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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福建省是著名的侨乡，为我国华侨输出

第二大省。201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闽南地区泉州籍华人华侨占全省华侨总数的

60%。闽南侨乡村落的发展亦受东西方文化

的交互影响，别具一格，极具保护价值。

本文研究对象为福建省晋江市龙湖镇福

林村。福林村是我国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之

一。村落建筑受华侨文化影响，形成了诸多

有别于闽南传统民居的番仔楼。由于人口外

迁，村落呈现空心化局面，华侨的海外定居

使得村域内大量民宅永久空置，曾经繁荣的

乡村逐渐走向衰败。其中檀林自然村现户籍

人口只有约 2690 人，外来人口 2080 人。人

口不足导致村中道路、景观绿化、运动场地、

戏台等使用率降低，设施陈旧，分布零散，

整体公共空间活力下降，品质不佳，从而无

法吸引人口驻留，使村落的发展陷入不良循

环。如何整治村落公共空间环境，如何全面

复兴活化村落成为当下紧迫的议题。2017 年

10 月 18 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

略：乡村振兴要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因此，首先要对乡村现状进行细致调研，探

究其成因，再根据乡村特点，充分利用其优

势资源，促进乡村振兴。本文将通过调研福

林村公共空间的使用情况，了解福林村当前

公共空间质量和村民的公共生活状况，为后

续村落活化复兴奠定基础。

2 研究综述 

国外，对公共空间的描述多注重空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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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为的关联性研究，并拥有较为系统的研

究理论与方法，研究多集中在城市层面，对

乡村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内，公共空间

的研究已经逐渐向乡村层面扩展。国内对乡

村公共空间的研究多按乡村性质进行分类，

如历史文化村落、传统村落、新农村、少数

民族村落等。研究角度多以空间类型和形态、

空间评价、动因机制、演变规律、社会秩序

以及社会结构等为主。研究方法多以田野调

查为主，辅以少量计算机分析。

研究方法方面，PSPL(Public Space Public 

Life Survey) 调研方法 ( 即“公共空间——公共

生活”调研法 ) 是由扬·盖尔团队提出的一种针

对城市公共空间质量和市民公共生活状况的评

估方法，由地图标记法、现场计数法、实地考

察法和访谈法四种方法构成。在运用 PSPL 调

研法研究公共空间的相关文献中，研究对象大

多为城市，而对乡村公共空间的研究几乎空白。

虽然扬·盖尔的理论起始于城市，但 PSPL 调

研法的本质是分析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之间的

内在关系，因此，其运用与结论将不仅仅局限

于城市范畴。本文尝试 PSPL 调研法在乡村空

间中的运用，以作为对此理论及方法的补充与

验证。

3 PSPL 调研法与数据分析

3.1 调研目标

本研究旨在建立福林村公共空间使用评

价的分析模型，通过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

评价村落公共空间在使用中存在的优势与不

足，从而为进一步优化提出意见和建议。

3.2 调研内容

研究区域为福林村辖内檀林村自然村域，

东至洪溪大道，西至福林村新村，南至福林

村老年活动中心，北至福林村檀声学校（图

1）。研究对象为村域范围内进行通行、聚集、

交往、运动、游乐等活动的公共场所。

本研究共招募 32 名拥有建筑学与城乡规

划专业背景的人员进行调研，调研时间分别

包括两个工作日和两个休息日（考虑到村落

区域内设有小学，因此特别区分暑假期间工

作日与平时工作日）。调研内容主要分为两

部分：一是现场计数调研，二是问卷调研。

3.3 现场计数调研与数据分析

选取村域内代表性空间节点作为本案调

研布点（图 2），主要依据公共空间的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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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福林村村域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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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功能因素、历史因素进行布点筛选。

