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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源流與奠基

現代地理學內鄉村聚落研究之萌芬，時鉤上一般均認

為在跨λ本世紀之際。自 Otto Schluter ( 1872-1959 )

在創立聚落地理學之同縛，故荷者理念之潛流與發展軌跡

息，患榕鬧。

在十九世紀末，人文地理學雖已由 Friedtich Ratzel

(羽毛4- 1904 )創立。但當時由於仍深受自然地程學思想

支自己，主主聖母聚落的探討叢書品在分析聚落位霞、大小與分佈

的自然地理草草境條件 ， ~n焦點仍在地與人之關係上 。 而聚

落本身一 -fi寄往場所與生產場所，沒有列λ為實際的研究

對象 o

1899 年Schl加盯 在 「 聚落地理學評論 J (Bemer

kungen zur Siedelungsgeograph時 ) 一文中 ， ~[J提出在

探討聚落成因時， I 必須同持重線所有形式的成因 ， 不論

它們是自然地理本質的，亦或是由人類思維形成的 J (註

l)oSchl世er 能擺脫當時片商性 f 自然決定 j 聚游觀之

束縛，主要乃受 Wilhelm Arnold' August Meitzen及與

飽問符約Robert Gradmann三學者研究成果的影響 。 以

下~[J分述三者之代表著作與他們對(鄉村)聚蓓研究的貢

獻:

W.Amold ( 1826- 1883 )為馬堡 ( M盯hurg )法律

史學家，他的代表作為1875年發表的「德意志民族之定層

與進移-據赫森地名考 J (Ansiedelungen und Wand·

lungen deu扭cher Stamme;· Zumeist oach hessischen

Ortsnamen )此研究主要籍著赫森(Hessen )地區地名

分析，追緒在歐洲民族大選徙時代日Z享受民族之移動與定

居地。他將地名據字被分類'.Ii將它們自史前哥哥代以來發

塑成屬於三個聚落建立時期的;雨時也指出聚落之發展過

程具有時設性質，文中且描述日耳曼人拓星星移往空間也大

的河谷及盆地如何逐步擴接進λ山地甚至之經過。Arnold

的利用地名分析來研究聚落演變鈞創舉，提供給後人在這

方磁研究一重要的締幼工祟。

A.Meitzen ( 1822-1910 )為農業史學家，曾任普魯

士吉3法部門委員 ， 在裁決農莊主與農夫間土地權錢紛爭時

，常以古今J1!l籍區里為車撞紡工兵o他對廠經鄉村聚落研究影

響深遠。代表巨作1iZ§日耳曼人，東臼耳曼人，塞爾特人

，經馬人，芬蘭人及斯拉夫人的聚落與農業J (Siedl

ungen und Agrarwesen der Westgennanen, Ostger.

manen, der Kelten, Rom叮， Finnen and Slawen )發表於
1895 年 。 其中最重要的學說論點 ﹒

鄉村聚落與耕地形式與種族有鞠，

一鄉村聚海形式乃經濟與社會結織之衰徽，

一農地利用制度與農場形式從日主享受人的結星星時期對中古

末期大盤上沒什麼改變，故近代的地籍認為研究史蘭與上

古聚落發展一但恰當的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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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lit耕地與住院並列，成為鄉村聚落研究純疇。至於

