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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生活空间是乡村发展的缩影，透视了乡村地域的人地关系。随着城乡融合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加之新型城镇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包括乡村生活空间在内的乡村空间发生整体性重构，乡村进入新的发

展时期。在此过程中，乡村生活空间如何映射和影响乡村发展，是值得多角度探讨的话题。论文在梳理历史文献

的基础上，认为乡村生活空间是承载乡村居民日常生活行为的场所空间，是乡村居民居住、休闲、社交、消费以及公

共服务活动的多层次地域综合体，也是乡村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界对乡村生活空间的研究自20世

纪20年代至今约百年，论文按照中国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将乡村生活空间研究历程分为4个阶段：1949

年前的探索时期、改革开放前的停滞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复兴时期、21世纪以来的快速发展时期。但相比于国外

乡村生活空间的研究和国内城市生活空间的研究，国内乡村生活研究内容偏向实证，缺乏全面的深度总结和理论

构建。新时期中国乡村生活空间的研究应该构建完整的研究框架体系，分别从基础理论、研究主体和多元化研究

视角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探索展望。

关 键 词：乡村生活空间；乡村空间；溯源；展望

乡村生活空间是乡村地域发展的空间基础，乡

村生活空间研究有助于认识平等的城乡地位和动态

的城乡关系，多维评判乡村地域空间的功能价值[1]。

“生活空间”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恩格斯对无产阶

级工人生活空间(条件)的研究[2]，此后，随着文化转

向和人本主义的兴起[3]，居民生活的空间研究逐渐

成为国际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自 20

世纪20年代初便展开对乡村社会生活情况的调查，

探寻乡村发展的特征与机遇。21世纪以来，随着新

型城镇化的推进，城乡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要

素的重组与交互作用增强，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

村镇和产业布局调整、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以及

全球化改造着传统乡村[4]，不仅带来乡村地区经济

社会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的重构，也使得乡村居民

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其日常活动载体

的生活空间也正经历着剧烈的重构。新时期的乡

村生活空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将如何影响乡村

振兴与发展，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科学问题，乡

村生活空间研究需要及时跟进。

目前，对乡村生活空间的研究通常选择乡村生

活空间内的一个子空间进行详细论述，对乡村生活

空间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成果还较少[5]。为更好地把

握乡村生活空间的研究进展和趋势，有必要对中国

乡村生活空间研究历程进行梳理和总结，进一步深

化对乡村生活空间的认识，拓展研究领域，结合当

前新的形势和背景，为乡村生活空间研究的系统化

提供参考与启示。

1 乡村生活空间的内涵

在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常出现“生活空间”

“社会空间”“物质空间”等概念，但这些有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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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很难给出明确的统一定义。本文从“乡村空

