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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在韩国，高层的集合式住宅又叫做“아파트（apartment）”，相当于日本的“マンション
（mansion）”或中国的“公寓”, 大致指 5、6 层以上的共同住宅（译者注：下文将直接译作“公

寓”）。多个这种公寓楼集合在一个区域，便称之为“公寓团地”（译者注：下文将韩国的“团地”

直接译作中国与之对应的“小区”）。如今已有不少首尔人将这种“公寓小区”作为自己的故乡。

很多人在公寓里出生，在小区内的游戏场所和学校度过幼年期，长大后为求得一间寓所积年累月

地奔走辛劳，并在公寓中度过余生。以至于今年（2014 年）春季，首尔历史博物馆举办了题为《公

寓人生》的特别展，恐怕也与上述现状不无关系。根据该展資料显示 , 到 2014 年 3 月为止，首

尔市的所有住宅中公寓占 58.9%,1 今后希望购买的住宅中公寓所占的比例高达 71.6%。有超过一

半的人，希望在公寓中度过他们人生的喜怒哀乐。 
当然不仅仅生活在首尔的人们过着“公寓人生”。在韩国，公寓普及率最高的城市是光州 , 

随后依次是蔚山、大田、大邱、釜山和仁川 , 7 大城市中首尔排名最后。最近，不仅在城市，农

村、渔村地区的公寓居住人口也在迅猛增加。不管哪个地方上的邑或面（韩国比较低一级的行政

单位）几乎很难找到没有耸立着几栋高层公寓的地方。人们戏称这种满是公寓的景观为“畦田公

寓”，意指它们破坏了周遭景观和风光，毫无生趣。

那么韩国是如何变成到处都是高层集合住宅的“公寓之国”的？为何不同于西方社会，韩国

社会不仅是中产阶级，连上层阶级的人也喜欢过公寓生活？超过 7 成的首尔市民梦想着能过上

公寓生活，他们想获得更高价更宽敞的高层集合住宅的原因是什么？并且，在公寓这个生活的场

所中，人们是如何经营自己的日常生活的？这种生活和以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保持着怎样的

连续或不连续的关系？

本文将通过试图回答以上这些问题完成研究课题。由于至今为止，韩国的民俗学并未将眼前

四处高耸的高层集合住宅以及公寓生活列入研究对象之中，因此本文将借用周边学科的研究成果，
2
援引若干刚起步的公寓调查和笔者本人 20 余年的公寓生活经验，展开这个话题。

2. “公寓共和国”的形成

韩国人大约从 1950 年后期开始公寓的居住生活。一般认为 1958 年大韩住宅营团在首尔市

城北区钟岩洞建成的 3 栋钟岩公寓是韩国公寓建设的开端。此后经过数十年时间，韩国全国都

被公寓所覆盖，成为名符其实的“公寓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Apartments)”。3

概观其形成过程，1960 年代初可谓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此时正是通过军事政变掌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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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正熙政权实行“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之际，政府把解决慢性的住宅难问题列入“经济发展”的

计划之中，积极施行住宅政策。其执行者便是由原大韩住宅营团扩充改编而成的大韩住宅公社。

当时的军事政权认为韩国与西方社会不同，难以提供社会性住宅或永久性的租赁住宅，所以国家

意图以企业的方式推进住宅建设事业，由此而设立了住宅公社。这也是韩国的住宅政策并非以社

会福利为出发点，而是作为建设产业的一环开始的原因（林瑞焕 2005:40-43）。
大韩住宅公社踌躇满志地推出的第一个作品是麻浦公寓。它是 1962 年在麻浦区桃花洞建成

的 10 栋共同住宅，是韩国第一个公寓小区，肩负着让居住文化现代化的使命。当时朴总统在参

加它的竣工仪式时强调了麻浦公寓的历史意义：“麻浦公寓是生活革命的象征”，“这里将脱离旧

时代那种封建、权宜的生活方式，进入现代化的集团生活方式”（大韩住宅公社 2002:38）。实际

上，正是麻浦公寓 先为各家各户提供了可独立使用的蜂窝煤暖炉和冲水式厕所，表明了立志学

习西欧风格的站立式生活方式的决心。另外，麻浦公寓建设当初便朝着实现理想的集合住宅而努

力：多个 6 层公寓楼分建在宽阔的小区范围内，同时保证了大量公共面积，作为绿地上的高层

住宅能有效地利用充裕的阳光、风和土地（田南一 其他，2008:193-195）。 
然而，与大韩住宅公社的美好愿景相违，当时的韩国社会并不看好这种集合住宅。以麻浦公

