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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建成遗产 ( built heritage) 的概念

在国内越发普及。由建筑遗产、城市遗产和景观

遗产三大部分组成的建成遗产，日益明显地构成

城乡演进的文化驱动力。相对于成果丰硕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建成遗产领域的

积累较为薄弱。以物质形式留存的建成遗产，又

和建造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本质上的密切联

系。所以，理应借鉴非遗研究的成果，在更为综

合的层次上，重新思考建成遗产。本组专题文章

聚焦于建成遗产中的一类: 本土营造传统里的生

产与生活建筑。本专题尝试做出研究范式上的更

新: 提倡将建筑本身看作是文化过程与社会事件，

而不仅仅是社会文化的载体。
有关建筑的社会科学研究无一不从物质性与

社会性的二重属性出发，但实际上物质性的地位

远远低于社会性———建筑只是空间载体。基于建

筑社会性的分析占据主流，空间本身的物质性隐

身了。针对这个情况，本组论文 “再思物质性”，

回应了“本体论转向”的呼吁，用实证方法阐释

物质对主体以及社会的建构意义和能动性。李耕

以永泰庄寨这种宗族聚居型民居的形制及相关口

述史为切入点，说明在规矩、示能和氛围三个强

迫性递减的维度上，建成环境对社会以及记忆、
身体等发挥着作用。黄华青的文章以茶厂的技术

空间为例，借助布迪厄、英戈尔德 ( T． Ingold) 、
白馥兰 ( F． Bray) 等学者提供的思想工具，给出

一个重要的机制提示: 空间作为身体体验的容器，

通过“测度”和“惯习”作用，参与到主体世界

重构之中。欧玄子延续了传统知识技艺的经典命

题，探究福建民居营造活动中的 “过白”技法，

揭示传统技艺知识模糊性生成的多重情境，并强

调传统技艺的 “模糊”让技艺能够追随建造技艺

所在的生活世界不断生发演化。
三篇文章分别侧重空间的集体认知、建筑作

为社会性与物质性的技术、建造技艺与日常生活

世界的互构关系三个维度，想要完成的不仅是认

识上的更新，还有重新拾取被遮蔽掉的社会事实。
记忆的形塑、身体的训练，不只是文化规约、社

会制度在起作用，亦有很多来自物质层面的影响。
对物质性的理解，需要打开更多的感官。特别是

声音、光线等视觉之外的感官细节提供了细微而

关键的线索。更为通感的身体 /空间感官认知会让

更全面的社会事实融贯到人们对文化逻辑的理解

中来。在中国本土技术的物质和社会根基进入新

一轮调整的新时代，梳理农耕文明生产和居住空

间向现代化、产业化转型的关键节点，也给今日

的乡村振兴、城乡演进带来颇有意义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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