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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作为社会过程：溪芽环境教育中心
Architecture as Social Process: A Record of Stream-shoot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enter

摘　要　建筑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实体，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物质空间和人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影响、彼此塑造。尤其

在乡村中，房屋建筑更是深刻地“嵌入”在社会关系与日常生活之中。文章以位于北京水源地村落的溪芽环境教育

中心这一公益项目为例，论述了这样一种双向作用的过程：一方面，物质空间的设计促进了村落集体记忆的维系、

身份认同的塑造、社群活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人们认知与行为的改变推动完善了这一物质空间的建设。

关键词　建筑　社会过程　乡村　集体记忆　身份认同　社群活力

ABSTRACT　Architecture is not merely a physical object, but also a social process, in which physical 

space and human beings interact and shape each other. This interrelation is especially significant in rural 

society, where buildings are deeply embedded in the social network and daily life of the community. Taking 

Stream-shoots Environment Education Center, a public welfare project in the water source of Beij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is two-way process: on the one hand, physical space enhances the 

community’s collective memory, identity and vitality; on the other hand, people’s cognition and behavior 

also benefi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te.

KEY WORDS　architecture, social process, rural area, collective memory, identity, community v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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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建筑作为社会过程

对于任何一个家庭、家族和社群而言，房屋的建

造都是一件大事，它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资源，往往涉及多方主体的参与。因此，建筑不仅仅只

是物质材料所构成的庞然大物，也是一个事件中的组成

部分；某种意义上，建筑也是一个社会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物质空间被建造或改变，人们的观念认知和社

会关系也得到了塑造。建筑的这种社会能动性，得到了

诸多学者的观察和阐述。例如，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阿尔及利亚移民的研究中指出，现代住

房破坏了乡村移民的家庭结构以及工作与生活之间

的传统关系，安置房的建设实际上成为了一种社会控

制的手段[1]64-91。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在其著名的“空间生产”的讨论中指出，城市的物质空

间既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

产者[2]352-353。简·卡斯腾和斯蒂芬·休-琼斯（Jane 

Carsten and Stephen Hugh-Jones）更是直接提

出，“房屋建筑是社会化的基本推动力”①[3]2。

在乡村中，房屋建筑尤其深刻地、盘根错节地“嵌

入”在社群的社会生活之中。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不

甚深入、社群边界较为清晰、社会生活相对内向等原

因，许多乡村的建造活动中仍然保留着一定的自发建

造传统，建筑的设计者、建造者、使用者大多都来自

社群内部；很多时候，不同的角色群体之间还会相互

重叠。因此，建筑作为一个社群的公共性事件、一个社

会过程，对社群社会关系网络的参与是十分深入的。另

一方面，由于获取资金与材料的规模和途径有限，农业

生产又具有较强的周期性，因此乡村中的建筑常常是通

过若干个分散的、嵌入在不同农闲期的建造阶段完成

的。于是，建筑作为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从时间维度

上也是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的。这种交织

的状态，进一步导致了建筑本身的设计建造和使用过

程也交织在一起，人们在建筑部分建成时就开始使用

它，又在使用过程中产生新的需求和想法、指导新的建

1　小窝铺村区位

2　村落航拍

2

1

小窝铺村

密云水库

通州

大兴

昌平

怀柔

白河

汤河 潮河

北京城区

本文引用格式：潘曦，陆顺. 建筑作为社会过程：溪芽环境教育中心[J]. 新建筑，2020（2）：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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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或改造活动。乡村中的建筑很少严格地遵循“设

