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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适应性理论的川东民居传统聚落景观分析

肖　 娟， 杨永清∗

重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重庆　 ４０１３３１

摘要：本文以川东地区传统聚落为研究对象，基于现代生态适应性理论，探索了川东传统聚落空间格局的构建方法和驱动因素，
以期为传统聚落的生态适应性和空间结构演变提供理论依据。 研究表明：传统聚落实质体现了其对自然地理要素及生态系统

完整性的适应。 在聚落选址方面具体化为山、河、路、池等环境要素，形成理想聚居模式以适应环境。 传统聚落营建风水林以弥

补原自然环境的不足，这不仅起到了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作用，且使人和其它生物及环境要素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在

房屋形式的选择上，传统聚落建筑极富地域特色，反映了对自然的尊崇和适应。 传统聚落是一种以人类行为为主导，自然环境

为依托，资源流动为命脉，社会、文化为经络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 经济、文化和制度三者相辅相成构成社会系统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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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区位、资源类型的差异造就了差异性的聚落形态和聚落文化，从而产生了多元化的聚落景观［１］。 同

时，聚落不停地与外界环境进行着物质和能量交换，从而适应所处的聚落环境。 传统聚落适应性研究是对传

统聚落的地域空间适应特征的表达与规律的探寻，其内容包括传统聚落的生态适应功能、生态适应过程、生态

适应结构等［２⁃３］。 聚落生态适应性研究能增强聚落生态系统自我调节，主动适应环境的过程，进而提高聚落

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因此，研究聚落生态适应性对传统聚落重建和提升聚落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重要

意义。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传统聚落的组织结构，即为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空间载体。 传统聚落是对传统

聚落环境的适应，如该生态系统处在平衡状态，则该子系统之间应该体现适应与共生关系［４］。 自然环境是人

类聚居最直接的物质基础，是聚落得以延续的资源宝库。 由于各地区自然环境条件差异，因此对自然环境的

适应最能体现聚落地区性特征。 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能促使系统异质性、特征性增加。 从适应性上讲，承传

是对过去的适应，发展是对未来的适应［５］。 国内有关传统聚落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传统聚落分布

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包括地貌类型、人口的空间分布和传统聚落的空间形态等内容［６］；二是传统聚落

演化过程及其机制研究，主要以人口迁移为重点，从社会因素、生态因素分析传统聚落的演进及其动力［７］。
三是聚落生态适应性、生态位规律的研究［７］。 整体来讲，传统聚落研究忽视了生态适应性是导致聚落形成的

关键因素之一［８⁃１１］。 本研究以川东地区传统聚落为样本，从生态适应性角度来解析传统聚落对外部自然环境

的生态适应，聚落形态与形成机制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 通过对传统聚落生态适应性分析，以重

新认识聚落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反馈机制，为川东地区的传统聚落保护提供理论依据，以期对未来聚落规

划设计有所启迪。

１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川东地区由于较为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地域文化原因，还有一些聚落还保持着传统风格（如图 １）。 随着经

济发展、人口流动和社会观念变化等因素渗透到这些地区，一些聚落通常采用经济适用的砖瓦建筑替代传统

建筑，久而久之会造成聚落景观的变化。 该地区能否按照川东传统风格，因地制宜，寻求一种保留适合当地原

有民居特色聚落的方法？ 一些研究者将目光转向对传统聚落的适应性研究。 本文希望通过分析传统聚落的

适应性，为川东地区的传统建筑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本研究调查的一系列聚落中，包括江津硐寨，忠县东岩，酉阳后溪，九龙坡椒园，璧山宝胜等传统聚落，其

中以宝胜村聚落最为典型，其聚落面积为 ４２７．５５ｈｍ２，该聚落集村落、田园、道路、溪流、林地为一体。 林地以

柏木、松木、竹林为主，郁闭度较高，林地覆盖率达到为 ４９．４％。 该聚落农作物以种植水稻为主，占聚落面积的

１０．１７％。 田野调查发现，由于经济增长及人口增加等因素，这些传统聚落内的居民渐渐搬离，在原聚落旁修

建新房或迁居城镇，因此，要使传统聚落在当地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研究该区传统聚落生态适应性

及其演化规律显得十分必要。
１．２　 研究方法

纵观现有传统聚落研究方法，大多使用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地理学相关的方法，包括定量和定性的方