分别根据关联程度高低选取三组共 16 个点。

根 据 村 落 空 间 区 位 的 重 要 程 度 进 行 选 点：

ADJKL；根据村落空间功能因素进行选点：

CFHIMN；根据村落空间历史因素进行选点：

BEGOP。

上述调研点的选择（表 1），在区位上囊

括了重要交通节点、主要出入口、主要通行

空间等，分布合理；在功能上承载了各类公

共活动，包括商业活动、休闲娱乐活动以及

传统文化活动等，能够全面体现乡村居民的

日常行为活动；在历史上代表了福林村作为

侨乡村落的重要历史纪念空间，阐释了福林

村浓厚的侨乡文化。

每 2 名学生负责一个调研点，从 6:00 至

21:00，每小时以 10 分钟为一个单位，分别

记录通行、坐歇、驻足的人数。通行指不作

停留的快速通过，反映公共空间作为交通空

间的使用情况；驻足指站立停留行为，反映

公共空间作为交往空间的使用情况；坐歇指

有坐、卧等长时间停留行为，反映公共空间

作为休憩、商业、娱乐等空间的使用情况。

综合调研数据显示：

公共空间通行密度分布（图 3a）与村落

格局总体相符，以环村主要道路以及西南部

通安街菜市场区域道路为主，可见影响通行

之要素主要与出行、商业、休闲、服务等行

为密切相关。反之，村域内部虽然存在一定

节点空间，但是由于区域功能较为单一，以

居住为主，因此通行密度较低。由此可见，

通行密度高低与公共空间的区位、形态以及

功能的丰富程度有关。

公共空间驻足密度分布（图 3b）以西南

部通安街菜市场区域为主，其他区域密度普

遍较低。调研发现驻足行为的发生几率与人

数多少成正比，发生场所多数在相对宽阔的

公共空间，主要源自于商业活动与交往行为。

公共空间坐歇密度分布（图 3c）显示仅

在菜市场、老年活动中心、福林寺区域有少

量坐歇，村落内部部分区域几乎为零。调研

发现，坐歇行为的发生主要取决于公共空间

区位、形态、设施情况、周边功能的丰富程

度等。

综合以上，可以得出村域公共空间使用

人群高密度区域主要集中于西南部菜市场通

安街一带，其次是村落主要出入口以及福林

寺一带。

3.4 问卷调研与数据分析

在现场计数调研的基础之上，再辅以问

卷调研作为公共空间使用现象的有效解释。

本 次 调 研 共 发 放 150 份 调 查 问 卷， 实 际 回

收 137 份，其中有效问卷 121 份，问卷有效

率达到 84%（表 2）。问卷主要针对公共空

间感受与公共空间设施使用情况进行调查，

以 便 从 使 用 者 角 度 对 公 共 空 间 使 用 成 效 进

行测评。公共空间感受方面，调查显示（图

4a）：45% 的 受 访 者 对 村 落 公 共 空 间 的 安

全性评分较高，这部分人群认为多数公共空

间可达性较好，设施虽然存在一定的破旧问

题，但安全隐患总体较少，并且多数区域能

够满足日常视觉监视。30% 的受访者对村落

公共空间的实用性评分较高，认为公共空间

能够基本满足使用要求，功能布局大致合理。

25% 的受访者对村落公共空间的舒适性较为

满意，这部分人群以中老年常住人群为主，

较能适应乡村生活。但是，公共空间的使用

问题依旧尖锐，部分受访者认为，村域内公

共空间分布不尽合理，部分道路空间狭窄，

可达性差，设施陈旧，环境脏乱差，导致空

图２　调研布点图

表１　调研选点依据表

表２　问卷调查对象信息表

图 3a　通行密度图　3b 驻足密度图　3c 坐歇密度图

图 4a　公共空间感受度　4b 公共设施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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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利用率降低。受访者认为村落公共空间当

