。

图 5　 全局深度图

Fig. 5　 Global depth map

局部深度值指的是系统中某节点到达相邻三

步范围内节点的深度值。 其中深度值较高的地方

集中在三大宗祠、月池旁和几条连接东西向的轴

线上(图 6),主要原因是在局部拓扑关系中,这些

轴线作为区域中心连接了较多的短轴线和断头轴

线,导致在局部拓扑连接中较为复杂。

图 6　 局部深度图

Fig. 6　 Local depth map

3. 4　 空间选择度分析

选择度表示系统中某一空间被其他最短路径

穿行的可能性,选择度越高则表明这个空间吸引

穿越交通的潜力越大[14]。 板梁村选择度最高的

轴线出现在宗祠和月池旁(图 7),接龙桥、古驿道

和古商街与其共同衔接,是板梁村作为商贸集镇

的开放性区域,形成了整个聚落交通可达性最好

和便捷性最高的公共中心,能够吸引较大的人流

量。 而越往村落内部则选择度越低、可达性变弱,
主要是板梁村内部街巷为保证居民的私密性,自
组织发展为具有曲折性和连续性的空间层次。

图 7　 选择度图

Fig. 7　 Selectivity graph

3. 5　 空间意象与全局整合度解析

句法理论认为,整合度较高和可达性较好的

区域,其使用频率和人流量较多,容易被人记住并

形成意象图[14]。 本文将村落空间意象中的高频

元素进行提取,与其所属轴线进行句法参数的对

照分析。 从表中得知(表 1),润公祠、瑜公祠、贤
公祠三大宗祠是全村的公共中心所在,属于村落

的整合度核心,在意象调查中有极高的认知频率,
体现了宗族社会影响下的聚落空间节点布局规

律。 位于村落内部的古钱庄、仙渡书院和财神厅

则是因为其社会背景的影响,作为空间节点出现

在观光线路上而出现频率较高,同时其整合度值

也较高。
当然,部分空间节点的认知意象和整合度存

在一定的偏差,如接龙桥属于全村入口路径,望夫

亭位于村落制高点且极具标识特征,因此二者整

合度不高但出现频率很高。 而龙泉庙因规模小且

年旧失修,丧去了原有的功能作用,不位于主要景

观游览路径上,因而认知频率较低。 总的来说,虽
然认知主体不同,调查结果会略有不同,但整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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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显著空间元素所在轴线的整合度非常高,且连

接着开放空间和重要的节点空间。

表 1　 最频繁出现的村落元素

Table 1　 The most frequently occurring village elements

序号 要素 类别 频率 / % 全局整合度

1 瑜公祠 节点 100 1. 102

2 润公祠 节点 95 1. 002

3 贤公祠 节点 83. 3 0. 891

4 古钱庄 节点 68. 2 0. 776

5 接龙桥 路径 92. 5 0. 717

6 望夫亭 标志 78. 6 0. 702

7 龙泉庙 节点 54 0. 695

8 仙渡书院 节点 69. 5 0. 693

9 财神厅 节点 64. 5 0. 684

4　 结论与讨论

4. 1　 结论

村落空间形态一直是传统村落研究的重点对

象,而过去的村落保护规划多集中于物质空间研

究,忽视了场所精神对于村落空间功能和聚落格

局的重要影响,以及如何延续宗族聚落内聚力、防
御性的问题。 本文采用空间句法和认知意象结合

分析,从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和宗族血脉等多个方

面深入探究村落演变发展历程,对板梁村的空间

整体形成特征和街巷格局发展演变等方面进行了

有效解析,为板梁村今后的整体风貌保护、旅游路

线规划和空间节点打造提供了依据。
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句法图尚不能利

用软件实现自动化的绘制,且被访者的空间意象

认知能力存在差异,导致句法图与意象图的叠加

分析结果会存在一定的偏差。 此外,不同村落空

间形态受到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社会背景等诸多

条件的影响,导致总结村落空间形态的地域性特

征存在困难。 因此,在今后应重点考虑结合村落

的空间文化背景,利用多种数据来源和新型技术

手段对村落空间形态进行综合研究。
4. 2　 讨论

结合板梁村的空间形态与认知研究,可为传

统村落空间保护提出以下优化策略:
1)优化村落空间结构,延续宗族文脉肌理。

板梁村在对村落空间结构进行改造时,要在充分

认知原生村落的空间拓扑结构后,提取最为核心

的公共空间进行保留,塑造成宗族文化与公共活

动的双中心。 并打破在改造拓展中的同质化现

象,保证新生空间的认知度和可识别性,在保留其

脉络肌理的同时突出不同村落核心空间认知的

特色。
2)完善交通网络结构,提升村落人居环境。

交通改造应根据村民和游客的不同空间需求,实
现生产生活和观光旅游的双路线打造,有效保证

村民生活的私密性和游客通行的安全性。 而人居

环境的整治提升,既包括对破旧房屋的修葺改造

和公共空间的打造,也需要对村落地域性景观风

貌进行修复,才能保障居民对现代生活的需求。
3)合理布置空间节点,切实保障聚落活性。

板梁村拥有丰富的人文历史背景,根据村落不同

的空间整合度对整体空间形态进行整治改造后,
合理打造不同等级和功能的空间节点,有助于提

升村落的可识别性和认知度,加强村落内部活性

和吸引力。
4)根据不同认知主体的意象认知,进行村落

空间的认知重构。 从意象解析来看,游客的认知

路径往往在高整合度的轴线上,并通过主要街巷

串联起认知度较高的公共空间节点,有助于形成

具有突出认知空间价值的观光路线。 而本地村民

能识别村落中更深层次的空间格局,包括他们生

活劳作、交流休憩的节点与街巷。 尽管在村落演

变发展过程中这些空间整合度参数可能会降低,
但还是会在村民的意象认知中产生重要作用,有
助于理解村落空间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和宗族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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