法，并应用 ３Ｓ 技术进行辅助研究［１２⁃１４］。 本文将传统聚落研究方法进一步归纳为以生态观念为指导，人文精

神为基础，结合先进技术，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过程。 应用生态适应性和传统风水理论两种研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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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本研究区的区位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

对川东民居聚落生态适应性及其形成机制进行解析［１５］（表 １）。

表 １　 生态适应性和风水理论研究方法的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ｍａｎ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

生态适应性理论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ｄａ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风水理论
Ｆｅｎｇｓｈｕｉ ｍｏｄ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研究内容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生态适应性角度解析聚落生态适应
营造顺从自然、利用自然的聚落形态；人适应和利用自
然；人地关系强调人地和谐

分析角度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ｓｐｅｃｔ 从环境资源的分布格局出发
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空间尺度来分析地理位置优
劣，体现多维度的地理空间思想

陈述模型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生产力低下前提下，聚居者对所处环境
的适应

遵从整体系统、天人合一对自然的适应

调查方法 Ｓｕｒｖｅ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经典的生态学方法进行相关数据分析
和整理

实地走访、勘察、调查聚落空间结构

基本元素 Ｂａｓ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 山、河、路、池塘等要素 觅龙、察砂、观水、点穴、取向

侧重方面 Ｆｏｃｕｓ ｏｎ 生态适应性、生态系统完整性
聚落选址要求内部要素相互协调，外部子系统结构优
化；利于农业生产、居住

１．２．１　 生态适应性理论

传统聚落具有明显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特点，其内在结构和功能变化均可以从生态适应性理论的角

度来诠释［１５］。 “潜力—连通度—恢复力”视角体现生态学的过程分析，强调 “静态格局—空间交互—动态趋

势”的组合，可描述时空景观要素的格局与过程交互作用。 演化过程将开发与保护两个状态融入传统聚落的

动态循环中。 动态循环由“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重属性的交互作用所驱动，其中潜力是指系统本身的

特质，连通度反映系统组分间的交互作用，恢复力则是系统受干扰后恢复稳态的能力。 静态的景观特征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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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连通性直接影响了景观的演变趋势，构成时间维度上的干扰。 这种内外结合、时空有序的生态适应性会导

致传统聚落生态系统本身形成正反馈或负反馈调节作用，在空间上构成干扰与胁迫共存的交互系统，在不同

的演替阶段出现不同的演替特征。
１．２．２　 风水理论

本研究将人类生态学研究中田野调查方法运用到川东传统聚落研究［１６］。 一方面通过实地勘测聚落空间

结构中的聚落选址、方位、空间布局、景观特色、建筑形态等空间结构要素并获取相关数据［１７］。 把环境作为一

个整体，环境中的要素之间可以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并对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的选择进

行文化解构。 另一方面，根据所选住区的空间位置、功能及与自然环境间存在的地理和生态关系等的总体特

征，把功能问题转化为空间结构问题，绘制聚落风水格局图及山体、水系、人居等重要空间节点的空间形态和

布局图［１７］。 把山川和河流划分为不同的示意图，用地理景观进行补充，形成风水总体景观模式图。

２　 川东传统聚落的生态适应性分析

２．１　 川东传统聚落外部环境的生态适应性

传统聚落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依靠其适应性与其生存背景的生态环境谐调共生［１９］。 只要环境变异程

度在系统适应能力的极限范围内，系统总能保持动态平衡，从而谐调发展。 传统聚落表面上是为了迎合“藏
风聚气”的风水要义，实质反映了对自然地理要素的一种生态适应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适应。

图 ２　 研究区域实地景观及其聚落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Ｆｉｅｌ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

２．１．１　 川东传统聚落对外部山体环境的适应

自然生态是聚落形成和发展最直接的物质基础，营建家园伊始面对的就是对外部山体环境的适应。 从生

态系统的完整性来看，外部山体除了为聚落提供资源背景外，也同时构成对传统聚落生态系统运行和发展的

最基本的制约要素。 受改造自然能力的限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审慎周密地洞察自然环境，趋利避害，成为

人们择地而居的首要标准。 通常的适应基准为“背有靠，前有照，负阴抱阳，明堂如龟盖，南水环抱如弓”。 具

体的景观表现为：聚落后面有山，山上植被茂密，前面有月牙形的池塘或弯曲的水流。 对选址的适应其实就是

对基址的自然生态型边缘界定，对自然生态要素及其组合状态的阐述。
传统聚落外部环境的生态适应性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传统聚落受中国早期的“天人合一” 的哲学思想和