间”与“生活空间”2个方面展开对乡村生活空间内

涵的讨论与界定。

关于乡村空间概念界定的理论探索，一直是国

内外乡村地理学的重要命题[6-8]。西方乡村地理学

对乡村空间的认识大概经历了从物质层面到社会

表征，从客体性空间到主体性空间的发展过程。国

内的乡村空间认识以往较多关注物质空间研究，面

对当前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以及乡村空间所经

历的巨大变迁，对乡村空间的认识应以人地关系地

域系统为基础，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

间”的多维视角构建层层递进、相互关联的乡村空

间系统[9]。

乡村社会空间产生于人的广义社会行为，涵盖

了社会、经济、政治等，体现在乡村组织治理、生产

实践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9]。1973年Lefebvre提

出“(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人们的日常生

活要在居住地、消费场所、工作场所以及公共娱乐

场所等之间移动，这些日常活动所占据的空间就是

生活空间，生活空间就是我们具体的、差异化的日

常生活本身[10]。Halfacree[8]提出日常生活是琐碎细

小的，所以日常生活的概念并不精确、界限也不够

清晰，需要对个体和社会元素进行整合。总结相关

研究，日常生活应包括 2 个要求[10]：① 日常生活具

有普遍性，其行为主体是普通大众；② 日常生活具

有常态性，是每日重复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偶然性

事件。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认为乡村生活空间是承载

乡村居民日常生活行为的场所空间，是乡村居民居

住、休闲、社交、消费以及公共服务活动的多层次地域

空间综合体。同时，乡村生活空间也是乡村社会空

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居民通过日常生活行为改

造了乡村空间，日常生活行为本身也会产生空间。

2 中国乡村生活空间研究溯源

乡村生活空间是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的场所，也

是乡村发展的缩影，透视了乡村地域的人地关系。

中国对乡村生活空间的研究源于20世纪20年代左

右，与国家的时代背景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紧密相

连。在这百年研究进程中，中国社会经济形势变化

剧烈，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聚焦乡村生活空间

的不同内容。1949年前，学者试图从乡村发展中寻

找救国之路，是对中国乡村生活空间问题的初次探

索，该时期的研究多为对乡村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

报告，缺乏系统性研究。改革开放前，受制于思想

观念，国内学者缺乏开展乡村生活空间研究的学术

环境，该时期的研究成果较少，乡村生活空间研究

几近停滞。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中国城乡经济加

速发展，乡村问题再一次引起了关注，学者们对乡

村社会的内涵、乡村社会结构、居住空间分异等内

容开展研究，丰富了中国乡村生活空间研究视角，

初步构建了乡村生活空间的研究理论体系。21世纪

以来，乡村生活空间的重构成为研究热点，尤其是

生活空间的具体层面，比如居住、社交、消费、休闲

等空间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基于此，本文将中国

乡村生活空间研究历程分为1949年前的探索时期、

改革开放前的停滞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复兴时期、

21世纪以来的快速发展时期，分别对各个时期的时

代特征、研究主题内容及方法进行分类总结，评述

各阶段的研究特色，尤其关注2000年以来乡村生活

空间研究的内容及特征，以奠定未来研究基础。

2.1 1949年前的探索时期(20世纪20年代—1949年)

受内外交困、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影响，此时

期有关乡村生活空间的研究多数是为了寻找救国

之法，学者大多认为“欲救中国，必先救全中国农

民。欲改造中国，必先改造全中国农村社会”[11]。

有学者提出“洋货”不能在乡村盛行是乡村的优势，

所以“效法村民”可以振兴民族企业，促进中国实业

发展，是救国之法[12]。有学者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

是贫弱不堪的，“农村的崩溃”是重要原因，救国根

本在于恢复贫弱的乡村[11]。基于此，部分学者在调

查乡村生活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乡村建设的不同模

式以谋求中国发展：一是从经济入手，如卢作孚“经

济建设派”北碚模式[13-14]；二是从教育入手，如晏阳

初的“平民教育派”定县模式[15]和梁漱溟“乡建派”

的邹平模式[16]，他们主张通过教育潜移默化地改造

村民的思想观念，改变村民保守、愚拙的现状。此

外，有学者开始关注乡村社会的理论研究，例如，中

国乡村教育家傅葆琛等[17]于1934年在《清华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上刊登了对 Holmes 著作《Rural

Sociology》的评述，他提出乡村社会学的研究应当

辅助学者正确认识乡村社会生活，但它的研究途径

可以不尽相同，他赞同 Holmes 提出的乡村社会研

究的中心应该是“家庭农田”，乡村社会学就是研究

这种问题的社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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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主要是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并详实记

录乡村社会结构和乡村日常生活现状来进行乡村

生活研究。例如，陈达[18]在北京成府村和安徽休宁

县黄石村开展了乡村生活的实地调查，记录了当时

的乡村人口构成、婚姻、职业、生产生活及教育等方

面，进而可以从中探寻 20世纪 20年代中国农民生

活的空间轨迹。1939年，费孝通实地考察了开弦弓

村，详细阐释了中国乡村生活空间发生的变迁[19]。

刘恩兰[20]记录描述了川西高山聚落的地理环境及

文化，提出“聚落社会”的概念，指出川西高山是华

西高地聚落社会之乐土。

1949年前从事乡村社会研究的学者多为人文

政治研究者，甚至包括教育家，较少有地理学者从

事该项研究。研究内容十分广泛，从自然风貌到人

文社会经济生活，从国家形势到村民生活细节，通

过相关乡村调查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断村民

日常生活的空间行为，辨析乡村生活空间的组织形

态。该时期的研究为此后的乡村生活研究构筑了

基础，但相关理论尚不成体系，仍处于萌芽阶段。

2.2 改革开放前的停滞时期(1950—1978年)

