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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私密性是住宅的基本功能
住宅是人类在穴居的基础上

,

受到穴居

的启示而逐渐创造和完善起来的人工居住环

境
。

从功能性质上来看
,

住宅和洞穴一样是

为人类提供一个避风雨
、

抵御野兽攻击的安

全生活场所
。

在这样的场所里居住和生活
,

人们的安全得到基本的保障
,

从而具有一种

安全感
。

从洞穴到住宅
,

人们的安全保障 日

益加强
,

不断完备
,

使住宅成为人们生活的

必备物质条件
。

住宅的安全保障功能
,

又反映了人类对

物质环境私密性的要求
,

也就是说住宅具有

适应人类对环境私密性需求的基本功能
。

人

类既然要求整个物质环境具有私密性
,

也就

必然要录住宅这个小物质环境具有私密性
。

而且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和住宅 日益现代化

发展
,

人类更加注意
、

更加强调的直接是住

宅私密性
。

因为在社会进步的条件下
,

】

住宅

的基本安全保障功能已基本具备
,

而不再成

其为重大问题 对环境私密性的要求虽与安

全保障要求同时产生且密不可分
,

但因在早

期时安全保障还没有确实保证
,

对私密性的

要求还仅仅是一种朦胧的意识
。

只有当安全

保障要求得到基本满足后
,

人类才逐渐认识

到环境私密性对 自己生产和生活 活 动 的 影

响
,

所以人们开始对反映环境私 密 性 需 求

的种种心理和行为现象进行分析归纳
。

到了

现代
,

人们对住宅私密性的要求日益提高
,

因而对私密性的研究日益具体深刻
。

什么是环境的私密性和住宅的私密性

中外许多研究者
,

都对这些基本理论问

题作过探讨
。

有人专门观察英国伦敦地铁车

站和尉场休息室的人群
,

发现人们总是靠近

柱子而不堪置身于人流流线之中
。

日本的学

冰
者通过研究得出结论

,

人们总是设法使自己

处于不为人注 目又不受人干扰的地方
。

我国

有些学者对在广场上活动的人群进行观察
,

发现人们喜欢停留在树木
、

柱子
、

旗杆
、

墙

壁
、

建筑小品等物体的周围或附近 有些学

者则对餐厅中顾客就座的位置进行了研究、

发现餐厅刚开始营业时
,

首批顾客倾向于 占

据视野良好
、

较少受人流干扰
、

而且有所依

靠的座位
,

迟来的顾客则围绕柱 子 占 居 座

位
,

①或者靠近墙壁
。

这些依托于某些物体而活动的下人或人

群
,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

那就是在人们所

依靠的一方或几方
,

是客观存在 的 某 种 物

体
,

靠近物体的一方或几方
,

是无人注视
、

无人干扰的地方
,

人们的注意力不需要顾及

这一方或几方
。

因此
,

无人注视无人干扰的

空间维度越高
,

人们越是处于封闭性较高的

空间之中
,

人们越是不屑顾及前后左右及上

下各方可能会出现的窥视和侵犯等干扰
,

就
愈能感到安全可靠

,

各种活动也使会更加自

如
。

这里的
“

无人注视无人干扰
”

就是指私

密性 人们对
“

无人注视无人干扰
”