自然观的影响，认为天地是一个有机的自然整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必须融入自然、与自然同生同息［２０］。
传统聚落生态适应模式实际上塑造了一个背山临水，阳光充足，交通方便，既注重供水，有注重排水的理想人

居环境。 在聚落选址方面具体化为山、河、路、池等环境

要素，形成群山环抱、背山面水的理想聚居模式以应对

环境的适应。 富有风水意象的村落空间结构的生态环

境在地形上后有靠山，前有流水，远处有低矮的小山朝

拱，左右有山体护卫，村基较平坦、开阔。 村落左右山体

环抱是一道具有良好防御作用的生态屏障。 村落前方

开阔平整，水稻及田鱼是聚落居民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

（如图 ２）。
２．１．２　 川东传统聚落与外部水体生态适应性

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看，要求各项因子统一协调，
形成一个有机的生态环境，其中水是关键生态因子［２１］。
傍水结村是传统聚落选址生态适应性的通用准则。 川

东地区大多数传统聚落都有溪流环绕，为村落提供了生

产、生活用水，使得传统聚落环境和自然生态协调一致。
一方面便于日常的洗衣淘米，在夏日还成为天然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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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宝胜传统聚落的水系分布图

　 Ｆｉｇ ３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ａｏｓｈｅｎｇ

其次便于防洪排涝，还兼有改善大气微循环的功用。 田

野调查中发现：川东传统聚落门前种植莲藕的习惯，利
用莲藕吸附污水和养鱼吃掉浮游微生物的生物净化方

法，减少二次污染，达到净化水质、降低污水排放的目的

（如图 ３）。
２．２　 川东传统聚落内部景观结构的生态适应性

２．２．１　 聚落内部景观斑块的适应性

调查中发现宝胜村的传统聚落内部景观即属于被

调查者眼中最理想的“山－林－屋－水－林”的空间组成

模式（表 ２），整体景观借助山势的衬托，而人工建筑与

在水平空间序列上，聚落内部以人为核心，民居建筑、农田、池塘、树林、山体等自然要素由内向外呈不规则同

心圆式分布，保证了各个组分间在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上的充分性，有利于聚落系统生态环境的维持。 在垂

直空间序列上，聚落组分从上到下再到上依次为：山体、民居、农田、河流。 自然组分在空间的上层，上层山体

坡度带来的雨水保证了聚落内气候的湿润和农田灌溉的充分，两侧山体之间的谷地又形成了自然的防洪区，
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层。 这样空间组成维持了聚落生态系统良好的区域循环，也是农田管理的需要和人在

农业生产中的心理需求。
自然景观中包涵了文化景观，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其实就是对自然地理环境的一种主动适应。 最典型的是

传统聚落营建风水林以弥补原自然环境的不足，改善微环境，防止水土流失， 为传统聚落的发展带来好运。
绿化也是构成传统聚落人文景观的重要素材，对不利地形改造就是植被绿化。 传统聚落广植风水树形成峦林

蔽日、翠竹干宵、茂林修竹等景观。 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看，这些树林不仅具有防风蔽日，保土保护的功效，而
且还能维持生物的多样性，使人和其它生物及环境要素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根本目的是维持自然

与人体的和谐，以使处于某一特定环境中的人能够与大自然保持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整体。

表 ２　 传统聚落内部景观斑块的功能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ｃｈ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斑块 Ｐａｔｃｈ 功能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后山 为传统聚落提供资源，对聚落生态系统运行和发展提供基本的制约要素

林 改善大气微循环，弥补自然环境的缺陷

民居建筑 聚落居民栖居的场所，对自然环境的综合适应

水 聚落生态环境的关键性因子

池塘 寓意聚财，兼具排水、防洪、防火功能

梯田 用于耕种获取食物，聚落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

风水林 为传统聚落的发展带来好运，兼具有维持生物的多样性

２．２．２　 传统聚落建成环境的生态适应

建成环境是不断改善生存条件的产物，是聚落不断进化、演变的阶段性成果。 对地形的适应和微环境营

造的传统聚落，形成了良好的微环境和局部小气候。 以生态适应性的观点来看，采光、日照、保暖、排水和气候

调节诸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处理，营造了舒适的小气候。
在房屋形式的选择上，传统聚落建筑极富地域特色，无不反映从对自然的尊崇到对自然的适应。 在适应