寓为首，当时的公寓大多是 10 坪以下的小户型，人们对此产生了强烈的贫民窟的印象。另外，

人们担心发生蜂窝煤烟事故，对公寓所提供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也抱有不小的抵触心理。再加上

五年计划中于 1968 年开始兴建的京畿道“广州小区建设工程” 终以烂尾收场，还有 1970 年

4 月 8 日在麻浦区仓前洞（现西江洞）发生的卧牛公寓倒塌事故，都严重加深了人们对公寓持有

的负面态度。

面对这样的情况，政府在新建公寓小区时开始转变策略，将公寓的对象从普通百姓转向中产

阶层。1971 年在汉江边的东部二村洞建设的汉江小区是依据“邻里单位（neighborhood unit）
理论”开发的大型小区。它成为 10 年后在汉江南部地区大量建成的高层公寓小区的先例。同时

期公布的江南开发计划更加速了大面积小区的建设，此后如盤浦公寓和蚕室公寓等超大型公寓小

区便沿着汉江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随着大韩住宅公团建造的公寓小区越来越受欢迎，民间企

业也开始纷纷加入到公寓的建设中来。民间建设的公寓小区以 1970 年后半期，现代建设株式会

社在江南区狎鸥亭洞建造的现代公寓为代表，它的 小户型面积 35 坪，而 大的有 60 坪，已

经超越了中产阶层公寓的范畴。

70 年代中期到后期，随着政府的住宅政策和建设公司的利益产出与新兴中产阶层的住宅需

要日益打磨吻合，高层公寓逐渐成为江南地区 具代表性的住宅样式。此后，首尔奥运会后，卢

泰愚政权推行的“200 万户住宅建设计划”成为将首尔全市以及首都圈一带，直至全国各地方城

市都建满公寓的决定性契机。在此期间，社会上对公寓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 1993 年

为界，人们对公寓的喜好度首次超过了单独住宅（康仁镐 其他，1997: 104 ～ 105）。
为何韩国社会在如此短的时期内，便大规模地普及并扩散了公寓小区？针对其中的背景和原

因，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比如，狭小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过密、核心家庭增多、世代交替、

女性权益的伸张、中产阶层的成长、城市化和郊外化的发展、以高层集合住宅为中心的住宅政策、

民间公寓建设取得的高收益率等等不一而足。这其中不乏有些观点将原因和结果混淆了起来。这

里如果我们把韩国形成“公寓共和国”的要素做粗略的概括的话，大致可以将它们归并为以下两

点：一方面供给方建设了大量的公寓，另一方面作为需求方更多的人们偏好选择公寓小区。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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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分别从这两方面进行说明。 
首先从供给方面来看，无论是军方政权还是文民政权，公寓建设都被作为住宅政策的根基。

尽管有批评认为韩国的公寓“像火柴盒一样”，但不可否认的是，公寓确实是长期以来最有效的

住宅供给方式这一事实。随着高层化和高密度化的发展，公寓使得在小面积的土地上大量生产住

宅成为可能。所谓的“火柴盒公寓”有着其特定的时代意义。为了快速而节省地提供住宅，规格

化的公寓模式是最为经济有效的方法——因为没有重新设计的必要，同时建设小区时必需的设备

和建材在各个建设工地均可共享，可将费用减至最低。自 1982 年以来，大韩住宅公社每年都会

出版发行《住宅基本设计》，由此，公寓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之后，直

到 2008 年首尔市打出“设计首尔”的口号后，这种“福特主义 (fordism)”式的住宅供给时代

才算落下了帷幕，“火柴盒公寓”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 田相仁 2009:47-49) 。 

3. 偏爱公寓小区的理由

人们对公寓的尖锐批评从未间断。建筑学专家们有一个共通的认识，认为公寓把市民的生活

方式变得整齐划一，是搅乱城市环境的主犯。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观点无疑忽视了韩国住

宅的现实情况。通过 1970 年代中期人们对公寓的人气慢慢积累起来，并在首尔奥运会前后空前

爆发，偏好在公寓生活的人急速增加。

其中最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寓小区的居住环境比较优越。之所以公寓如此受到人们的欢迎，恰