环境的

趋向
,

就是人类对环境私密性的需求
。

由于各种物体能够使人避免受他人的注

视和千扰
,

所 以它们对人们都具有一种吸引

力
。

在物体吸引力的有效半径范围内
,

人们

的私密性需求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 如

据有的研究人员估计
,

一根柱子的吸引半径

约 米左右
。

⑧也就是说整个物质环境
,

都

具有一种能满足人们私密性需求的功能
。

当人们认识到人类对物质环境的私密性
需求规律以后 , 就将这种私密性孺求具体应
用于广扮的人造环境之中

。

如美国学者
、

亚历山大等人研究发现
,

如果工作者后面与
, ,



侧面都有墙
,

工作者就会感到更舒适
。

③于

是人们在住宅设计中
,

尽量根据人类对环境

私密性需录的规律
,

设计出充分照顾个人对

空间私密性需求的住宅活动空间
。

如餐厅茶

馆里的雅座
,

大都是比较僻静无人打扰的小

间 剧场里豪华的包厢
,

既相对封闭
,

有五

方 空 间 的 秘 密 性
,

不 受 干扰 又有敞口

便于观尝剧情
。

这些自成一体的小环境
,

都

较好地适应了较富裕人们对环境私密性的需

求
。

对环境私密性需求规律应用最广泛最直

接的还要数住宅设计和建设为第一
,

在经济

发展的条件下
,

无论是农村或者是城市
,

住

宅设计和建设
,

首先考虑的是根据家庭成员

尤其是夫妇对数的多少
,

设计出若干相对隔

离的单间
,

然后将这些单间组成一个封闭的

家庭单元住宅
。

在这些家庭单元住宅内
,

虽

然人与人之间都有血缘亲缘关系
,

相互之间

都在发生联系
,

但是大部分时间又具体生活

在自己相对隔离的单间空间内
,

家庭成员尤

其是每对夫妇的隐私受到保护
,

私密性得到

满足
。

同时
,

越是在现代条件下
,

每个家庭

单元住宅
,

都相对 自成封闭环境
,

不受他人

的干扰和影响
,

又满足了每个家庭的私密性

需求
。

这样
,

整个社会的成员都生活在既相

对封闭
、

隐私权得到保护又便于互相联系交

往的物质社会综合环境中
。

外界对个人隐私的干扰
,

既包括他人视

线性窥视干扰
,

又包括他人声音的干扰
,

这

是一般情况下常见的普追干扰 另外在某些

特殊情况下
,

还有强力式的 侵 犯 干 扰
,

如

偷 抢
、

侵犯人身安全等
。

而我们的住宅
,

不仅使若干单间互相隔离密封
,

而且家庭单

元之间也互相隔离密封
。

不仅阻挡了外人的

声音
、

视线和强力干扰
,

也阻挡了家庭内部

不同成员间相互的声音
、

视线或强力干扰
。

所以
,

设计合理的住宅
,

能使各种不同成员

的私密性需求都得到满足
。

这样的住宅最能

适应人们对环境私密性的需求 同时
,

人们

对住宅私密性的需求
,

‘

又是现代条件下的最

基本需求
,

所以
,

住宅满足人们对私密性的

需求
,

也便成为住宅最基本的社会功能
。

正因为满足人们 私密 性需 求是 住宅最

基本的社会功能
,

所 以
,

一旦住宅无法适应

人们对私密性的需求
,

人们的私密性需求难

以得到满足
,

就会对社会成员的个性
、

心理

和行为都产生各种不利的影响
。

如我国城市

里的不方便户
,

或者是几代同堂
,

或者是几

对夫妻同室
,

各自的隐私无法保护
,

产生诸

多不便之处
,

甚至出现一些身体或心理变态

疾患
。

我国有不少学者已对这些不能满足私
、

密性需求的住宅所产生的负作用
,

进行过许

多分析研究
,

得到社会的关注
。

世界许多画

家非常重视住宅保障私密性需求的基本社会

功能 年 月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住宅和

城市问题研究会议通过的《住宅人权宣言 》

提出
“

衷心期望把供应关心人类尊严的良

好住宅作为国家的责任
’