前最应提升的要素由高到低依次是舒适性、

实用性以及安全性。公共设施使用方面，调

查 显 示（ 图 4b）：32% 的 人 群 最 为 关 注 休

闲娱乐设施的改善与更新，21% 的人群期待

增加体育锻炼设施，16% 的人群关注文化交

流设施的建设，15% 的人群期待绿化景观的

提升，9% 的人群认为停车目前存在问题，

而只有 7% 的人群认为公厕垃圾桶等设施需

要改善。由此可见，受访者对村落公共设施

的现状最为关注的是社交娱乐为主的活动空

间，而对基础设施的关注度与期待值相对较

低。这与受访者多数为村民有关，村民由于

长期生活于此，已经较能接受目前村落的基

础设施现状，而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提升有着

较高的期待。

在问卷调研的同时，要求受访者分别从

安全性、实用性、舒适性三个角度对地图进

行标记，标记出心目中认为的最急需改善的

区域若干。经核查，有效的标记地图共计 79

份，经过计算机叠加处理，获得最终改造意

向图（图 5）。与前文空间感受度结论相符

的是，地图标记调研中受访者认为村落公共

空间当前最需提升的方面为舒适性，其次是

实用性，最后是安全性。从改造意愿高低来看，

改造意愿最为强烈的区域为菜市场通安街一

带，最需提升的是舒适性与安全性，多数人

认为此区域公共空间布局不合理、功能混乱、

不能给人很好的使用感受，并且破旧建筑存

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现状设施陈旧、交通不便；

其次为许氏宗祠区域，最需提升的是安全性

与舒适性，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建筑破旧、功

能缺失、利用率低、空间浪费；第三为福林

寺区域，最需提升的是实用性，主要期待改

善的是寺前广场的休憩设施布置。其他需要

改造区域均为零星提议，多分散于受访者住

宅附近，或者为受访者个人关注的空间场所。

总体而言，村落公共空间问题可归结为：

交通问题、建筑问题、设施与环境问题。对

改造目标而言，首先满足村民的空间体验要

求以达到舒适性诉求，其次改善局部空间的

使用问题以增强空间实用性，最后有针对地

排查空间安全隐患以增加空间安全性。

4 村落公共空间使用评价

4.1 研究结论

经过调研得出福林村村落公共空间整体

评价如下：

空间格局上，总体而言布局合理，形成

以西南部商业区域为主其他居住区域围抱的

格局，符合多数村民的生活习惯与出行规律。

在居住集中区域虽有戏台、健身器材等公共

空间，但是辐射影响不大，使用率较低。

空间形态上，通行空间普遍存在问题，

主要车行通道由于两侧建筑限制，路面较窄，

且多为人车混行，部分转角空间逼仄，形成

通行瓶颈，其余小径幽深复杂，指向性较差，

部分路段不能良好通行。广场空间以及局部

放大节点空间形态相对整合，有一定的容纳

性。

空间功能上，配置较为单一，多数场所

如菜市场、戏台等利用率低，存在明显的高

峰时段与空闲时段。由于诸多空置建筑的存

在，极易产生相应的消极空间，日渐破败，

无法利用。

空间环境上，整体不容乐观，主要体现

在水系污染、排水系统不健全、垃圾随处堆放、

养殖不规范等，导致公共空间整体品质下降。

空间设施上，已有设施陈旧，缺少人性

化设计，无法满足各类使用需求。

4.2 改造建议

综上所述，福林村公共空间改造大致应

遵循先交通后节点、先功能后设施的顺序。

具体措施有：

（1）以村落文脉为基础，优先提升具有

历史价值的公共空间。打造福林村特有的文

化品牌，提升场所精神。同时提高空置建筑

的利用率：福林村登记在册的传统建筑共有

61 处，大部分保存较好，小部分受损严重。

对空置建筑进行保护性修复，根据特色植入

新功能，以达到活化目的。

（2）整治村域交通流线，打造良好的通

行系统。村域道路进行修整，部分小径进行

疏通，局部道路可以考虑机动车限时通行，

停车区域重新统一规划，为重点人流集中区

域如菜市场、老年活动中心等划拨专门车位，

以解决人车混杂的局面。

（3）各公共场地按需改造。商业类空间

如菜市场，加强业态整治，规范商贩售卖空

间，雨棚、水泥台位等设施更新，地面重新

铺设，同时考虑预留完整广场空间，提供聚

会、广场舞等休闲活动。文娱类空间如戏台，

更新搭建设施，增加安全性，增加休闲座椅，

遮阳设施，以提供空间时段使用。其他场地

如老年活动中心前的小广场需提供老年人休

闲交流和健身锻炼的设施；儿童娱乐设施周

围应增加座椅，为陪伴孩子的家长们提供闲

暇交谈的空间。

（4）生态环境整治。首先改善村域内水

环境，整治污染，增加植物配置、改善景观，

设置沿河景观带，同时可以设置具有村落人

文特征的建筑小品、公共设施等。

结语

福林村作为闽南传统侨乡村落，研究其

空间格局的形成必需追溯其历史的发展。而

在闽南的区位因素以及侨乡的背景因素驱使

下，村落空间发展与人口结构变迁所引发的

种种矛盾，将不能仅仅依靠建筑或者规划学

科的方法与理论进行解释。因此，本文所述

之调研方案及结论，虽然无法解释空间矛盾

的本质，但却朴实地揭示了当前村落最真实

存在的空间问题，为进一步的空间分析及后

续的改造更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图 5　公共空间改造意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