1949年以后，中国乡村政治经济社会面貌发生

巨大变革，从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又经历了农

业生产大跃进时期，这对中国传统乡村生活空间产

生深远影响，也使得乡村生活、消费的变革成为这

一时期乡村生活研究的热点内容，如曾凌[21]和楚青

等[22]通过研究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农村市场的经济

生产、销售和消费等情况，认为该时期的供销合作

社等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商业代替小商小贩等零散

的农村私营商业成为农村市场的领导力量；其次，

随着农副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农村

市场商品容量逐年扩大，市场商品构成日益改善；

另外，农村市场的季节性特征也发生了改变，旺季

时间延长，农产品采购季节愈益集中，而商品销售

季节经过统购统销后一度比较集中的情况又逐渐

趋向均衡。

同时，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乡村生活研究

更多地关注城乡之间关系的变化趋势。学者普遍

认为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推进，生产资料所有制

形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乡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人

民思想、风俗习惯等也出现变化，建立起了社会主

义性质的城乡关系，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城

乡之间互助合作的关系更加密切，但对乡村居民的

生活方式及生活空间几乎没有关注[23-24]。之后，受

苏联地理学研究模式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前的人文

地理学除经济地理学之外的其他分支几乎无人研

究，在此阶段，乡村地理学让位于农业地理学，乡村

生活空间的研究并无进展[25]。

2.3 改革开放后的复兴时期(1979—2000年)

1980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第四

届代表大会”是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的重要转折

点，会上正式提出复兴人文地理学[26]。此后，乡村

地理学也逐步受到重视，相关研究逐步展开，同时，

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乡村经济实力增强，乡村和

集镇发生了巨大改变，乡村城市化进程加快，乡村

工业发展改变了乡村经济结构，使人们更加关注乡

村问题的研究[27]。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经济飞速发

展，工业化、城镇化导致乡村社会结构的剧烈重构，

乡村生活空间的变动首先引起国内社会学学者的

关注。学者们追寻中国乡村社会的本质特征、结

构，探索现实经济发展、社会流动增加及革命价值

观变化等多种因素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 [28]。例

如，农村妇女的地位上升，家庭结构由“大家庭”向

“核心家庭”转变[29]，农村青年等不同群体结构及生

存现状变化[30-32]。费孝通[33]认为，“乡土中国不是具

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

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殊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

会”。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复兴，地理学者陈兴中[34]、

金其铭等[27]率先编写了乡村地理学的相关书籍，从

经济、文化、人口、景观等方面介绍了乡村地理学的

研究内容，是对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开拓与总结。此

时，城市居民生活空间分异的研究拉开了国内生活

空间研究的序幕[35-36]，初始阶段较多学者关注居住

空间分异与人居环境的研究等[37-38]，较少涉及与居

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后

期，王兴中[39-40]、柴彦威[41-42]等学者开始对中国城市

内部生活空间与居民日常生活行为进行具体而深入

的探讨，也为乡村生活空间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2.4 21世纪以来的快速发展时期(2000年至今)

2000年以来，伴随着中国高速的城镇化发展以

及城乡研究话题的日趋增多，尤其是城市生活空间

的研究 [43-45]，呈现郊区化趋向 [46]。乡村生活空间的

各个领域研究开始增多，不仅关注城镇化、全球化

影响下的乡村空间重构，也开始研究乡村生活环境

质量、农民满意度等，其中聚焦乡村社会空间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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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内容围绕聚落-居住空间、产业-就业空间、

交易-消费空间、交往-休闲空间、文化-公共社会空

间研究和休闲-娱乐空间研究等开展[5]，相关成果基

本诠释了乡村生活空间的诸多方面。本文按照此

研究分类，将近年来的乡村生活空间各子系统的研

究内容进行总结。

(1) 居住空间的多元化

居住空间作为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

其变化受制于聚落空间的演变，早期受到地形地貌

等自然环境要素的影响，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交通区位条件等社会经济要素的影响效应加