美国不仅注意住

宅的私密性
,

而且也往意办公场 所 的 私 密

性
,

如为大学教师设计单独的工作间
,

就避

免了他人的干扰和影响
。

二
、

作为住宅杜会性的杜会交往功能

住宅除了有满足人们私密性需求的基本

功能之外
,

还有一个为人们提供社会交往场

所的功能
,

所以住宅还必须便于人们进行社

会交往
,

满足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需求

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中
,

都离不

开互相的交往活动
。

只有通过社会成员的各

种交往活动
,

一个个单独的社会成员才能联

给为社会的群体
,

整个社会才能成为有机的

整体
。

没有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
,

社会就不

能协调地发展和进步
。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

往联系
,

必然也反映在住宅问题上 , 也要求

住宅能适应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需要
。

首先
,

人们要依托于住宅进行有关生产

经验和知识的交流活动 在社会生 产 活 动

中
,

要提高生产效率
,

必须学习掌握先进的

经脸和知识
,

而学习和掌握他人先进的生产

经珍和知识 , 又必须登门求教
,

也就是共到



对方的家里虚心请教
。

这样对方更便于敞开

心扉
,

推心置腹地畅所欲言
,

传授经验
。

当

然随时随地都可以交流经验
,

但是在工作场

所
、

公共活动场所交流经验和知识
,

远不如

在对方家庭住宅内交流经验的效果
。

每个人

在生产活动中都有 自己的长处
,

都可能成为

交流经验的对象
,

因而我们的住宅要适应作

为交流生产经验和知识场所的社会性需要
。

其次
,

人们要依托于住宅进行社会交往

活动
。

除了以上生产经验的交流活动之外
,

人与人之间还有大量的日常生活交往活动
,

而且这种活动的主体极广泛
,

几乎所有的人

都有这种日常生活交往活动
。

人们必须进行

这种 日常生活交往
,

才能互相了解
,

互相关

心
,

互相帮助
,

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凝聚力
,

达到心理平衡
,

协调地生活
。

而 日常生活中的

许多交往活动
,

也是依托于家庭住宅进行的
。

最后
,

人们还要依托住宅进行血缘亲缘

关系之间的交往活动
。

血缘亲缘关系之间的

相互交往
,

是一种最密切最紧密最常见的交

往关系
。

美国的血缘亲缘关系之间的交往
,

是通过通讯和探望来实现的
。

虽然其中通讯

交往是一种主要的交往形式
,

但这种间接的

形式并不能代替直接的探望
,

一般也要定期

相互探望
。

我国血缘关系亲缘关系之间的交

往活动
,

则主要是通过相互探望来实现的
。

由于血缘和亲缘关系的相互交往
,

都离不开

相互探望
,

所以这种交往活动和家庭的物质

外壳 即住宅 联系非常紧密
。

只有依托于

住宅
,

才能很好地实现这种交往活动
。

综上所述
,

可以明了住宅也要为人们的

相互交往活动提供场所
,

使人们有相互看望

访问和见面的固定场所
,

使相互交往的双方

隐私权都得到保障
,

使其各方都 能 真 心 交

往
,

真诚地交流情感
,

发泄感情
,

在某种意

义上起到保护情感安全阀的场所作用
, 以满

足人们相互交往的情感和心理需要
。

三
、

私密性和杜会性筋住宅现代化发展

丽交化

住宅的私密性和住宅的社会性
,

首先是

随着人类居住模式的发展而表露出来的
。

当

人类处于穴居时代时
,

人类居住在天然形成

的洞穴之中
,

或者栖息在树上
。

那时人们所

想到的或下意识的是避免大 自然中自然的和

动物的侵害
,

也即首要的问题是 自身安全问

题和 自我生存间题
。

当人们开始懂得建造住

房之时
,

也便开始朦胧地认识到 群 居 的 不

便
,

在此基础上逐渐创造各种住宅来满足 自
己的隐私需要

。

在私有制家庭产生以后
,

人

们便更自觉地利用住宅来保护 自己的私密性

需求
。

正是在居住模式这样的发展过程中
,

人们逐渐认识到了住宅的私密性 这 种 基 本

的社会功能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住宅满足了

人们私密性的基本需求之后
,

人们又发现在

社会生产生活中还需要利用住宅来进行相互

的交往联系
,

逐渐又发现了住宅的社会性
,

即为进行社会交往提供活动场所的功能
。

所

以
,

私密性是住宅的最基本社会功能
,

是处

于第一位的重要社会功能 提供社会交往活

动场所这种社会功能
,

是在私密性功能的基

础上产生的社会功能 , 是属于第二位的社会

功能
。 ‘

这种功能虽然也很重要
,

但是它的作

用毕竟在重要性方面与私密性功 能 有 所 差

异
·

。

尽管它们的作用有差异
,

但是并不能互

相取代
,

顾此而失彼
。

总的来说
,

住宅既要满

足人们私密性需求
,

又要满足人们进行社会

交往的需要
,

二者都不可偏废
,

缺一不可
。

其次
,

住宅的私密性和住宅的社会性
,

随着住宅的现代化发展而变化
。

住宅的私密

性
,

在较早时期
,

直接表现为人类小群体的

安全性
,

,

目标是直接避免各种侵害 , 随着住

宅的进步和发展
,

人们开始以家族为群体单

独居住
,

家族与家族之间互相隔离封闭
,

每

个家族都有自己的私密性需求
,

每个家族的

私密性得到保护 之后社会进一步发展
, ,

家

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
,

多代家庭成员组成

的家庭
,

居住在一个住宅单元如四合院之中

这时
,

每个家庭之间互相隔离封闭
,

家庭住

, ,



宅满足了家庭私密性需求
。

我国经历了长期

的传统社会
,

在这种传统社会里强调的是家

庭及家族的私密性需求
,

因此
,

住宅设计和

建设考虑的是如何满足家庭的隐私权
,

而家

庭内部的成员除了家长之外
,

则不能有各自

的隐私权 因为其他成员是作为服从家长的

领导而存在的
,

他们的一切都是家长踢予的
,

因此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按照家长的意愿

和家长的安排来进行
。

他们不能有自己的隐

私
,

不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

’

