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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节制与自律
2、理論成份不高，多是舉例和案例，最後一章討論因紐特人的環境認識與技巧，非常精彩。
3、生态是一种态度
4、人们将会明白，没有一个设计师是独立存在的：所有的设计都会产生社会，生态和环境后果
5、读到了不少引起共鸣的设计主张和建议；90年代出版的此书相当具有前瞻性，帕帕奈克关于设计对
资源浪费该负责的主张正是目前应推广的
6、角度新穎 態度明朗 就是不知為何讀起來像雜誌。
7、客观地讲，这本内容没有《为真实世界而设计》写得丰满，虽然里面也有很多独特的见解，包括
加入了对建筑的“绿色”理念，但是，书中间部分的内容显得过于杂乱。  有几个比较突出的内容，
包括对“便利”的质问，对购买行为的反思，和对产品的绿色建议等
8、偶尔所得，设计界的《寂静的春天》
9、主要就是提倡设计、制造、消费中的绿色理念，但读来感觉很散，没有一条逻辑牵着我走下去，
颇具启发的地方也不多，印象比较深的是提到场景的光线对人体状态的影响，以及因纽特人是多么地
聪明和具有超强生存能力！很厉害！
10、观点有趣，会让人有所反思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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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为读过一些书，看过一些展却依然是门外汉的人，在对作者的背景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写一些粗
浅的感受。A上个世纪写的书写形成对当今世界的尖锐批判，不得不称赞一句作者的前瞻性。许多概
念并非书中所独有，比如对消费行为与商业价值的质疑，对“为拆解而设计”的强调。书中一系列翔
实生动的例子使大而无当的概念落地，令人印象深刻。所谓绿色律令即来自永恒的压力。随着生态环
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和资源的越发紧张，设计师们不得不面对这种之前被购买欲、经过商业咀嚼的趣味
、多余的功能与形式所遮蔽的压力。书中多次探讨瞬间与永恒的关系，一方面，作者认为为永恒设计
时设计师将更加严肃谨慎，作品的品质将更加优良。另一方面，作者又着迷于因纽特人之类的手工艺
者对作品的态度，作品并非财产，而是一种仪式，作品的使命有时仅到它被完成之时。两种相矛盾的
观念的交汇之处或只在于专注与投入。B日本的传统建筑与园林饱受赞扬，其中一例是每二十年翻新
一次的伊势神宫。前段时间去日本玩，日本人的这个做法对我小有冲击。他们的理由是：神喜欢住在
新的房子里。尽管，新并不意味着豪华，而是与中国古建筑类似的木质结构，甚至更逊一层的草屋顶
。在有日本最美乡村之称的美山村，每家每户的屋顶上都覆着厚厚的经过熏烤之类加工的草茎。问及
原因，答曰，穷。穷便只能用最便宜的材料。尽管它并不坚固，也有易燃的特性。大屋顶之内的阁楼
上存放着为更换作准备的草茎，每家每户都有水阀以应对火灾。干燥的冬季到来之前，村子里所有的
水阀会一起朝屋顶喷水，倒成了节日。从严岛神社到东京一路走下来，最古旧的建筑是奈良的东大寺
，必定也修过，但符合中国“修旧如旧”的习惯。其他寺庙神社多是夺目的日本红，留其制式不留上
百年风雨的痕迹。又想，日本庭院不是要落叶与苔藓的么。或许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宗教。日本人的神
与佛还是活在世间的，管生老病死也管姻缘。想想住在神社里的兔子神狐狸神，大概能体会到日本宗
教在现世中的活泼面相。对于中国人而说，木质建筑并不坚固，中国人也不追求坚固。佛寺在劫难中
存下来了方为佛寺。修得像新的一样，怎么能有人信、怎么能成景点呢。另一方面，落叶与苔藓固然
好，人们却还是要把落叶扫到想要的地方，把苔藓种在想种的地方的。日本文化里似乎没有狂狷恣肆
这类的形态。小小一点地方，容不下任何溢出来的形式。C书中提到，设计教育关于想象力的部分提
前到小学、初中，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不知在中国有无这个条件。想想我们小学初中的时候，类似的
课就是做手工，钉板凳，袖手卷，粘纸房子。这个话题先打住罢。另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便是因纽特人
的时空概念，定位不以视觉标记，也不在头脑中绘制方格再作填补，而是捕捉自然的微妙讯息，譬如
风、湿度、气味，再记忆环境的上下文关系。我现在所在的校园里的大路有四条，春花夏青秋实冬和
，大概是随机命名的。今天拐到冬和路上，植物湿湿凉凉的气息拍面而来，遂想起因纽特人。D看这
些书，不过是为了在开始之前对自己的概念系统升升级。然而，升级了或许也不能作为指导。只是读
书多些，对生活中的事物多些观察，对抛来的概念多些警惕，对自己的行为多些审慎而已。瞬间永恒
那些事，再作体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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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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