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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0年过去了，景观研究与设计的关系依然需要不断反思。不管是工作室的概念设计
、还是实际设计，都能够通过各种方式融入已有的研究方法论体系，比如案例分析。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出版著作将设计研究放到阿姆斯特朗设想的更为宽泛的研究框架当中。基于设计干预结果的理论
反思也越来越多地以书面形式呈现。因此，第十二章将对投射设计及其作为研究策略的主张展开论述
。 3.7 理论与批评 主张设计活动与研究比肩，或者设计是一项可行的研究策略，常常会同术语“评论
分析”和“批评式反思”的使用联系在一起，其行为依据源自传统上学术与评论的关系（Armstrong
1999）。批评式分析，或者学术意义上的批评，意味着一个自我意识从特定角度对某一情境或某一作
品的系统审视（McAvin et al.1991）。梅尔（1991，155）认为评论的意义在于通过不断地“挖掘、曝光
及对潜在预测的评价⋯⋯对内容与环境进行阐释。”（Tzonis 2003，20－21）所以，评论与理论密不
可分，同时需要对知识的“预设等级”有清醒的认识（Harrison ＆ Livingstone 1980）。这些知识和知
识构成体系就是本章前面小节讨论的主题。 鲍林（2000，42）把设计评论定义为“基于对作品内涵与
背景的理解和对设计语言的解读，衡量设计作品的非正式方式。”她参考阿托（Attoe 1978）的意见，
将景观设计评论分为3类：描述、解读和标准。描述性评论对设计作品展开系统的非正式理论叙述，
设计者意图、学科和景观背景也都包含其中（Riley 1991）。描述性评论同描述性案例研究这一研究策
略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此基础上可以延伸出其他类型的评价分析。 解读性评论是一个更有创意的活动
（McAvin et al.1991），因为这种评论能够揭示对设计作品新的理解和观察视角，从而为学科乃至整个
社会提供新的见解。解读性评论往往把不同的项目进行比较，有时会采用隐喻和类比的手法从一个全
新的角度对设计进行解读（Eaton 1990）。这样一来，设计就超越了自身的框架，通过Meyer（ 1997）
建议的联系和协调创造新的知识与理念。 第三种标准化评论则对设计的作品、设计行为和写作之类的
创意活动发表意见，同时进行交流。标准化评论就设计（不管成功与否）本身的条件和与学科进程与
责任的关系进行评估，同时对设计目标和策略是否合适做出判断（Riley 1991）。对于景观评价这个部
分，卡尔森（ Carlson 1993）的评价是，标准化评论已经超越了评论的范畴，上升到对具体行动或特定
行为的合理性规划。 三种评论相辅相成，在同一份论述中有可能交替出现。评论同研究密不可分：描
述性评论同案例分析的描述性研究有不少相似之处；解读性评论往往意味着行为转化、解读性研究和
设计假说。标准化评论则与评价性研究策略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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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理论结构太强，后悔买
2、非常好的一本书很不错
3、仅学术研究类的方法论
4、对一个本科生敞开一扇门  
5、讲真，我是真的通过这本书开始理解景观设计学科的整体
6、书有点脏，包装还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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