计—建造—使用”这样谋定而后动的模式，而是不

断地在建造状态和使用状态中交替，一直处于“未

建成”的状态。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物质空间与人

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就像加斯顿·巴什拉

（Gaston Bachelard）所说的那样：“房屋建筑

的意象施加是双向的：它们在我们之中，我们也在

它们之中。”②[4]。

本文以溪芽环境教育中心③这一乡村公益项目

为例，论述在社会过程视角下的一次公共建筑设计

实践，展现物质空间的建设与村落集体记忆的维

系、身份认同的塑造、社群活力的提升之间的相互

成就。

二　项目背景：水源地的公共空间

溪芽环境教育中心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小窝铺

村，该村包括7个村民小组，总人口720人。该

村地处山区，村民主要靠务农为生，收入较低，

2018年尚有贫困人口491人、低保户102人④。由

于村中收入来源有限，青年村民（尤其是男性）多

外出谋生，村中常住人口主要为中老年人以及在邻

村和汤河乡上学的中小学生。以这些人群为主体，

村庄尚保留着一些社会活力：除了日常农作之外，

妇女们经常组织广场舞、绣花等活动；每年的三

月、七月，村中会请神求雨、唱戏祭祀，十分隆

重；冬季农闲时节，尤其春节前后，是各类喜事宴

请最为集中的时期。

此外，小窝铺村还有一个特殊身份——首都

北京的水源地村落。该村属于潮白河流域，地处北

京市近半用水量的来源——密云水库的上游（图

1）。2015年，联合国观察员组织、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IUCN）在对密云水库上游流域的水源地进

行普查之后，将小窝铺村作为北京的水源地列入了

“大都市饮用水源地可持续保护项目”（Mega-

cites and their Watersheds），在村中陆续建

设了河流缓冲带、生态厕所、透水广场等一系列设

施，并于2017年开始在村中筹建溪芽环境教育中

心，作为水源地保护的公众教育场所。

环境教育中心的基地选址在村中的小学（图

2）。这所学校建成于1986年，自2011年村小撤

并后已废弃多年，IUCN希望将其改造为用于开展

公众环境教育的场所。同时，鉴于村中各类公共

活动缺乏专门的场所，村委会也向设计团队提出要

求，希望改造后的学校要满足村中红白喜事举办宴

席、妇女广场舞活动、村民集体议事等需求。此

外，毗邻学校用于唱戏祈雨的戏台也已年久失修，

驻村表演的戏班子也缺少住宿之处，村委会希望项

目能将学校外的戏台和观演空间一并予以修缮，并

在校舍内提供戏班子的住宿空间。2017年底，香

港无止桥慈善基金又将小窝铺村作为华北地区的一

处基地，希望为大学生团队提供参与乡村建设、开

展实践教育的平台。于是，一处多功能的公共空间

便成为了该项目的设计目标：一方面作为社区中

心，为村民设宴、观戏、集会、锻炼提供场所；一

方面作为水源地的教育机构，向公众提供环境教育；

同时还要作为京港两地大学生的乡村建设实践基地。

三　空间对人的塑造：记忆·认同·活力

确认了设计目标后，项目团队把关注点聚焦到

了如何通过物质空间来对村落社群产生积极影响这

个问题上，并将其具体化为三条设计理念：集体记

忆的维系、身份认同的塑造、社群活力的提升。

1　集体记忆的维系

从村民的使用情况和行为习惯而言，项目基

地是村落中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之一。一方面，小学

办学时间将近三十年，村中大多中青年村民都曾在

此上学；尽管已经废弃，但这所学校仍然是村民们

集体记忆中一处重要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基地

中的戏台虽然年久失修，但每年仍然规律使用，在

这里唱戏祈雨是村子一年中最重要的公共活动之

一。可以说，这处基地是村落社群的一个记忆“仓

库”[5]150-151，承载着人们对于过往日常生活和庆典

节日的诸多记忆。在物质空间的设计中尽可能地保

留这些集体记忆的载体，有助于形成场所景观的文

化连续性[6]，让基地中新的使用功能与村民的行为

活动更加顺畅地接续起来。

因此，设计方案尽可能地保留了场地中原有

的内容，包括校舍与伙房的外立面、场地中的七棵

树、小学西侧的院墙，东侧的院墙则保留了墙垣和

门垛的痕迹，与保留的两棵柳树一同标示出原校门

的位置。院落东侧曾有一片杨树林，在项目启动前

已经被砍伐，但在村中青少年的记忆中仍然是难忘

的游戏场所。于是，方案根据曾在此就读的学生对

其特征的回忆——“这些树种得像方格子”，在院落

中设置了矩阵形式的花圃、并在南侧树下设置室外讲

台，在保留空间秩序的同时也为IUCN的环境教育

留出了所需的试验田和户外教学场地（图3，4）。

2　身份认同的塑造

此外，项目也希望通过物质空间的手段来巩固

社群内部的认同感，并进一步加强“水源地村落”

这一社群身份认同的塑造。

一方面，项目在修缮露天戏台和观演场地的过

程中，以戏台西侧的学校院墙为参照，对东侧的边

0 2.5 5 10 m

3　院落总平面

4　项目改造前后对比

43

N

1

2

3

4

1. 储藏
2. 伙房
3. 碾盘
4. 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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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进行了调整。硬质铺地在原为土质的场地中清晰