大[47]。张小林[7]认为社会经济变迁是乡村空间系统

演变的动力，而聚落是乡村聚落系统最直观的表现

形式，不同时期聚落空间呈现不同的布局型式。中

国乡村聚落空间变化的总体趋势是空间密集化与

空间稀疏化并存，表现为村落规模趋于增大、村落

数量趋于减少、村落密度变化差异显著[5]。周国华

等[47]认为，中国农村聚落空间将呈现出聚居体系网

络化、聚居区位设施依附化、聚居规模合理化、聚居

形态集约均衡化、聚居功能异质多样化、聚居地域

特色保护理性化、聚居环境综合生态化的一般态

势。乡村异化、超级村庄的崛起和村庄衰败的蔓延

同时存在，乡村衰败特别是空心村也是研究的热

点[48]。李小建等[49]开展了农村居住特征以及专业化

村的研究；乔家君[50]运用空间界面理论，探讨了乡村

社区的居住、生产、社会文化、生态等活动的空间界

面；唐承丽等[51]开展了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

落空间优化研究；余斌等[52]开展了乡村住区系统的

研究；李伯华等[53]研究了农户的居住空间行为；以

及赵楠等[54]开展了空心村居住生活空间重构研究

等。综合来看，居住空间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居

住空间的混居化、社区化以及乡村第二居所的出现

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体现了居住空间的变化。

(2) 消费空间的城镇化

随着乡村城市化的推进，乡村居民的消费能力

和乡村消费环境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带来了乡村经

济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重构。乡村经济活动由粮

食种植向种植业内部的商品化、农业内部的商品

化、乡村经济的商品化等方向变动，经济空间结构

也由以村落为中心的封闭式经济圈(耕作半径)逐步

向外扩张，突破了传统的“基层市场区”，转变成“分

枝状市场体系”，甚至“多元化经济活动空间”[7,55]。

冯健等[44]调查了北京市居民的购物行为空间结构

在 1995—2006年间的变化，他认为，近郊区居民购

物出行的平均距离缩短，不同类型商品购物出行空

间的等级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转型时期的中国，农

民消费行为变化的制约因素主要有 3个方面，即农

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农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农民

的生命周期特征[56]。李伯华等[57-58]研究了日常消费

空间以及从农户的居住、消费、生产、交往空间演变

的微观视角来研究乡村人居环境。吴业苗[59]认为

农民消费空间出现“内萎缩、外转移”的城镇化转

向，并且多数农民拥有城乡双重消费空间的特点。

黄莘绒等[60]围绕乡村居民消费空间开展研究，结果

表明，部分村落消费空间蔓延至虚拟的网络空间，

乡村居民的消费空间被逐步释放，新消费空间的形

成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

(3) 公共服务空间的再造

乡村公共空间是村民日常生活交往的重要场

所，涉及农民日常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生活等诸多

方面，对于农民的生活和乡村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61]。主要包括乡村居民自由进入并进行

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如寺庙、广场、祠堂、集市等，

还有一些制度化组织与活动形式，如村落内的企业

组织、村民集会、红白喜事活动等[62]。改革开放以

来，农村公共文化逐渐消失，公共文化生活空间逐

渐萎缩，相关问题也引起人们的关注[63]。社会空间

结构变动在1949年以前并不明显，在经济空间扩张

的同时，乡村的社会交往大多还是局限在邻里亲朋

范畴，具有明显的血缘、地缘特点，尽管有范围上的

扩大，但未有质的提高[7]。乡村外部环境的改变对

村落的公共服务也产生较大影响，传统的乡村文艺

活动和节庆活动风俗日渐衰落，居民开展公共活动

困难。随着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迁居并点

等各地一系列行动的落地，传统的公共空间被改

造，现代化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如幼儿教育、老人

活动、医疗卫生、图书阅览等方面有着巨大的需求，

亟需通过对乡村公共服务空间的功能活化与创新，

提升乡村公共空间活力。

(4) 休闲娱乐空间的虚拟化

在城市发展规划中，居民娱乐空间处于较高地

位，而在农村却存在居民休闲观念滞后、休闲品味

不够、休闲渠道不宽等诸多问题[64]。朱春雷等[63]在

湖北、河南和安徽3省调查发现，目前农村活动社会

设施的供给与农民的需求存在严重的错位，农民对

乡镇的娱乐文化工作满意程度较低。传统的休闲

娱乐空间以村中的宗祠、庙宇、戏台、茶馆等聚集地

为主，反映了乡村居民的文化诉求，也是乡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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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中体现，见证了乡村的历史变迁。当前，以休