他的論說，至今藍藍先後被修正或駁倒，但卻也因此支配了

中歐鄉村聚落研究達半世紀立久。

R.Gradmann ( 1865-1950 )乃籍讀史前植物分佈遺

跡，欲言查研人類最平聚落分佈地甚至。1898年在他發表的

看關於吾吾德「什瓦主要土地甚至植物生活J ( Das Pflanzen司

leben der Schwahischen Alb) 一替中 ， 指出其中的草涼

石爾( Steppenheide )乃是乾暖氣候時期史前古撤物，它

曾經分佈很廣。並且發現此種植物以前分佈的地帶與海德

地區主史前遺址大致的合，由此而發接出，以I草原石南理

論j為基礎的f原始文化景觀j研究。其中心學說為:第

一畫畫石器時代約農人，以其原始的工具，應定居於森林區

外較易星星拓的翎放及半險放(即:萃涼布南鐘灌)地甚至，

故為「老移住區J '其聚落多為集村形式，而耕地為主主條

狀組合形式;而森林甚至，則遲至E中古時期，才為移民拓權

，故為f新移住區 J '其村~形式多為獨家莊與塊狀耕地

。這壞論如命也被推翻，但有關「涼始文化景觀j、「老

移住區j、「主持移住區j及它們聚落形式差異的研究，曾

為鄉村聚落研究主流，故部分學者說Gradmann !IilSchlu

-ter 並為鄉村聚落地理學之父 ( 註2 )。

在上述研究基礎上， 1900 年Schluter 發表了 「 鄉村

聚落形式 J (Die Fennen der landlichen Siedelungen )
一文，文中進而補充村落研究課題，不僅只限於原始或J二

古時期畫畫古的住所、耕地形式友聚落分佈地區，也應探究

原始村落以後的轉變。第一篇完全致力於鄉村聚怒地理研

究論著為 1903年 Schluter發表的「車上令線東北地區聚落

J (Siedelungen in nord5stlichen Thiiringen )他以該地
軍為範例，綜合運用上述各家研究法來閻明鄉村聚溶倚草草

之掌撞。飽嘗EI3形態或外形上可觀察到的聚落要索出發，

利用 Arnold地名研究之結果來從事移民移往分期;在探

尋移民定居過程時，也顧及考古學上出土遺址之豆豆悶分佈

'豈宜參考 Gradmann研究南德聚落發重要史的結果，最?是

將不同的住所形式歸納λ各個不同的聚落發展時期。文中

沒有深λ討論的為耕地形式及其演變，此及受Meitzen r
耕地形式不變論 j約影響。

Schluter 對地理學最大的責轍 ， ~[J在扭轉當時人文地

理學之「自然決定 J觀，不但將人文國絮地位提高，更進

一步將「白人類鑄造的文化景綴 j提升戚與自然地理要素

等鍾的地理學研究對象，創造了聚落地理學學問體系。

1906 年在獨述他主要理念與方法論的 f 人類 ( 文 ) 地理

學的目的 J (Die Ziele der Geographie des Menschen )
一言書中，飽明白地指出聚落地理學為人文(或文化)地理

學內之一專門部鬥，它負有揭示文化最戳形態的任務，其

吏要工作在描述人類聚落之形態，並探尋其歷史演變的過

程。就人文地理學發展史而言，從此則也「自然地環因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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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 j 分析跨入了 「 文化景觀形態學 j 時時I] ;兩德重寶來落

地理學傳統研究法「形態或外形」與「歷史演變 j綴察

法也自此創立。由於從事此種聚落形態展史演變研究之地

理學者，自 Schl垃ter、 Gradmann等人以來，一直立以鄉村

聚落為探討對象，故鄉村聚落學也因此蠶豆畫，直立以 f歷史

演變的聚落研究學 J (註 3 )之名流行。

二、發展回顧與現況

德闊鄉村聚落研究發展至今約有百年歷史，其!認研究

方法與課題，不儷;軍步多元化、主星雜化，而且傳統的與Jl

代的並存蚯衍，故發展時期不易蟄i清，以下僅就目前主要

研究觀點與方法，分述其成長過稜﹒

HI彩色J 與 f歷史演變」 研究法

此即為「文化景皺形態學 j時娥樣式研究觀察法，主主

試關掌援並描述由感官」三能完全毒草到不i穹的文化索蓋寬形態，

進一步草草草草其歷史演變過程。就鄉村聚落學而言，在本世

紀最初的二、三至十年，來學者所致力者，在確立與鞏固學

問體系，除此則僅為一些犬洹域概況式(設 4 )的研究。

集村

也於深受 Meitzel1學設的影響，此時研究偏蓮在尋求復

。一九

，研究

性精核

竿，故

說也最星星薇。

其一，在一九1'.'l0年代 M刮目en之「種族抉定論」

與「耕地形式不變論」及 Gradmann I 草原石i¥i J 之 「 老

移住處J及其有關聚港與耕地形式等論說，相草屋被推翻，

街村



梭形場村翅形草書村

毆1苦奮毆村落形J:t(資料來源: Wagner, 1949 )