甚至家庭成员

的婚姻及夫妻生活都被置于家长的严密监督

之下
。

传统家庭住宅单位 —
四合院

,

是我

国长期以来的传统住宅模式
。

在传统小生产

条件下
,

人们满足子这种住宅所带来的家庭

安全感
。

在工业革命和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
,

住宅的功能研究更加深入
,

住宅建设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

住宅逐渐发展为大封闭和小隔

离相结合的模式
。

不仅家庭与家庭互相封闭
,

各自成为单独的封闭空间
,

而且在家庭内各

个成员的房间也都互相隔离
,

形成个体成员

柑对封闭的小空间
。

这种住宅
,

是历史上最

能满足人们私密性需求的住宅 它既满足了

整个家庭的私密性需求
,

也满足了家庭内各

个成员的私密性需求
,

即满足了人们不同层

次的私密性需求
。

因为人对住宅的私密性需

求是多层次的
,

既有对个人所处的家庭整体

私密性需求
,

也有对个人小空间私密性的需

求
。

随着住宅的日益现代化发展
,

人们各种不

同层次的私密性需求将愈来愈能得到满足
。

住宅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活动场所的

社会性
,

也是随着住宅的发展而变化的 在

穴居时代
,

人们群居生活
,

共祠渔猎
,

交往

密切
,

这是当时的生产条件决定的
。

当生产

得到一定发展时
,

人们以家庭为单位居住生

产
,

人们的交往形式发生了变化 不再那么

紧密
,

由紧密变得松散 不再那么直接
,

而

由直接与生产活动发生联系变为与生产的间

接联系或生活联系 同时
,

随着社会的日益

复杂化
,

传统文化也直接形呐到住宅的社会

性
,

住宅所提供的交往场所里进行的交往活

动也复杂化
,

既有积极的社会交往也有消极

的社会交往
,

互相混杂交错
。

传统的四合院

住宅
,

将以上这种混杂的社会交往活动
,

推

向了顶点
,

甚至在某些时候这种交往的捎极

作用
,

远远超过了它的积极作用
。

当住宅发

展到大封闭小隔离的模式时
,

家庭和家庭成

员的私密性都得到一定的满足
,

这时住宅的

社会性也发生了变化 作为家庭整体
,

它的

客厅设有敞口面向外界
,

同时
,

家庭成员的

隔离小空间也有敞口通往客厅
。

这样
,

单元

住宅的客厅
,

就成为家庭成员进行交流以及

家庭同外界进行交往的活动场所
。

因此
,

客

厅的设置
,

既能满足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需

要
,

一般的时候又能把交往限定在客厅范围

内
,

避免社会交往对家庭成员个人隔离小空

间的侵犯或千扰
,

保护了家庭成员的个人私

密性濡求
。

由此看来
,

这种模式的住宅
,

将

住宅的社会功能相对专门化了
,

即小隔离空

间一般专门用于满足人们的私密性需求
,

而

客厅一般专门用于人们的社会交往需求
。

当

然这种专门化是相对的
,

有时候也有一定的

交错出现 这样一来
,

就较好地避免了住宅

私密性和住宅社会性的很杂现象 传统的四

合院式住宅内
,

私密性和社会性互相棍杂
,

住 宅 既 是 卧室又是客厅
。

所以
,

即使是

家庭住宅单元封闭
,

也役有否定住宅的社会

性联系
,

因为它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专

门的活动场所
,

间题是它改变了传统的社会

交往习愉和方式
,

改变四合院式住宅的随意

机遇型交往为较正式的专门型的社会交往
。

任何一种模式的住宅
,

都具有私密性和

社会性两种社会功能
,

但是它们的具体特征

是有区别的
,

绝对相同的表现是不存在的
。

因此
,

我们应当进行具体分析
,

同时要将其

放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

才能获得较全

面较科学的认识
,

才能符合住宅现代化发展

的客观要求 如架我们仅仅依照人们相对熟

悉
、

习惯的模式来分析认识随时出现的新棋



式的住宅
,

以传统住宅心理和传统住宅眼光
,

来评价新模式住宅的功能或评判新模式住宅

的
“

功
”