恰因为它是以“小区”的形式开发的，而这背后突显出的是韩国日益恶化的城市空间环境。自

70、80 年代以来，韩国进入大量出口、经济成长突飞猛进的时期，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住宅

政策以应对不断加速扩大的住宅需求，然而执行起来却非常不易。恶劣的城市环境没有得到改善，

居民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却日益高涨，在当时能解决这个矛盾的突破口便是“公寓小区”。通过将

住宅集中在小区中，不必对城市环境投入大量的资金，也可以为每一个小区提供绿地、儿童的游

戏场所、停车场以及其他便民设施，因此很容易便能创造出“街道和家”式的居住环境。

事实上，对比单独住宅，公寓小区可谓是别有一番天地。可以避开每晚必上演的“停车大战”，

每一个地方都配备了 1 至 2 个绿地带和儿童的游戏场所，甚至最近很多小区已经配备了健身中心、

游泳池、读书室等具有社区功能的设施。更重要的是，小区内高层公寓楼与楼之间必然会空出比

较大的间隔空间，满足了人们对开放性空间的欲求，而这是韩国普通的住宅地难以做到的。小区

具有的上述这些魅力，正是公寓在韩国深受欢迎的核心原因。公寓小区可以说是在恶劣的城市公

共空间环境中设立的私有绿洲（朴寅硕 2013:18-24）。
第二个重要原因，即公寓既是财富的源泉，又是“理财”的手段。在韩国，人们常说“房子

便是全部财产”，可见韩国社会对房屋产权的执着程度。“至少给孩子留一套房”是无数韩国人的

普遍想法。在“一套房”具有如此高的社会意义的情况下，只要公寓的价格再远远高于单独住宅，
4
任何人都不得不对拥有公寓持积极的态度，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对公寓的偏好变得不是一种

选择而是一种必须。事实上，在首尔奥运会前后，首尔市内的公寓价格曾一度大幅上升。当时的

经济景况一派欣欣向荣，全国民的收入有着实质性的增加，资产的流动性达到高峰。随后，在

1997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实施金融救济后，公寓的价格空间加深了两极分化，有房一

族内部的阶层分化也开始大幅度扩大。即便是同等类型、同等面积的公寓，因所处的地段不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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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也会出现天壤之别。

通过这段时期发家致富的人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依靠投资公寓获益的。在所谓“不动产不败

神话”持续的过程中，投资公寓成为最为普遍的理财手段。当然，政府也前后数十次出台了针对

不动产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的结果不过是增加了房地产市場的耐性，均以失败而告终。在此期

间，人们从不受欢迎的地区搬到被称为“泡沫七区（首尔及周边比较富裕的七个区）”
5
的更受

欢迎的地区，房间面积从小坪数换成大坪数，通过不断地“换房”而增加财富。此外，门外名牌

的消失也与此不无关系。对于人们不再使用名牌，我们与其认为是为了保护个人的隐私和私生活，

不如可以从人们习惯性地频繁搬家的行为中寻求更现实的原因。
6
对首尔人来说，公寓有着强烈

的理财手段的性质，它与证券市场的热门股票一样，是可以随时买卖的对象（全相仁 2007: 91-
93）。

 最后，首尔的公寓有着作为社会身份象征的功能。众所周知，在西欧已经形成上流阶层居

住在城市郊区的单独住宅的居住文化。与此相反，韩国的上流阶层主要居住在城市中心的公寓小

区中。在首尔则是以江南地区的高级小区为代表，他们形成并发展出了自己的居住文化。在韩国，

“住在江南的公寓”成为一种“符号的消費”，住在如此昂贵的小区可以看做是社会的支配阶级发

起的一种身份“区分（distinction）”行为 ( 全相仁 2009:67-70)。这种差异化的过程必然地引起

了人们因贪恋公寓的位置与面积等而过度消费，其典型便是以江南区道谷洞的“塔宫公寓（tower 
palace）” 为象征的最近出现的品牌公寓。

4. 高层集合住宅的本土化与公寓生活

地球上存在各式各样的住宅制约并规定着人类的生活，然而这些住宅都是由人类建造起来的，

人们对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文化营造出生活的场所，高层集合住宅也不例外。60 多年前韩

国引进欧美的高层集合住宅式样所建造起来的公寓，自然与韩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然而，