地标示出了公共空间的边界，有效减少了村民搭建

畜圈、堆放物资而侵占公共空间的现象。同时，通

过边界处理将戏台和观演空间调整为一个对称的空

间，其轴线指向不远处河岸旁的土地庙，进一步强

化了空间的仪式感和纪念性，可以更有效地在承载

唱戏祈雨这一公共事件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有影响

力的情境[7]，巩固村落社群的内部认同。

另一方面，IUCN通过长期的工作，已经在村

民中初步建立起了“首都北京的水源地村落”这一

新的身份认知。但是，此前的生态厕所、河岸缓冲

带等项目分散在村域各处，使用频率不高，难以成

为这一新身份认同的理想载体。因此，项目团队将

在场地调研中发现的弃置碾盘重新组装，按照学校

院落过去的流线布局，将其安置在原升旗仪式处，

并接通了水源。平日里，碾盘可以供村民生产生活

使用；活动时，这一日常生活的工具可以转换为一

处泉水景观，成为水源地村落这一社群身份认同的

物质载体（图5）。

3　社群活力的提升

作为一处社区中心，项目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要

激活村落、提升社群活力。对集体记忆的维系以及

身份认同的塑造增加了村民对这一场所的接受度，

为其使用提供了情感基础。而最终要让这一年久失

修的空间重新恢复活力、成为激活村落社会关系的

发生器[8]，还需要满足当下村落与机构对这一空间

的功能需求，让这里重新成为公共活动集中发生的

场所。

因此，设计方案拆除了西侧院墙、在东侧院墙

增设了一处入口，使整个院落从背向主村的尽端院

落变为环形流线的开放式院落，增加了其可达性；

扩展了校舍北侧的村务公开栏，在适宜高度增设栈

道，将人行与车行流线分开，增加了村务公开栏使

用的便利性和安全性（图6）。此外，方案将校舍

内部改造成了一个多功能的大空间，满足多样的功

能需求。校舍中分隔出办公、淋浴、独立住宿空间

后，余下的八个开间完全打通，再结合翻折床、可

移动书柜、模块化家具的组合应用，使这一总面积

不到150 m2的空间可以满足或80人举办宴席，或

14人住宿，或160人进行会议、授课、观影，或进

行室内体育锻炼、棋牌娱乐活动的需求（图7）。

通过在有限的空间内集中地容纳村民不同时间段的

多种活动需求，这处场地成为了村民公共交往的集

中发生地，也成为了社会关系的发生器。此外，这

里所提供的公众环境教育功能，或将成为改善村落

生计的途径之一。

四　人对空间的塑造：使用与建造的交织

在物质空间的改变影响着社群的同时，社群观

念认知的变化也在影响着物质空间的建设。在溪芽

环境教育中心这一项目中，由于参与各方的特点，

整个推进过程始终处于日常使用和设计建造相互交

织、彼此缠绕的状态，更进一步强调了加斯顿·巴

什拉所说的人与建筑双向度意象中的另一个方向，

即人对物质空间的塑造。

考虑到环境教育中心要满足多方人群的使用

需求，因此整个项目过程的组织采用了村委、村

民、非盈利组织、志愿者多方参与的模式。其中，

村民和学生志愿者是最主要的实施者，方案的设计

与表达主要由志愿者在与村民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完

成，施工建造则由村中工匠指导志愿者和其他村民

共同完成，村委会和非营利组织提供建议和资金支

持（图8）。小窝铺作为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

产方式的村落，村民们的生产生活受农业生产周期

的影响很大，施工建造需要在农闲时期进行；学生

志愿者也需要完成教学环节，只能在课余时间进行

调研和设计工作。因此，整个项目被分为场地、校

舍、伙房等不同阶段，其设计建造活动是分散地嵌

入在村落农闲期和高校假期之中完成的。

正因为设计建造在时间上较为分散，项目才更

为深刻地“嵌入”到了村落的日常生活之中，使得

村民对这处物质空间的日常使用与其设计建造交织

缠绕在一起（图9）。例如，2017年场地建造完成

后，村民们开始陆续地在院落中休憩、遛狗、休闲

健身；次年进行了校舍改造，主体完成后村民和志

愿者们共同在校舍中开展了茶话交流、影片观赏、

5　碾盘泉水景观节点　　

讲座 宴席 住宿

6　场地保留、改造、新建示意

7　室内空间的三种功能布局：讲座、宴席、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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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联欢、环境教育讲座等活动；2018年底又对