与
“

过
” ,

就会自觉或不 自觉地 以

自己那熟悉的和已经习惯了的一 切 作 为 标

准
,

用自己心 目中早有的优点去与新住宅现

象相比较
,

去寻找新住宅现象的缺点
,

于是

就不免对旧住宅时时产生依恋之情
。

这样一

来
,

对住宅新现象的认识与分析
,

自然难免

与住宅的现代化发展客观要求相背离了
。

四
、

住宅横房的杜会功能与四合院的杜

会功能比较

住宅楼房是指居 民居住的以家庭为单元

实行封闭的多层或高层楼房
。

在这种住宅楼

房的家庭单元里
,

形成一个相对自我封闭的

空间
。

这个空间又是由多个互相隔离的小空

间共同组成
,

既有互相隔离的卧室这种个人

小空间
,

又有客厅
、

厨房和卫生间等类公用

小空间
,

使家庭成员 日常生活的不 同层次的

各种需求
,

都能在家庭住宅空间范围内得到

满足 这种住宅
,

是随着工业革命和住宅的

现代化的发展而逐渐普遍发展起来的
。

这里的四合院
,

是指我国实行现代化建

设以前的传统社会里的一种传统 模 式 的 住

宅 这种传统模式的四合院
,

面 积 有 大 有

小
,

大则占地数亩
,

小则不过数丈 居住的

人数有多有少
,

多则数户或十几 户 共 居 一

院
,

少则单门独户孤守四方
。

尤其是在我国

的城市里
,

如北京市数户共居一院的较多
。

我们分析研究的四合院主要是这种类型的四

合院 在这样的四合院里
,

每个家庭一般都

有一室
,

作为卧室之用 或者全院合用一个

厨房
,

或者没有厨房就在院内各自的房据下

或住室内生火做饭 共用一个简陋的厨所
,

或者没有厕所需到四合院外公共厕所 四合

院中间一般都有一个露天的小庭院
,

归院内

住户共同占有
。

这种四合院在社会的不断现

代化过程中
,

逐渐被住宅楼房所替代
。

不仅

在城镇的市区里正在大量消失
,

就是在市郊

的农村里 , 也在逐步减少 这种趋势
,

起码

在我国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和方向了
。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
,