低地帶的大農村森林帶回大農村

亡三2盟軍莊 ( 村 :mI!!IIillJ 集村 E直到森絲帶田大農村位已圓形場村

E三2三軍令守 己::::l 街村 ~II丘地及沼地帶前大農村

區 2 戀戀村落形式宣筒分倫 { 資料來源 : Wagner, 1949 )

一 1 40一



o r 廢墟研究學

，偏

:這一卡牢里有矗宅

是率部

12.誼隔三頭聾宅平頭國

16，透天矗宅 ( 西費里耳其 }

?(B
15 伸展其矗宅

1 1.='面矗宅

酬報

其三，由於探索聚落的經史演變，自一九三0年代中

期以後，那萌發出另一有關專門學科…「廢蟻研究學J (
)。參與研究者，除了廢史與地理學

者外，尚有考古學、姓名學及民俗學等學科。研究輔劫工

'屋里丹等文獻資料，街包括因

。其主要任務之一，在找

，其空罪惡分佈、出現

(二)多棟式

一 141一

隘 3 中歌農宅類型摘選 ( 資料來源 : “hred肘， 1974 )

4 加 ( 頂 ) 眉攝爾單棟武

6 縱隔單揖式 ( 屬北向東部中結盟 )

7通天單體式 a退了更單曹武 ( 軍費里斯 )

w: 直蜜語問 s 牲畜鹿

Sch : 教章 、 乾草科磨 ， (Gulf: 堆乾草透買房 )

T 打穀厝

(頂)庸小噩噩式

望會

f 上古詩期中歐聚落空閑分佈 J ( O ,Sch1liter, 1952,

1953, 1958) ，此盟員為 SchlUter聚落地理學研究最大成果

之一，在一張1汀，500，000的麗君之他將中歐地區上古詩潮

已為人類居住地區主及j:)後各拓星星移住期(如:林/草草草→

林底→低濕I!£等)的空空間分佈，以不同顏色表達出來。

… r ep敏鄉村聚落形式J ( K.H，Schr6社erlG，Schwa凹，

1969 )乃研究復原中古末期中歐地區主鄉村聚落之類型與地

理分佈。Jlt外並將鄉村聚落形態特徵，以及它們所溺拓墾

時期，在同一張國之表示出來。

f 中歌星是宅類裂與分佈 J (K.H，Sch凹凸er， 197吐 ) 描述

七種基本農宅類型(隨 3 ) ，並閩示真地理分佈狀況(國

4 )

)單樣式

1 揖隔單線式 ( 阿爾卑斯山前跑 ) 2 橫跨單線式 ( ，t費里斯 )



圓
圓

~主-五斗主斗..2!1' ''''--'

睦噩聚集多棟農宅

啞且由雙撩式

噩噩鉤形及三函多懶宅

重重回頭遵棟星是宅

露露覆中鵬一一各樣農宅

tztt羽 橫照單據式

皂亞加( J頁 ) 潘小慶屋式

鹿三] h日 ( 頂 ) 海橫路單樣式

臨盟縱隔單練式(南德地區)

路 4 中歌星量宅類型分佈 ( 關化 ) 圈

(資料來源: Schroder, 1974 )

缸tw : K怯甜甜甜 Kart : W.Den!<

其間，發理鐘情趣統一已有的聚落與耕地形態耳享有名

詞。自一九六0年代中期以後， ~~與多麗君村落地頭學者組

成「農業景觀地連專有名詞國際工作組 J (Internati()n

ale Arheitsgruppe fUr die geographische Terminalo':"""

gie der Agrarlandschaft) ，其宗旨在整理鄉村聚落形態

、機能、歷史演變之特徵，說將之轉譯成其他語言可適舟

的衛語;其次發請各地有路術詣，界定其定義並分類。寺

已先後1世絞耕地形式( 1967 )與緊落形式(1972 )專有名

詞手冊，自此以後，有哥哥的聽這話定義，大致均按If七二手磁

。

其萃，聚濤與耕地形式演變模式之創立。為了確定影

響村落形態演變因子的種類與影響力之大小，有必要吾先暸

解村落形態歷史演變過程鈞一般性質。 M.Born ( 1933一

一 1978 )在 1977年提出聚落與耕地類型演變模式，將中

歇鄉村地思聚落與耕地形式演變-般特性模式化。他將形

態演變分宇間大類﹒一為形式級( Formenreine) ，指灣獨

一 142一

一概念的聚落(或耕地)形式，由於時間函章程影響，其構

造或外形上不一;另一為形式序( Formensequenz)'乃

-原始聚落或耕地形式發展演變的各標準階段(設5 ) (

壁畫 5 、 鸚 6. )

