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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整合是一种统筹，统一、均衡、一致、组织的含义，即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人造的、修建的
进行协调的组合，这是当今建筑设计的重要条件。将建筑置于环境设计之中，是谓环境设计。环境是
相对的，大至大地，小为地段、街区，处于相对之中。　　景观设计是当今之时尚。但人们应当十分
重其外部，即地形、地理、地势、地质、土壤以及气候、地区的经纬度。在城市中它所处在核心（即
中心地区、次中心地区、CBD的位置），是否处于轴的对景或偏于对景等；在地段中是在诸建筑群的
主体抑或是配角，总之它处于城市构架之中。建筑及其界面至关重要，界面不论是建筑的立面，抑或
是街道、广场的界面，及自上而下的俯视的第五立面，至关重要。所谓景观是指人的视景，视景的层
次、远近都分外重要，远、中、近都需要关注的。　　建筑的景观要在使用功能的基础上，重视入口
、道路宽度、边牙、建筑的体形、轮廓线、侧影、线形、色彩、细部的凸凹、光影，特别是尺度及其
比例陪衬、门窗之间的关系、墙、屋顶等等。　　在城市的街区中，与自然联结的绿化、植物配置无
不是景观设计、环境设计。其中植物配置是大要素，植物配置是自然生态的，十分要紧的。今日我们
讲生态、讲绿色、讲健康，离不开生态可持续发展。我们讲生态城市、生态建筑都要置于其中。当今
全球气候变暖，节能减排也应纳入景观之中。　　本书是一篇博士论文，在读博士后期间又加以充实
完善，是一篇供建筑学、规划学、景观学可读的好书。书中叙述详尽，资料完备，有参考价值，是为
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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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整合于景观的建筑设计》从理论和实践策略两方面全面总结了整合于景观的建筑设计手法。分析了
建筑与景观形态整合的缘起，进而在历史和文化的维度上对不同文化和时代的建筑与景观的整合形态
进行了分析解读，并进一步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当代整合于景观的建筑设计理念。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解析了景观形象、空间和结构三个层面的形态构架，结合大量建筑实例，从这三个层面分析、归纳
和总结了当代整合于景观的建筑设计手法。
《整合于景观的建筑设计》可供建筑和景观设计领域的从业人员、城市管理人员以及大学建筑学、城
市规划和风景园林学科等相关学科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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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建筑与景观环境的形态整合的缘起　　自人类诞生以来，人们就不断地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
着景观的面貌：迁徙与定居，农耕生产，对于土地的整饬开发⋯⋯今日我们所见、所在的景观环境，
基本上都已是被人力介入或改变了的产物。正是在此意义上，杰弗里·杰里科（Geoffery Jellicoe）有所
谓“人类景观”（human landscape）的提法。　　人们对于建筑与景观环境的形态整合的认识与要求
由来已久。这是与人们在景观环境中的生存需求紧密相关的。形态的整合，包含建筑择址、布局、营
建的整个过程。　　择地营居是建筑与景观环境的形态整合的第一步。它意味着对原有的景观形态结
构的认知和分析，以及对建筑介入景观后形成的整体形态的预计，从而才能做出选择和取舍。中国传
统的风水之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传说时期。有学者认为如考虑其经验性实践雏形，至迟可以追溯
到周代先民在商代的迁徙。《诗经·大雅·公刘》日：“笃公刘，于胥斯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
⋯⋯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泉流⋯⋯度其夕阳，豳居允荒⋯⋯于豳其馆⋯⋯止基乃埋，爰众爰友
。”唐人吕才在《五行禄命葬书论·叙宅经》中描述道：“逮乎殷周之际，乃有卜宅之文，故《诗》
称相其阴阳，《书》云卜惟洛食。”中国古代的风水之术主要兴盛于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
这并非偶然。这些地区的地形主要以丘陵、平地间杂为主，大地景观的形态特征十分鲜明，因而引发
了人们对于景观形态和结构的关注。同一时，由于地形制约，这些地区的人地矛盾也相对突出，人们
需要精心选择适于人居的场址进行建筑营造。而在西方文明史早期，同样有着类似中国风水师的职业
以及类似的相地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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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好 不罗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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