之所以如今大半的韩国人却都过着“公寓人生”，高层集合住宅在韩国走过的本土化的路程功不

可没。

要探讨高层集合住宅在韩国的本土化，我们首先可以从观察公寓的平面布局入手。具体来说，

如图 1 所示，由 4 室构成的平面图中客厅处于中心的位置，围绕着客厅配置了四个房间以及厨

房、餐厅、过道、洗浴室。这是典型的被称为 4LDK 户型的布局。再看 3 室的公寓布局，仅仅

图1：3室户型和4室户型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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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 4 室布局中的其中 1 室换成了过道和楼

梯，属于同一布局类型。对比欧美和日本的

公寓便能看出其中明显的特点。欧美的公寓

一般把家庭共同使用的客厅、餐厅、厨房与

个人的房间分隔开来，而日本的公寓一般是

在狭长的平面形态中，通过内部的过道连接

客厅和卧室。与此相对，韩国的公寓一般不

把家庭共同使用的空间和个人的空间做明显

的分隔，呈现客厅被其他空间包围的形态。

韩国公寓的这种空间布局，一般认为是

以 1930 年建造的城市型韩屋
7
为原型而设

计的。如图 2 所示，城市型韩屋从道路打开

大门进去后便进入内庭，由此可直接通向内

屋、大厅、对屋（内屋对面的屋子）、灶房、

门间屋（大门左右两边的屋子）和厕所，可

以看出它再现了改良韩屋的动线形式的特

点。如果我们把中间的内庭替换成客厅的话，

便可以轻易发现韩国公寓的平面图与此几无

二致（서윤영 2007:115-117）。虽然这种布局无法通过客厅采光，但是其优点是在所有的房间都

可以感受到宽敞客厅的开放感，同时客厅发挥着通向所有房间的动线空间的作用，这些都与城市

型韩屋一致。可以说，韩国人对凉爽、宽敞空间的要求从城市型韩屋到公寓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这种以客厅为中心的平面布局并非在引入高层集合住宅的 初期便普遍存在。韩国的

公寓也曾都设计成如图 2 所示的“1960 年代西欧式公寓”一样，把客厅与卧室分隔了开来。但

是随着公寓的逐渐增加，1970 年代中期以后卧室围绕客厅的布局便逐渐占据了主流。这是因为

对公寓的需求者来说，比起领域分隔型，他们更偏爱客厅中央型的布局。显然后者比前者可以

让整个家看起来更宽敞明亮。总而言之，韩国公寓 大的特征是以客厅为中心的开放性空间布

局，这是韩国原有的城市型韩屋与西欧公寓的布局之间相互冲突、融合所形成的结果（朴仁硕 
2013:196-200）。

在韩国通常把家庭成员统称为“食口”，即在一起共同生活、吃饭的意思。比起每一个人的

私生活，韩国家庭更重视家庭成员的沟通和融合，这体现了韩国的家庭主义文化。上述以客厅为

中心的空间布局也可以看做是这种文化的体现。例如，居住在公寓里的韩国人想必小时候都从父

母那听过这样的话，“别老在房间里呆着，到客厅里来”或“从客厅能看到卧室又怎么了？看到

就看到了有什么关系？真那么在意把门关起来不就好了？”然后，“关了门也吵得不能学习？啊，

知道了，知道了，关掉电视不就行了！”在公寓客厅里看着新闻的爸爸或看着电视剧的妈妈听到

孩子的抱怨后便改变了原先的打算，“还是孩子的学习要紧，这破电视有什么好看的！”这种家

庭内的日常对话体现出的是，比起家庭成员的兴趣生活或隐私，更优先考虑关系到孩子考大学的

“学习”这一“家庭的大义”。
8
对于韩国这种的家庭主义文化的背景和原因还需要今后做更加细

致的探讨，但是这里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韩国公寓的一大特点便是通过“开放式”的客厅使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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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员之间更易融洽相处。