ωf機能分析J 研究法

二次戰後，德敵人文地理學進λ了「人文f告說傻能分

析 J持鉤，對文化景觀之研究，由外形觀察，轉入內部機

能作為探討。就聚落地理學而言，讀;ElIf仁擴展出另一新的

研究領域，置。以分析癡落內部機能或社經結構特徵為主要

課題。

最先揭示這研究方向奉為 Friedrich Huttenlocher(

1949) ，但他踴言此思維啟示得自A.Hettner ( 1902) r
聚落的經濟類型 J一文，以及 Gradmann ( 1914 )在tit方

蔽的穫用結果。戰後迄今，機能性的村落研究方興未艾，

主要研究課題可分下列四大類:

1 社經機能分析 : 將村落中村民生活上基本機能 ( ~~ :居



獨 5 <f1歐鄉村聚落彩畫史級單單形主I:: F事模:it ( 資料來源 : Born , 19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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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twmr)ti+→臣旦今區旦

--7一今

2F分III塊成積極進行!康狀組合耕地

等面積田設回段條狀化完全形成

!糊糊→婊糊糊地形式序!

原始(

初期)

形式

每一串一體益

1

因設辦列封閉，

具規律結構傾向

種鏡律的

回設蠻j分

I I

占

耳止

住、工作、社交、教育、生活供應以及休閑六大項)逐個

分析進行村落分類。例如:就居住/工作機能比(在一地

居住的就業人口數/在該地工作的就業人口數) .可將鄉

村聚落分三三型:

鄉村居住聚落﹒該聚落具純粹或佔優勢約居住機能(特

徵.居住機能過剩，工作場所不足， >60% 就業人 口在

外地通勤)

一鄉村居住一工作聚落:居住與工作鞋員能相當，外來與出

外通勤工作者極少或兩者總數相差不多;

一鄉村工作聚落:該聚落工作鞋藍能佔優勢(特徵:工作場

所過剩，居住饑能不足，外來通勤工作者超過出外通勤工

作者 30% 以上 ) (設 6 ) 。

2 村民社會結構分析 : 探等村落內僑民社會給灣與村落形

態、村落發展動力與村民行為織的相關煌。

村民之社會結構分類，一般沛言有以下幾種.

據使用公有土地權利之有無與多事事;

一 14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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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據階級、血統、社會地位等;

一撥撥榮、年齡、收入等;

一據種族、宗教、家接與政治圈鐘。

不向社會階層的村鈍，主主住所地點選擇往往不悶，如

:大農戶、農莊主常集中在村落該心痘除近，小慶、零工

常散居在村串象小屋，荷{回饅晨5遠離慶買主主宅部的另一端，

此種特殊俊慶空崗排列與建材特簣，均反草鞋在村落外形構

造上(設7)另外，在小農戶與非農戶為主的村落，蒸發

展演變約動力，常為於大農戶為主的村落，例如:

E.Wirth ( 1968 )曾在德爾中部法蘭克地區( Franken)

做過調查，發蹺在該地甚至機能變化較大、較混代化的村落

，大部分是十八t世紀時，在法蘭克王~騎士t統治時期移λ

了大批非農階級如:猶太人，吉普賽人與販夫走卒等。

而由 Brtischke/VoglerlW6hlke ( 1973 )玄學者在的

德艾許衛竟都所做村民社會行為調至是中，也發現不殉職業

、教育程度與收λ水擎的村民，其儂值觀、生活方式與空

獨行為主主王克格當程度的豈是異性。

a 鄉鎮類型化 : 乃將德境內最小行政單位Gerneiride (類

似我們的鄉鎮，但自吏權較高) ，據其社綴結構指標類型

化。所周指僚資料來源大都份為官方鄉鎮統計，其中最重

要的社總結構特徵指標為

一在該地工作者的就業結構;

該地居住與工作人口比例，

一通勤數(包括外來與自外海勤者)之多寡;

