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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域景观设计》

前言

　　翻开《大区域景观设计》一书，似一股春风拂面，淡香润心。全书洋溢着一种清新的生态气息。
在规划设计界不无心浮气躁、模仿拷贝、千城一面、景观雷同的今天，难得见到如此清新、质朴、品
嚼生态、审美风水的好书。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景观”最早的含义更多具有视觉美学的意义
，即与“风景”（scenery）同义或近义。本书聚焦于大区域景观设计。区域不仅是-个三维空间的概念
，也是一个体现形态和神态、主观和客观、人情和风景、格局和过程的复合生态体。现代景观生态学
赋予景观更深层次的内涵。景观既是视角观赏的景、天人交融的情，也是格局-过程的集、生态经济的
汇。景是景物、生物、事物、人物的复合体；而“观”则是人的视觉、情感和文化感观。大，既有尺
度、规模的宏大开阔，又有结构、功能的整合多样。中国古代诗词大师大多是气势磅礴的区域景观大
师，他们的作品大多是山形水系、绿韵红脉、动静豁达、情景交融的生态风景画。　　记得1966年秋
天“文革”伊始，我们几个十八九岁的大学生从长沙乘小船沿湘江到湘潭去拜谒毛主席旧居，天是那
么的湛蓝、水是那么的碧透、鱼是那么的活欢、群山是那么的苍茫、秋色是那么的妍丽，毛泽东的《
沁园春·长沙》一词字字句句映入我的眼帘，给了我一生中最强烈的视觉冲击：“独立寒秋，湘江北
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竟自
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准主沉浮⋯⋯”，其中山形、水系、苍天、秋色、渔跃、鹰击构成一幅天
然的区域大景观，其形态的“寒秋、长空、浅底、万山、百舸、霜天、层林、漫江”；动态的“立、
去、红、染、透、流、击、翔、竞、怅、问、主”；以及情态的“独立、北去、挥斥、指点、激扬、
粪土、风华、沉浮、峥嵘”，为我们勾画出一幅绝妙的仙境人情，其景观之深、色彩之浓、时空之阔
、情绪之烈，震撼人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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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域景观设计》

内容概要

《大区域景观设计》主要介绍了大区域的景观设计，内容包括：导言、大区域景观的概、念和价值观
、大区域景观设计、中的生态美学观、大区域景观的空、间解构、大区域景观的设、计对策、专题与
评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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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域景观设计》

书籍目录

导言 大区域景观的概 念和价值观 大区域景观设计 中的生态美学观 大区域景观的空 间解构 大区域景
观的设 计对策 专题与评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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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域景观设计》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空间构成要素 大区域景观设计可以向景观生态学学习或借鉴许多东西。在景
观生态学中，对于大区域生态景观的研究常常采用的是背景一斑块一廊道模型。 在景观生态学中， 
“背景”是指一个区域中面积最大，或连续性最强，或明显地控制区域周边的生态系统。 当然，在实
际工作中经常是以上三个条件联合使用。 斑块是指在背景中不连续分布的各种生态系统。 廊道是指
在大区域中能够起到串联或连接背景以及各种斑块的明显的线性因素，如河流、道路、林带等。 但学
习或从事城市规划或建筑、景观设计的人，可能对另一套空间解析模型更熟悉，就是美国人凯文·林
奇的城市意象五要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 道路是观察者习惯、偶然或是潜在的移动
通道，它可能是机动车道、步行道、长途干线、隧道或是铁路线。对许多人来说，它是意象中的主导
元素。 边界是连续过程中的线性中断，比如海岸、铁路线的分割，开发用地的边界、围墙，等等。边
界元素虽然不像道路那般重要，但对许多人来说它在组织特征中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它能够把一些
普通的区域连接起来。 区域是二维平面，观察者从心理上有“进入”其中的感觉，因为具有某些共同
的能够被识别的特征。这些特征通常从内部可以确认，从外部也能看到并可以用来作为参照。 节点首
先是连接点，交通线路中的休息站，道路的交叉或汇聚点，从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结构的转换处，也可
能只是简单的聚焦点。节点与道路的概念相互关联，节点同样也与区域的概念相关。 标志物是另一类
型的点状参照物，观察者只是位于其外部，而并未进入其中。标志物通常是一个定义简单的有形物体
，比如建筑、标志、店铺或山峦，也就是在许多可能元素中挑选出一个突出元素。 如果把这两个模型
进行比较，会发现：凯氏的道路是景观生态学模型中廊道的一种，但前者更加注重它的线性表观特点
，而后者更加注重其通行功能。 凯氏的边界在景观生态学模型中没有对应物。 凯氏模型中的节点和
标志物在景观生态学的模型中没有地位。 凯氏的区域应为对应于景观生态学模型中的斑块，而在一个
地域中最大的、占统治地位的区域应该就是景观生态学模型中的背景。 由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景观
生态学的模型更加注重功能和内在过程，而凯氏的模式更加注重形态和外在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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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域景观设计》

编辑推荐

《大区域景观设计》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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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域景观设计》

精彩短评

1、这是国内第一本把“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的书
2、大尺度的景观改造好确实不易。说了些想法和概念还是可以
3、很快就能读完，对于初学者很适合。
4、讲的比较浅显，对国内乡村景观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至于对策只是点到为止，还是比较
引起思考吧。
5、额好水。导言说了很多社会经济政策生态的背景问题，主体内容明明都是在说美学的事。结束语
倒来个本书是设计不是规划的提醒，除了觉得在狡辩外没别的。我同济出版社的书，一共没几个字，
还至少五处图号错误，给两星完全因为印刷质量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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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域景观设计》

章节试读

1、《大区域景观设计》的笔记-第38页

        1、景观生态学：背景-斑块-廊道模型。背景是指一个区域中面积最大，或连续性最强，最明显的
控制区域周边的生态系统。斑块是指在背景中不连续分布的各种生态系统。廊道是指在大区域中能够
起到串联或连接背景以及各种斑块的明显线性因素，如河流、道路、林带等。
2、美国人凯文 林奇的城市意象五要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道路是观察者习惯、偶
然或是潜在的移动通道，它可能是机动车道、步行道、长途干线、隧道或者是铁路线。边界是连续过
程中的线性中断，比如海岸、铁路线的分割，开发用地的边界、围墙等。区域是二维平面，观察者从
心理上有进入其中的感觉，因为具有某些共同的能够被识别的特征。节点首先是连接点，交通线路中
的休息站，道路的交叉或汇聚点，从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结构的转换处，也可能只是简单的聚集点。标
志物是另一类型的点状参照物，观察者只是位于其外部，而并未进入其中。
3、景观生态学的模式更加注重功能和内在过程，而凯氏的模式更加注重形态和外在观感。
4、人的观察范围：走路运动着，最注意的是30-2000米之间的事物；坐车运动着，最注意的是500-5000
米之间的事物；静止着，最注意的是10-400米之间的事物。如果在游览的情况下，这些数据大约能提
高50%-80%。
5、村庄的外观由五个因素合成：建筑布局、建筑外观、入口、标志物、村长周围附属，如树林、水
面、工厂等。

2、《大区域景观设计》的笔记-第45页

        孤立大树强调高起台地效果走路看的范围30-2000；静止看范围10-400；坐车500-5000大区域生态景
观模型：背景-斑块-廊道；城市意象五要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

3、《大区域景观设计》的笔记-第17页

        大区域价值：生态＞美学＞社会＞经济小地块：美学＞空间＞使用＞生态

Page 8



《大区域景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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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