其次，火炕这一取暖设备也是说明韩国公寓本土化很好的例子。众所周知，往公寓里引入火

炕设备从一开始就极具争议性。当然在高层集合住宅中铺设火炕系统在技术上并非难事，问题在

于当时人们把西欧式生活看作是更文雅的生活方式的风潮很盛。如掏粪式厕所和带有灶台的鼎厨

都被认为是不合理、不卫生的代名词，被当做需废弃的对象，取而代之的是冲水式厕所和站立式

的厨房，这些是现代居家生活的表象。在这种背景下，本应与灶台口相连的火炕自然也应该成为

废弃的对象。然而事实并非那么简单，尽管人们轻易地便接受了转而使用更为“清洁卫生的”冲

水式厕所和站立式厨房，但仍有很多人希望保留 “暖烘烘的”火炕。

下面来看具体的例子。在麻浦公寓，原先的计划是不铺设火炕，而是通过安装暖气片形成中

央集中式的取暖设施。但是几经周折后，变更为为每家安装可单独使用的蜂窝煤锅炉，客厅安装

暖气片，各房间的地板下铺设温水线圈的火炕。汉江公寓实现了中央取暖系统，没有安装火炕而

是为所有房间安装了暖气片。盘浦 1 小区则是仅为主卧铺设了火炕，其余房间和客厅都安装暖

气片。但是，居住者依然偏好有火炕的房间。于是此后即便是安装了中央取暖系统的小区内，也

为不仅是主卧，而是所有卧室都铺设了火炕，其余部分则安装暖气片，将两种取暖方式并用。这

种韩洋折衷的取暖设备设计一直在大、中型公寓中持续用到了 1980 年代初期，而从 1980 年代

后半期开始，给整个家都铺设火炕就变得非常普遍了（朴仁硕 2013:211-212）。
韩国公寓这种往高层集合住宅中铺设火炕的独特做法，也可以从韩国人的起居方式的角度来

理解。韩国所有的公寓中都具备站立式厨房，大部分的家庭都使用餐桌、椅子、沙发和床等家具，

在公寓里生活的人们不得不告别传统的直接坐在地板上的生活方式，转而去习惯站立的生活方式。

但是，尽管韩国公寓中摆设了大量的立式家具，坐式生活也并没有完全消失。当一家人围绕着餐

桌吃饭时，假如我们往桌底下一看，便会发现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将一只脚抬在椅子上，或是在椅

子上盘腿而坐。另外，在餐桌吃完饭后，一家人坐在客厅的地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零食共享家庭

和乐的场景也是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看见的情景。又或者，也有不少家庭并不在餐桌吃饭，而是准

备好了餐点后在客厅或各人的房间内用餐，在客厅的地板上泡茶招待客人。

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的韩国男人 , 尤其是“大叔们”的模样。很

容易便能在眼前浮现出他们在二三十分后把头靠在沙发上 , 身体半躺在温暖的客厅地板上的画

面，然后干脆用一只手垫着头躺着看电视了，可是不知什么时候又起身背靠沙发而坐。像这样在

沙发和地板之间一会儿躺着，一会儿坐着的人在韩国不在少数，“想把背贴在灶台边暖烘烘的炕

头上烤一烤”这种韩国人的生活习性，不经意间便显露出来。近年流行的在蒸汽房（一种穿着衣

服蒸桑拿的休闲娱乐设施）里滚来滚去的放松方式也与此不无关系。总而言之，韩国的公寓生活

是在坐式生活的连续性中融合了站式生活的便利之处，而使这种混合型起居成为可能的基础便是

使用火炕的取暖设备。

这种传统和现代的折衷，或者说韩国式与西欧式的混合，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以外，还可以在

许多其他方面看得到。比如 , 虽然浴室里有浴槽或淋浴器，我们还可以经常见到使用塑料脸盆的

情形 , 在多用途室
9
还可以经常见到洗衣机和搓衣板共用的情况。另外，在主卧放置坚硬的石床，

在床上铺上电褥子，甚至是即便卧室里有床仍在地板上铺寝具睡觉的人都有不少。而阳台上常常

放有大酱缸、花盆或是从前的泡菜缸现代化后的泡菜冷藏箱。最近甚至出现了井字纹样或是椽子

型的天花板。韩国的本土化现象虽然程度上有所差异，但在公寓里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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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公寓在追求本土化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在快速地适应着现代韩国社会的结构变化。公