自然气候、调节室内环境方面，利用开敞的厅、堂、廊、院落、天井、风巷等建筑布局和构造措施，达到自然对流、
通风、降温、采光、保暖等基本的生活功能要求。 川东传统民居大多是以内向房屋围绕天井为基本单元，封闭

式砖墙围护的木构架建筑。 这种格局也是人们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 天井与堂屋之间完全开敞，将自然光线

纳入室内，屋顶雨水落入堂前天井并从暗沟排走。 以天井为特点的四合院格局实现了建筑与自然环境的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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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传统聚落内部的天井

Ｆｉｇ．４　 Ｐａｒｖ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结合和天然的生态节能思想。 通过天井，可以二次折射

光线，获得柔和的天然采光效果，可以合理组织室内的

自然通风，卧室外墙不开窗，通过天井的花窗来满足减

少散热和防盗的双重需要，可以汇集雨水、调节湿度，由
此起到古代天然空调的功效。 幽长的巷道和宅内天井

共同构成聚落自然通风系统，以增进室内空气对流，解
决散热和防潮问题，显然，川东聚落形态的地区性特征

很大程度上与其对地方自然生态的适应性处理有关

（如图 ４）。

３　 川东传统聚落的社会适应生态适应分析

传统聚落是一种以人的行为为主导，自然环境为依

托，资源流动为命脉，社会、文化为经络的人工复合生态

系统［２２⁃２４］。 经济、文化和制度三者相辅相成构成社会

系统的原动力（表 ３）。 文化因素主要来自人类的精神需求，制度因素反映了聚落内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
济因素主要来自人类的生存需求。 田野调查中发现川东传统农村聚落的景观结构表现一致性，显然是遵循相

似的规则而组织起来。 下文将从社会生态适应角度探索传统聚落结构的驱动规则。

表 ３　 社会生态适应与聚落生态结构之间的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构成因素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主要内容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对传统聚落结构的影响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经济因素 后山 保持聚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位聚落提供生态服务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池塘 养鱼、种植莲藕、减少二次污染、寓意聚财

风水林 为传统聚落的发展带来好运，维持生物的多样性

梯田 保证聚落基本的生存要求

风水理念 聚落选址、规模、景观生态效应和心理效应

文化因素 梯田农业 根据自然条件，建构与之相适应的农业生态循环系统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植树造林 保持水土、调节气候、护自然山体、防止水土流失

风水禁忌 确保各自然要素组合合理、相互协调

制度因素 聚落的合作、平等 布局严整，房屋间无明显优劣之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聚落的竞争 后山、池塘公共空间的共有

传统聚落生态适应过程的实质就是对生态资源的攫取、分配、利用、储存、再生及保护过程。 稳定的自然

生态系统通过长期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以实现对生态资源的多层次利用和循环再生，因为社会生态适应

的存在，传统聚落在不破坏其生态稳定性的前提下获取经济资源，因此，龙山除了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以外，还
具有抗变力或阻力，保持当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生态林地具有恢复力，既可以解决经济效应和燃料能源，又
可以使自然恢复生态平衡，生活中以生态能源为主，可降解垃圾污水，保证了生态系统的恒定性。 池塘除养鱼

等实际功能外也有“聚财”的风水含义，寄托了人们渴望财富的心理需求。 另外，风水林可保持水土，调节气

候，从风水学的角度要求人们对龙脉加倍培植、养护，在客观上却起到了保护自然山体、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
对生态环境产生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人们既要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更要维护人类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 川东居民在改造自然

中重视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巧妙地利用丘陵地貌、气候和植被的分布，通过创造梯田农

业，建构与之相适应的农业生态循环系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从结果来看，植树造林除了满足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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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需求外，确实使大片森林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后山和池塘的存在及受到的保护，对川东农村聚落以及

更大尺度的生态系统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是有所贡献的，对于这样的因果关系，应看作是一种文化的生态适应

机制。
制度是通过自觉的内在行为而不是外在的强制手段去诱导系统的自组织自调节的共生协和力，推动系统

的持续发展。 田野调查结果分析得出，制度因素中有两种因素影响了聚落生态结构： 聚落内社会关系和聚落

间社会关系。

４　 川东传统聚落的更新

传统聚落生态适应性包括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见表 ４）。 自然过程包括了物质扩散与迁徙过程、生态系