闲观光农业、休闲旅游等为主体的乡村旅游产业发

展迅速，借助新的媒介传播及互联网的发展，推动

乡村休闲产业发展和娱乐空间的构建，引导农民寓

乐于劳作之中是乡村休闲发展可供选择的方向之

一[5]。此外，虚拟化的休闲娱乐空间也呈现出来，网

上聊天、游戏、直播等新媒介在乡村地域的娱乐空

间占据一定地位。

(5) 社会交往空间的开放化

社会交往是人与人联系的重要手段，在乡村地

区尤其重要，乡村社会交往空间作为乡村居民群体

活动的重要物质载体，承载着乡村交往行为的社会

关系。乡村的社会交往空间与消费、公共服务、休

闲娱乐空间有所重叠，这类空间的功能与形式极为

丰富。依据交往的主体来看，有个体交往和群体交

往之分[65]；从交往的空间分布来看，有点状、线状和

面状之别，这与乡村特殊的人群集聚性和村庄分布

以及集镇功能有重要影响；从交往的动因来看，除

了传统的走亲访友、集市买卖、婚姻组合之外，还有

工作交流、社会互助等新动因，这与当前的城乡人

口流动、乡村第二居所、精准扶贫等新现象有极大

关系。此外，交往的方式也逐步由传统向现代过

渡，从传统的面对面的点线空间到书信、电话、电脑

手机等虚拟空间的拓展，无不体现了社会交往空间

的开放性。

3 乡村生活空间研究展望

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政界和学界的

热门话题，给乡村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与此

同时，乡村在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层面面临着诸如

生活方式城市化、基层组织治理现代化、价值观念

的转变等一系列问题[9]。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现实需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趋势，须进一步构

建适应新时期具体的乡村生活空间研究框架体

系。未来的乡村生活空间研究应围绕基础理论、多

要素、多元视角开展综合系统研究。

(1) 加强新时期乡村生活空间基础理论研究

未来应完善适应新时期中国乡村生活空间理

论基础研究。西方地理学针对“乡村是什么”“乡村

空间的内容”“乡村空间是否有研究价值”等理论基

础及意义开展了百年讨论。目前，中国地理学对乡

村生活空间的研究多是在借鉴西方地理学的理论

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本土化”。在 20世纪

80—90年代，部分人文社科学者定性研究了中国乡

村社会的结构及本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城镇化、工业化和全球化使得

乡村生活空间发生了剧烈重构，未来需要加强能够

适应新时期乡村生活空间的基础理论研究，构建具

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理论。乡村发展不能脱离对乡

村生活空间本质内涵的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

性理论来源于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与思考，也要

能够应用到乡村发展的实践中。《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2018—2022年)》中指出“乡村生活空间是以

农村居民点为主体、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服务的国

土空间”，在乡村建设发展中需要“遵循乡村传统肌

理和格局，划定空间管控边界”“充分维护原生态村

居风貌，保留乡村景观特色”，这应该成为新时期推

动中国乡村生活空间理论研究的现实目标。

(2) 系统性开展乡村生活空间要素研究

乡村生活空间的研究应该包括乡村生活空间

各个要素及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相比城市

生活空间，乡村生活空间属于相对被忽视的区域，

虽然也有针对乡村消费、公共服务和娱乐空间等研

究，但缺乏针对乡村生活空间的系统性研究。未来

应该在构建新时期乡村生活空间理论内涵的基础

上，系统研究乡村生活空间的各要素内容。伴随着

社会文化转向的逐步强化，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

落地实施，乡村生活空间的关注度日益增强，乡村

地理学者要善于观察乡村日常生活，以村民日常生

活行为为基准，洞悉乡村社会与文化，结合乡村发

展的动态性和系统性以及功能的多样性，尤其是不

同类型乡村空间的多元化发展，研究乡村生活空间

的多重经济社会空间属性。在此基础上，以“居住、

消费、公共服务、休闲娱乐、社会交往”5个方面内容

为导向，开展实地调查，进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

乡村生活空间系统，更系统化开展乡村生活空间研

究，为乡村振兴战略构建便捷的生活圈、完善的服

务圈、繁荣的商业圈寻找路径。

(3) 加强乡村生活空间多元研究

乡村生活空间的研究覆盖内容广泛，涉及政

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是对乡村生活的综合

反映。在当今社会国际化和全球化、乡村城市化的

背景下，社会科学领域的乡村研究更加细致深入和

丰富多元[66]，乡村生活空间也将趋向多元性、异质

性和杂合性，多元的研究视角、研究主体、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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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更全面地反映乡村生活空间研究。