可超越本地約機能。有串串j1§德全境鄉鎮類主主化研究著

名的學者有 He間e ( 1949, 195日 ) , Schwind ( 1950 ) ,

Finke ( 1950 ) , Linde ( 1953 )以及Lienau ( 1971, 1972

)等。此外各邦政府也先後在邦內進行鄉鎮類型化研究

例如:赫森邦智利用 1970年鄉鎮人口數、就業結構與工

作場所指數(即:工作場所/鄉鎮人口數)三積社經指標

來分類。同時西德 f聯邦鄉文學與空間規劃研究所 J (
:Bundesforschung sanstalt fUr Landeskl1ude un丑

R胡ffi()rdnung) ，也隊續提供可以利用來分類的指標。

近年完成的聯邦鄉鎮地方改革方察，即建立在鄉鎮類型化

研究基礎上(註 8 )。

是聲聲能模式:均為探尋並表達城鄉彼此情機能作用力

哥哥創設出的各種J1l!.論模式。3?:宮前為丘，這方面的研究正

加強中，應用普遍的有以下困擾:

地模式.以放市為鄉村地區生活供應中心。此理論種

原則乃W. Christaller於 1933年提出，此模式發聚落貨

!與服務功能之提供與接受，確立聚落的階層性質，]Jtll.

立出聚落空閑結構體系形態。

腹地模式:與前者也發觀點工 E紹反，以鄉村地區為城市

引活供應~來分諒。這種機能串串係模式早在十九世紀就自

i念(Johann H.V .Thtinen, 1783-1日50 )在他的名著 f

J '一為「小區城(或小範筒)分析法 o前者以整體空

衛線截鐵系為指導隊里.IJ '村游社綴絡憐調3主盟的，在設法

如何使兩者…村落與豆豆間整鐘}鏘聯上，且能配合草鞋體發

展動向(設 10 )。後者研究主要目的，設在發退出各單

一村落形態、機能與歷史演變等獎素，做為來臼各村發展

軍~:!重整決策及經濟資劫萎礎，這種小區域分析，不但提供

了西德戰後「處地畫畫畫JJ規章VI之基礎檔案， r詩時也是自前

「村溶復興 j工作立法(尤其是在各村落特有歷史文化保

存及修護方lID)靈要參考警告料之一(設11 )。

關學科總論研究

一九六0年代末妨以來，德飯鄉村聚落另一研究傾向

為學科整體發展的梭討，一方藺草藍王軍一已有的研究結果，提

出新的觀點與方法，另一方面Ill]對學科本質提出不斷的詢

問與修正， r 鄉村聚落 j 一詞定義之不皇島干耳麓訪 ， 即為 一

代表性的質例。傳統上鄉村地區居民以從事勤、植物約直

接生麓，.£1..以自給錢部份鈴疇的方式維生，因此在



G.Schwarz ( 1966) I 聚落地理學 J 教科盞內 「 鄉村聚落

」共有下列特徵:1.生產場所面積大於居住怨地茵積很多

; 2;生產場哥哥全部或部份在室接相鄰於住所 。 此外 ， 第一級

產業兢業人口至少占全就業人口一半以上(詮 12 )。但

此定義在宮前而言， ~P使是將一級產業就業人 口比降到;