寓空间的家庭政治可以很好地体现这一点。众所周知，朝鲜时代的韩屋用空间再现了性理学的社

会秩序。在这个把女性空间和男性空间分开的内部空间中，居于最上等级的空间便是舍廊了。它

可以说是掌控整个家的一种“圆形监狱（Panopticon）”，是一个向外部开放的，政治和文化的

空间（南根祐 1996:85-89)。当然，从实际生活的功能性上来讲，舍廊可能没有正屋重要，但从

性别和世代的角度来看便能看出整个韩屋是以舍廊的成年男性为中心的。以舍廊为象征的两班时

期的韩屋正是一个不断再生产家父长式权利结构的空间（金钟宪 2005:17）。
就在数十年前，在韩国的单独住宅中，即便在同一个房间内，男性和女性在空间上还有着明

显的分隔。如同以 6, 70 年代为背景的家庭电视剧中常见的一样，在一个大房间内设立了一条虚

拟的分隔线，严格区分出了“父亲的空间”和“母亲的空间”。前者以书案为中心，放置了收音机、

书籍报纸、印章等，是一个“秩序空间”。而后者则可以用来作为吃饭、起居、接客、简易的厕

所等发挥各种功能的“万能空间”。这种空间划分很好地体现了家中的信息收集权和分析权以及

行事决定权等都偏重于丈夫而不是妻子的家庭社会关系（全寅权 2003:23-28）。
与此相比，公寓的内部空间主张家庭成员之间更平等的社会关系。韩国公寓在面对韩国社会

在与性别和世代相关的变化时，做到了很好的应对。首先值得瞩目的是成年男性空间的缩小。曾

经作为男性专属空间的舍廊被家庭和乐的场所客厅所吸收，而主卧变成夫妻两人共同的空间。另

外，以韩屋为首的单独住宅的坐式生活转变为公寓内的站式生活，从两性平等的角度来看也是受

欢迎的。以前韩屋的生活方式中，人是固定的，饭桌或茶器等器物是移动的。移动这些家具的活

儿都是女性的事情 , 自然男性成了女性的主人。但是在公寓生活中，沙发、饭桌、椅子等“身体

家具”变成了日常，男性在使用这些“身体家具”的时候便不得不挪动自己的身体，可以说在“身

体家具”面前家庭成员不论男女老少都有着相对的平等，这在结果上也发挥了提升女性权利的作

用（田南一 2002:7-9）。
在住宅的内部空间中，最能戏剧性地体现减少性别上的不平等的地方便是厨房了。在韩屋或

单独住宅中，女性用以做饭的空间，从位置和面积上来看都有着巨大的劣势。韩屋中做饭的灶房

地面需比庭院的高度挖低一两尺，另外为了避免刮风时外面的灰尘落入食物里，灶房的地面故意

做得凹凸不平。此后，1970 年代初，灶房便在公寓生活中提升成了“厨房”。厨房被设计成站立

式的，而且与住宅内的其他空间的高度终于做到了保持一致。同时由于厨房和取暖设备分离开以

后，厨房成为专用以做饭的地方，再加上出水排水合二为一的水槽得到普及，吃饭的空间也被分

离开来，这样，从前杂乱不堪的厨房可以整理得如同实验室一般整洁。结果，厨房也成为家中一

个体面的空间而占据一席之地（咸翰姬 2005:54-60）。以前社会上对于灶房流传着“大丈夫进灶

房，命根子会掉”的禁忌 , 然而在公寓中如果要想吃饭，任何人都必须进入厨房，厨房从而也成

了比较平等和开放的空间。

5. 结语

本文简要概括了首尔的高层集合住宅的发展过程，分析了韩国人偏爱公寓的原因。并且考察

了高层集合住宅在韩国本土化的情形，同时描述了住在公寓的日常生活的一隅。

对于韩国公寓的未来，法国地理学家朱列佐（Valérie Gelézeau）提出了否定性的观点，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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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首尔的高级公寓小区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各种城市问题的温床，而当中产阶层确信公寓不再

能给他们的身份“区分”提供帮助时，公寓便会被毫无留恋地抛弃（줄레조 2004:262-263）。
果真会那样吗？笔者觉得可能性微乎其微。韩国公寓的大部分都是各家的私人所有财产，人

们不会放任公寓作为财产的经济价值一再跌落。这点通过去年 9 月 1 日，政府公布的公寓政策，

即《通过合理化的规制恢复住宅市场活力及民众居住安定强化法案》便可见其端倪。其次，韩国

面积狭窄、人口密度高，仍需继续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韩国人不会束手等待都市中心进入贫民