居民住宅建设

出现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
,

在许多四合院的

地基上耸立起住宅高楼
,

越来越多的居民住

进高楼住宅
,

越来越多的少年儿童将只能通

过文献来了解四合院了
。

在这种迅猛异常的

变化面前
,

当人们从 四合院搬进住宅楼房
,

走进相对封闭的住宅活动空间以后
,

总觉得

少了四合院的嘈杂和喧哗
,

似乎心里缺少了

一点什么
,

不免时时留露出对已不复存在的

四合院的依恋情感
,

一些老年居民中间和某

些学者心 目中都有所反映

他们似乎觉得
,

住宅楼房使得在四合院

里建立的密切联系变得疏远了
,

把人们之间

的感情变得淡摸了
。

所 以
,

有必要对住宅楼

房和四合院的社会功能进行一些比较研究

首先
,

住宅楼房更能满足人们不同层次

的私密性需求
,

而四合院不能保障人们基本

的私密性需求
。

住宅楼既保证了家庭的私密

性需求
,

保护了家庭的隐私权
,

又保护了家

庭成员个人的隐私权
,

满足了个人的小空间

私密性需求
。

因为住宅楼房以家庭为基本单

位进行封闭
,

而家庭单元内部又有个人小空

间的相互福离
,

所 以满足了家庭成员的不同

层次私密性需求
。

这种私密性需求对人的发

展有重要的影响
。

有人分析在美国的华裔物

理学家获得杰出成就的社会原因后指出
,

竞

争和个人隐私得到保护是两个重要原因
。

④

四合院的私密性相对于住宅楼房来说
,

要差

得多
。

因为一般来说在四合院里除了中间的

庭院房枯之外就是卧室
,

客人来访
、

互相交

往又是不能都在庭院或房檐下进行的
,

大都

必须走进卧室才能进行
。

只要走进卧室
,

私

密性需求就无法实现
,

同时其他家庭成员的

自主活动也变得被动起来
,

且无法正常继续

下去
。

这样一来
,

不仅影响个人的发展
,

而

且也影响到其他成员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

同

时
,

在一个四合院生活的各个家庭
,

又不可

能约定共同的工作时间和休息娱乐时间
,

必



然是有些人工作时有些人休息
,

你要思考间

题动脑筋或睡觉时
,

他要做家务
,

劈柴生炉

子做饭或听音乐
,

这些声音必然相互干扰

某个人一走进 四合院
,

四方一张望
,

各家的

行动都看在眼底
,

必然也有视线干扰
。

一家

有事
,

八方知晓
,

即俗话说隔墙有耳
,

一时

间就会传遍四面八方
,

这就是四合院私密性

无法保障的生动写照
。

私密性能 否 得 到 保

护
,

关系到人们的发展和生产
、

工作能动性的

发挥程度
,

进而影响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

其次
,

住宅楼房也能满足人们进行社会

交往的活动需要
,

只不过交往的形式发生了

新的变化
,

同时减少了那些产生不利影响的

交往活动
。

前面的分析已指明
,

住宅楼房的

每个家庭单元里都有专门从事人际交往的活

动场所
,

更有利于人们的社会交往
,

同时在

这样的交往场所里进行活动
,

双方的隐私权

都能得到较好地保护
,

感情交流会更真挚更

充分
,

交往的效果会更好
。

因而社会交往的

效率提高了
。

另外
,

它也使交往的形式发生

了变化
,

使随意性交往变成为正式的交往
,

因而交往的频率必然会减少
,

但是社会交往

的效率提高以后
,

又可以互相补充
。

而四合

院的社会交往大都是在四合院中间的庭院及

房循这些私密性较差的公共场所范围里进行

的
,

是一种随意性的交往
,

难免在交往活动

中互相传递一些捕风捉影的信息
,

这些信息

传播又很快
,

结果必然会中伤一些人
,

产生

各种消极的影响
。

同时
,

在一个四合院里重

复见面的机会很多
,

除了正常的交往活动之

外
,

也常常无话找话
,

闲谈取乐
,

消磨时光
,

这

又是一种浪费时间资源的行为
,

对个人的发

展也是有不利影响的
。

进入住宅楼房以后
,

因不能随意交往
,

所 以只有要进行正式交往

时才去拜访探望对方
,

这样也就 自然没有很

多时间来进行那些会产生不利影响的交往活

动了
,

因此
,

也就减少了产生不利影响的交

往活动
。

即使有人利用住宅楼房进行交往而

传播谣言
,

但是这时谣言传播由于住宅私密

性较好而传播较慢
、

范围较小
,

所以这时的

负作用明显小于四合院条件下的负作用
。

最后
,

住宅楼房确实改变了社会交往的

传统模式
,

我们应进行认真研究
,

建立新的

社会交往模式
。 ‘

每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出现以

后
,

人们都有一个逐步认识过程
。

因此对住

宅楼房需要认真地进行研究
。

但是我们进行

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找出住宅楼 房 的 所 谓
“

过
” ,

来否定住宅楼房的
“

功
” ,

表达 自

己对传统四合院的恋情
。

而应当研究怎样适

应这种新的住宅现象
,

采取积极的措施
,

来

弥补住宅楼房的某些不足
,

使住宅楼房的功

能更加完善
,

使大家都能适应新 的 住 宅 现

象
。

比如住进住宅楼房以后
,

确实也有一个

如何适应于住宅楼房的社会交往间题
。

也就

是应该在以上的基础上
,

研究如何使住宅楼

房的社会交往与整个社会的公共信息渠道的

畅通无阻相配合
,

使人们随时都能很方便地

得到外界社会的各种信 息
。

比 如 电 视
、

广

播
、

报纸
、

电话等现代化的传播工具都能起

到积极的配合作用 用新事物的 缺 点 和 不

足
,

来否定新事物的存在
,

不是一种科学的

思维方法
,

是我们不应取的态度

至于能否用四合院的堆砌方法
,

将四合

院砌成住宅高楼
,

来进免住宅楼房使人情疏

远淡淇
,

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

用这样的方

法
,

堆砌的四合院高楼
,

本质上 仍 是 四 合

院
,

四合院的不利之处仍照 旧保留在楼房每

一层的新四合院中
,

同样不能避免四合院的

嘈杂喧闹所带来的各种干扰和侵害
,

人们的

私密性需求和独立的人格
,

同样得不到很好

地保护
。

可以说
,

无论是从人 口数童方面
、

土地资源方面
,

或者是从住宅楼房的社会功

能方面来说
,

住宅楼房的普遍发展 ,

在我国

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

我们应努力适应这种新

情况
,

并逐步完善住宅楼房的社会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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