统循环过程、水循环过程、能量流转换过程，而社会过程包括人群集聚及扩散过程、生活及居住空间组织过程

等。 川东传统聚落居民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水系的利用和改造过程、农田和聚落的演变过程往往更具有

代表性。 河流和村庄相互作用以及农田格局演变的生态过程，代表人类聚居生活活动和农业生产活动对于自

然环境的改造与适应过程。

表 ４　 川东传统聚落更新因素对聚落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ｕｐｄａ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驱动因素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主要变化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对聚落影响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建筑形态的紊乱 外部景观的不一致

自然因素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林地的减少 覆盖率降低、景观破碎化

农田增加 开拓已有林地和山地

水利工程出现 改变原有自然景观

社会因素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人群转移 外出务工、追逐更好的收入

生活质量提高 向聚落外迁移

聚落习俗变化 不习惯居住传统聚落

风水观念的淡化 建房的随意性

只要环境变化程度在该系统适应能力的极限范围内，自然景观格局演变的生态过程总能保持一种动态平

衡，从而协调发展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组成聚落环境系统的两个主要层面［２５］。 在传统聚落形成阶段，聚落规

模的变动取决与腹地耕地面积所能维系人口数量的平衡点上。 农业活动是随着人类聚集定居而逐渐发展形

成的，其对于大地基底的作用就形成了农田肌理，这一过程的演变是传统乡村聚落生产、生活活动的写照。 在

民居聚落形成以后，周边土地逐渐开垦形成最初的农田，随着时间的演进，部分农田又转化为建筑聚落，进而

继续向周边其他平坦土地开垦造田。 当可适宜耕种土地越来越少时，周边较平缓的山地随之开发为梯田。 最

终形成了农田与村庄镶嵌互动，农田与林地包容汇聚的格局，既是三维空间上的耦合联系，又是时间上的演变

发展过程。
传统聚落空间的有机更新，包括空间功能的整合、空间结构的优化等，为居民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场所、

创造更多的社交机会，并降低设施使用成本，从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水平。 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提升，又可以

为传统聚落空间的有机更新积累更多的建设资本、产生更高的空间需求，从而实现传统聚落空间优化与居民

生活质量可持续提升之间的良性循环互动。 近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居民对聚落文化

观念的日渐淡漠、价值观念的转变，居民内部组织对居民的制约和影响越来越小，居民更加注重自身的居住空

间和居住需求，新建住房选址趋向道路两侧靠近，这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耕地的日渐减少、蓝色水系空间和绿

色植被空间的被挤占，聚落空间形态遭到破坏（图 ５）。
需指出的是，在传统聚落生态适应性的发展过程中，应遵从其演变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不同传统聚落的

生产力水平条件，合理推进经济社会空间结构的转型，并适度加以调控，以稳步实现传统聚落物质空间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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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传统聚落与现代聚落的演化过程

Ｆｉｇ．５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社会空间演变的融合与过渡。 满足居民生产生活需求、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是传统聚落空间优化的基本出发点，
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确保聚落功能服务的优化

提升［２６］。

５　 结论

生态适应性理论能够较好地刻画传统聚落发展规

律特征、动力机制及演化方向，这对传统聚落可持续发

展、传统聚落空间结构演变和城乡协调发展等相关研究

带来一定启示。 本文用生态适应性理论对川东传统聚落景观进行了研究，传统聚落的生态适应过程中既包括

对外部山脉、水体的适应，又包含内部建成环境的生态适应。 同时社会生态适应对传统聚落演化也有莫大关

联。 川东传统聚落的演变包含了自然生态过程和人文社会过程，二者共同影响传统聚落的演变。 传统聚落的

演化中居民的生活质量要求占据了很大的因素。
在国家实施生态文明的背景下，我国传统聚落发展正处于快速的转型时期，随着生态适应性理论的不断

完善，希望也可以为传统聚落发展提供更多的研究角度与分析思路。 在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必须从聚落

可持续发展角度，以此来推动传统聚落建立自然、社会因素平衡，使原有的聚落景观在新时代中发挥新的作

用，从而使现有聚落化景观不至湮灭。 由于参考资料的匮乏，本文的量化研究相对缺乏。 但在取得对川东传

统聚落生态适应性的基本认识之后，下一阶段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量化研究从而获得更清晰可靠的结论，这
也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对促进新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也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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