未来需要更加聚焦微观的乡村人地关系，拓展

不同社会阶层的研究主体。相较于西方学者呼吁

对不同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加以关注，中国

关于乡村生活空间研究更关注宏观的空间行为特

征分析，对于无家可归者、妇女、儿童、残疾人、乡村

外来移民等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差异研究较少。

当前，中国乡村生活空间在多种因素下发生转型

与重构，出现新的居住形态、新的居住群体、新型交

往和娱乐休闲以及社会公共服务，更多复杂多样的

问题亟需挖掘与关注。另外，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也为乡村生活空间研究提供了重要途径，有待在乡

村生活空间转型、日常生活空间的时空特征揭示以

及复杂的作用机理上发挥作用。目前，模型构建、

数理统计和 GIS 空间分析表征了生活空间研究的

可视化状态，定性方法也得到广泛应用与发展，例

如结构/半结构访谈、关注群体、民族志与参与者观

察和心理学的认知等，还包括综合了定性与定量分

析的Q方法[67]。

(4) 注重乡村生活空间转型与重构研究

目前，乡村空间已经从传统的“地方空间”和全

球化所导致的“流动空间”越来越倾向发展为“行动

者网络空间”，并日益走向融合[68]。在城乡交互愈

发频繁的背景下，人口、资本、商品等各类要素的流

动与城乡聚落互相叠加，乡村空间具有自己的延

伸和发展腹地，乡村空间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破

碎化，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乡村地域及其外围城市

的有限范围之内，乡村空间的“脱域化”趋向也愈加

明显 [69]。乡村生活空间重构将成为未来乡村研究

的重点内容，乡村生活空间的重构复杂多样，有居

住空间的混居化、社区化，消费空间的城镇化，公共

服务空间的配套化、功能化，休闲娱乐空间的虚拟

化和社会交往空间的开放化、脱域化等。因此，新

时期乡村生活空间发展的转型与重构是一个由多

元主体参与其中的复杂动态过程，人类与非人等内

外因素在其中相互交织与协作。乡村城市化与基

础设施建设是乡村生活空间变化的推动因素，各地

乡村发展政策是乡村居民生活空间演变的先导因

素，经济社会发展是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的决定性因

素。此外，乡村地域不再仅仅是乡村居民的生产生

活空间，也成为当地村民、外出打工返乡者、外来打

工者、外来经营者、都市游客的杂合空间，乡村发展

中不同主体参与并加速了乡村生活空间的变化。

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导致转型与重构的复杂性，所

以，关注乡村生活空间转型与重构将是新时期乡村

生活空间研究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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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rural living space research in China

GAO Li1, LI Hongbo1,2*, ZHANG Xiaolin1,2

(1.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Jiangsu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Rural living space is the microcosm of rural development, which reflects the human- 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in rural area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Strategy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oupl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type urba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rural

space, including rural living space, has been restructured as a whole, and the countryside has entered a new

period of development. In this process, how rural living space map and influence rural development is a topic

worthy of discussio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review of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 rural

living space is the space of the daily life behavior of rural residents, a multi- level territorial complex of rural

residents' living, leisure, socializing, consumption, and public service activities,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social space. The study of rural living space in Chinese academia started in the 1920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this study divided the research

of rural living space into four periods: the exploration period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tagnation period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vival perio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since the 21st century. However, compared with international

rural living space research and Chinese urban living space research, the study of rural life in China tends to be

empirical, lacking comprehensive deep examination and theoretical mode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of

development, the study of rural living space in China should construct a complet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carry

out multi- level and all dimensional exploration on basic theories, research subjects, and diverse research

perspectives.

Keywords：rural living space; rural spac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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