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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景观建筑的形式与肌理:图示导论》基于景观的应用与体验创造出一种空间形态学，从而为研究景观
建筑提供了一种原创的视觉手段。《景观建筑的形式与肌理:图示导论》建立了一个易于在设计中理解
和构想景观的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审美、空间及体验的概念。肌理就是景观得以组合成整体的
结构，而形式指的是组成肌理的各个组成元素。形式与肌理结合就是景观形态学，它对于发展视觉空
间设计的思考和认知十分必要。
《景观建筑的形式与肌理:图示导论》既可成为景观建筑学、建筑学与规划学专业学生的专业入门书籍
，同时对那些更?经验的环境设计者来说也不失为一本富有吸引力的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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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第一感觉就很好。
2、体验后才有形式。
3、挺好的。这本书值得一看的。
4、总的来说概念分的细了点，但每一点都没有进一步分析，可以结合《园林要素》来读，因为《园
要》把主要的几大概念讲的很透彻，而且图更简洁易懂。PS：为什么《景观建筑的形式与肌理》里面
的图看的我很头疼= =
5、外国的景观发展的比较快，但是理念和中国不同。中国古典园林应该发扬光大
6、手绘图看着很亲切
7、都是一些景观建筑的细节，从形态学和艺术的角度用图文解释的，很有意思~~~~~
8、作为一本图示工作书还算是不错的，内有大量景观图解，其中对于界限，景观阀等概念说的很到
位，另外在景观空间关系的描述上很是有新意。该书由两个版本，一本2004、一本2011
9、非常适合泛读，图文并茂
10、还行吧，没读透。
11、老师推荐的，同学买了说很好。初略翻看了一点，真的是不错的书，于是自己也购一本。
12、形态学观点来分析景观
13、基础书里比较喜欢的
14、好书！！
15、刚开始觉得这本书是是在炫耀手绘，后来觉得所有的插图都很有用，比文字更加丰富形象。
16、还可以吧。对于景观的人来说非常有用。
17、很喜欢，适合我用
18、很赞
19、外国人写的东西就是抽象，可能是文化地域不同，思维方式就差很多，整本书全都是些随手的手
绘草图，少了些实景案例图片，不够直观，理论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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