伙房进行了初步改造，腊八节就被村民们用于熬粥

聚餐等等（图10）。这样一种分阶段渐进式的推进

模式，带来了一种“利滚利”的效果，每一个阶段

的物质空间建设对社群所形成的积极影响，诸如集体

记忆的维系、身份认同的塑造、社群活力的提升，又

进一步推动了下一阶段物质空间建设的完善。

这种社群对空间的塑造，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

2018年春季。在2017年秋季，13位村民组成的施

工团队完成了场地建造后，村民已经开始陆续在院

落中活动。然而在2018年初，政府扶贫项目要在

校舍屋顶安装太阳能光电板，场地中保留的树木中

有六棵由于不同程度地遮挡了光电板，被安装队砍

伐，导致院落的景观环境受到了影响。出于在此前

对场地形成的认同，村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修补了

受到破坏的院落景观。一方面，妇女们在花圃种上

了鲜花，并且种植不是简单地摊派到各家，而是在

对花圃的图案和花种进行整体的精心设计后，由大

家集体完成的，夜晚有照明的活动区域种植的是夜

间开花的夜来香，其他区域则规律地间隔种植日间

开放的花种。花圃真正变成了大家共同的“公田”

（图11，12）。另一方面，村民们改换高度较低

的树种，重新栽上了原校门处的两棵树，延续了对

这一空间位置的记忆。

像这样，场地就在日常使用和设计建造两种不

同的状态之间不断交替，社群公共活动与物质空间

的建设相互交织、相互推动，让这一社区中心变得

越来越鲜活，越来越有血有肉。

五　结语

溪芽环境教育中心项目鲜明地体现了在乡村

实践之中，建筑是一个“社会过程”这一特点，它

深深地嵌入在乡村的社会网络与日常生活中。一方

面，物质空间的建设把不同的人群联结在一起，成

为了社会关系的发生器，提升了社群活力；另一方

面，人们在认知、行为上的变化也不断地推动和完善

着物质空间的建设。这个项目不是一个以竣工为终点

的工程，而是一个长期持续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建筑与人之间不断地相互影响、彼此塑造，由此

营造出一个更加和谐、活跃和开放的村落。□

　　图片来源：图2，10b由刘中元拍摄；图3由刘雅蕴绘

制；图6中的实景照片由张博浩拍摄；其余图片均由作者绘

制或拍摄。

注释

① 原文为：“……the house is a prime agent of 

socialization.”

② 原文为：“House images move in two directions: 

they are in us as much as we are in them.”

③ 项目场地面积1 490 m2，建筑面积226 m2，设计团队为

乡造团队（Ruralters）、北京交通大学无止桥团队。该

项目2018年入围WA中国建筑奖社会公平奖。

④ 村落数据来自于2018年4月份的实地调查，由小窝铺村

村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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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村民使用场景

　　a　村民在院落中练习广场舞

　　b　村民与志愿者在校舍中开展环境教育

8　项目参与各方的角色分工　　

伙房设计方案
沟通定稿

京、港、陕三地大学生
志愿者与村民修建校舍

村民自发组织
种植花圃

室内设计方案
沟通定稿

场地设计方案
沟通定稿

村委会组织
场地施工

大都市水源地
项目揭牌

筹建溪芽
环境教育中心

中医养生
讲座与义诊

中医养生
讲座与义诊

智能手机
使用培训

唱戏祈雨、
戏台启用

村民杀年猪设宴
大学生志愿者获邀

共煮腊八粥、伙房启用
广场舞教学活动

妇女节趣味
文化活动

环保讲座、
校舍启用

孤寡贫困
家庭家访

村民肖像
拍摄

大学生志愿者协
助村民建设伙房

取水节点与
河道测绘

取水节点
设计方案沟通

安装校舍
取暖设备

空
间
的
使
用

空
间
的
建
造

大学生志愿者
村委

村民
NGO

忙时

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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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

沟通、专业知识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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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沟
通

、
支

持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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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

指
导

沟通、支持

资助、教育

c　村民在戏台观戏祈雨

d　村民与志愿者使用伙房熬腊八粥

11　院落中的矩阵花圃

12　村民打理花圃

10a

10c

10b

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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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使用与建造交织的项目推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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