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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illages in Taiwan have its history of translation from immigration , the Japanese cultivation and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ur ancestors led the water into their fields and the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re-measured the land and built a complete irrigation

association. The KMT government made the post-war land reform and the new city and town projects. Viewing from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aiwanese countryside, it has presented a diversified sight of organic and abundant miniature. People in this environment

appear to be more combined with the living space which is especially emphasized on the worship, the landmark and natural

disasters, the traffic and the daily life. People live in the universal space ,so the existence of men appears to be meaningful. With the

changes of time, the property of these spaces changes all the time. We can hardly get the good old day back. The spirit of the place

gradually diminishes. Therefore we would try to get back such a space spirit. What the research wants to explore is to repres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ople in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old historical spaces. Substantial life and abstractive memories find its

balance through the upgrowth of common spacial feelings. We try to adopt Kevin Lynch’s “the five images of the city” and

Juhani Pallasmaa’s” seven senses of architecture” to present the historical space in the study. The spatial spirit should be

analysed by various senses and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 And here the scientific data doesn’t seem so important in this field.

The village of Rihnan bases its natural development on a river which fertilizes many areas in Rihnan. They include the old

settlements of Rihnan, Rihnanshe, Jioujhangli,and Shuzaijia, and the new settlement of Rihnanjei. We can get a typical and exact

idea of translation of Taiwanese settlements from the study. Probing into the Genius Loci (the spirit of place), we use the western

theories of Kevin Lynch and Juhani Pallasmaa to explai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a historical place and the people. The time is set

from 1904 to 2006. We have a return to the old time and under the common sense of the residents and the sensation of the body, we

can make the rural historical space deserve more careful pondering.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we get methods of decoding the

rural settlements. By using the methods, we analyse the possibilities and restricions to apply into the historical space and form a

clearer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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