15% 甚至10% 以下 ， 也早已不通路於商方社會 ， 問為鄉

村聚落的設經結構已發生極大的轉變，同將它們彼此將區

域性豈是真亦愈來愈大，尤其是大都市或大都會區周緣的與

邊極區域的鄉村聚落，其形態、機能結構根本無法格提並

論。所以在 Uhlig/Lienau ( 1972)主瀚的鄉村聚落形式

專有名言毒手冊內，為了解決上述問題的毆擾，索性以「鄉

村地鼓 j來間發表達鄉村聚幕，恩將它定義為f非城市的

文化地域註 13 ) ;而在聯邦空樹規重割肉，鄉村地區

頁u泛指所有不受經濟核心地甚至影響鈞地稽 ， 郎溺所述居民

生活條件不足的落後邊陵地道。然並非所有在上述鄉村地

甚至定義範圈內的努落，均為鄉村聚落，而有些鄰近都會的

聚落，其外形上仍保留原來農村聚落的痕跡。 Born (

1977 ) lZ'l此給鄉村聚落下了一個形態與歷史演變觀點的定

義:在中歐地區，凡是一個聚落在外形上具有自農業經濟

形式所鑄造成的景教特徵縛， ~P為鄉村聚落 。 在此概念下

，鄉村聚落不鎮包括現在的農業聚落，同椅也包恬一些非

農業聚落。這些非農業聚落的外在形象一尤其是建築物一

均強烈顯示其為過去農業活動的景觀遺跡。放 Born認為

至今仍保留下來的舊持農村特有的居住與經濟用途的建築

物，應做為判斷寺臼鄉村聚落指標之一(設必)。

最近 Lienau ( 1986)綜合各家的論點，對鄉村聚海

做了以下的定義﹒

-鄉村聚落晃一特別的法律地位;

一人口數不多;

一中心地位質完全缺乏或微不足道;

一彼此間機能交流很少，但與城市問她共高的交流頻率;

-其工業的工作場所，與城市棺較，設備簡撮，工作種類

與品質低;

一出外通勤占絕大優勢;

一兵接起碼的農業，就業纖會

一經濟能力與發展動力低;

-尚具傳統農業社會結構，人情味比較濃厚;

一居住約外在品質較fI於都市，多為獨戶獨棟或階戶一練

的房子，

建築物的平商與正面還形，及它們的空間安排，也於特

有的機能與結構，與都市完全不同(註 15 )。

三、永來是主笠

綜合德臨鄉村聚落學總論研究各家對將來研究發展姆

勢的建議，可以分為學術性與買書j晉設補方逝。

就學術研究而言，也於長期以來的研究重心，一直在

上古典中古詩刻，

研究，研究選擇自可分兩類﹒其一

耕地形式與土地產權發生大的轉變( f7lJPP:村有公地的私
有化分自己) ，同時聚落形式也lZ'l此有多種不闊的變化(例

如:新小農戶多退役他所分配到的問塊妳近重新建屋定居

其二，分析十九世紀中葉工業化與都市化關始後，鄉

村地甚至的轉變過程。例如:宮前邊撞地區主鄉村人口大最外

移後的腹墟現象或村民離村行為的過程研究。另外，必須

加強不向文化鬧鄉村聚落形態、機能與歷史演變過程的比

較研究，以便對人類聚落(在t~文化)起源與演變，有進

一步鈞瞭解。

就應用設研究而言，鼓勵更多鈞地理學家從事村落社

經結構調查研究，以便對落後的鄉村地甚至現狀有更真麓的

恕議，方能提供給聯邦或邦政府對地方未來規劉原理療則

一較正確的依據。 何時村落研究者，必須加強對實際地方

政治、法律與行政管理權限的認識，及現勢具體問題的動

向。除此之外，應設立全軍圍住村落研究學中心，一來交換

各地研究成巢，提供參考資料，二來藉此中心，將學者研

究工作與結果文字筒踴化，以俾能普及民鈞、官方，而真

正達到實際應用的目的。

詮釋:

設 1 見該書頁 67 。

註 2 兒 Lien曲 ' · 1986 ' 頁 鈞一21 。

註 3 :Nitz 在1974 年由他主編出版約 f 歷史演變的聚落

研究」論文集內， ~P完全收集有關鄉村聚落與耕地

類整與演變方商約研究論文

說 4除了上述枝令根地區外，尚有德殷商南部郎背8伍

臣當直是三E齒地甚至與德閥混北部頭發利亞地區約研究。

註 5 晃 Born ' 1977 '其 83~95&頁 156~ 160 。

詮 6 :晃註 2 - 其 107~ 109 。

註 7 見設 2 '真 119- 122 0

設

8 晃設 2 ' 頁 127~ 130 。

註 9覓註 2 '頁 141 - 146 。

詮10 :見 Gatzweiler • 1979' 頁330-335 。

註11 : 見 Henkel ' 1979 '其 352 ...- 353 。

註12 :昆 Schwa凹 ' 1966 '頁 47 & 其 49-50

註13 : 兒 Uhlig/Lien閥 ; · T97Z ·.. ' i U ·. ' 其 17 0

註
1是 : 見註 5 ' 真 27- 28 0

註15 :見設 2 ; 頁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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