窟化。只能通过改建或重新装修，缩短土地利用的循环周期。实际上韩国的公寓交替寿命不过是

27年，与英国的128年、美国的72年、日本的54年等相比，只有这些国家公寓使用寿命的二分之一乃至四分之

一（日本报纸マネートゥデイ 2014 年 9 月 3 日）。

韩国人仍渴求着公寓。无论从收益性、安全性、折现性、差异性上来讲公寓都远超其他住宅

形式，所以从经济的附加价值和社会性层面上，公寓已经稳居 受韩国人欢迎的居住空间的地位。

更进一步，韩国正经历着人口逐渐开始减少、高龄化加剧、单口之家急剧增加、进入低成长体制

的转变期，所以未来一段时间从教育、文化、福利、交通等诸多方面来看，居住市场向城市中心

的公寓集中的可能性仍然非常之大（田相仁 2009:172-173）。
对于韩国民俗学而言，我们一边展望着今后仍将持续的“公寓全盛时代”，一边面对着本文

开头提到的在农村、渔村地区“田畦公寓”正如雨后春笋一般拔起而起这一事实，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如何对“普通的生活”提出疑问，如何把握“理所当然”的生活世界？如何把公寓这个开闭

式日常的微观场所与共同体性的连带的多样实践和摸索进行有益的对象化呢？希望今后的研究中

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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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韩国所有的住宅中，公寓的比例为 2005 年 52.7%, 这一年首次超过了半数。首尔市为 1985 年 26.1%，但是 20 年后的

2005 年增加到了 54.2%，翻了一番。详细情况请参照首尔市政府的首尔统计年报。

2　 迄今为止对公寓的研究主要在建筑学、城市规划学、消费者住居学、住居环境学、不动产学等应用科学或实用性学科内开展。

也因此，这些研究大多“不关心时代精神或社会意识，埋头于‘非反思性的经验研究’”，结果“容易满足于符合行政的需

要或资本的逻辑” ( 田相仁 2009:30)。这里本文主要参考相邻学科以下几位学者的研究：以都市景观为中心分析首尔“公

寓共和国”的法国地理学家朱列佐（Valérie Gelézeau），考察“小区共和国”的小区化战略的朴寅硕，把高层集合住宅看

做内视镜，提出“公寓社会”的住居社会学的田相仁，对韩国近现代住居社会史做了详实研究的田南一等。

3　 2005 年康俊晩在一本周刊的专栏中以神秘的目光首次把韩国社会称为“公寓共和国”。 2007 年，Valérie Gelézeau 的博

士学位论文在韩国以《公寓共和国》这样以一个比较煽情的书名出版。这个来自外国人的公寓研究很快受到媒体的瞩目，“公

寓共和国”也成了象征韩国住宅问题和都市问题的词语。这个词语成了含蓄地表达韩国人对公寓的憧憬、欲望、嫉妒、非

难以及自嘲等的流行语。    

4　 根据统计厅 2006年的不定期调查结果 , 公寓居住者的平均总财产为 4亿 88万韩元 , 而单独住宅居住者为 2亿 722万韩元 , 
联立（单独住宅，但是里面住若干家庭）及多家庭住宅居住者为 1 亿 4,658 万韩元，公寓居住者拥有超过其他住宅形式居

住者 2 ～ 3 的资产。详细情况可参照国家统计网站中的“住宅种类别与资产现况” 。

5　 指 2006 年政府认为房地产价格中存在大量泡沫的 7 个地区。它们是在房地产价格急速增长的过程中起牵头作用的首尔市

的江南三区（江南区、瑞草区、松坡区）和阳川区的木洞 , 还有京畿道的盆塘 , 坪村新都市和龙仁市。

6　 根据政府的 2005 年住宅需求调査，韩国公寓越多的城市地区住宅的平均居住期越短。首尔为 5.4 年 , 京畿道为 6 年 , 仁
川为 6.8 年，地方都市为 9.9 年 , 以郡为单位的地区为 15.7 年。

7　 城市型韩屋的核心为内庭。住宅的中心部分具有内庭，其他所有的房屋以ㄷ字型或者ㅁ字型围绕内庭，并向内庭开放。

首尔的著名旅游景点北村韩屋村的房屋便是很好的例子。

8　 公寓小区内作为社区施设设置“自习室”, 或者在小区周围有很多私设的“读书室”等都与此不无关系。

9　 与公寓的厨房相连的较小的空间，可以放洗衣机或可以在其它多种方面使用。一般来说这个多用途室没有暖气设备，穿

室外用的拖鞋进入。 

（校对：施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