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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颐和园生态美营建解析》，本书包括：地到瀛洲星河天上近、景分蓬岛宫阙水边多-依托湿地创建山
水园林的中国传统造园思想、十里青山行画里，双飞白鸟似江南-清漪园鼎建前的生态环境研究、玉泉
一脉溯源头，湖辟昆明潴众流-水利与昆明湖生态环境的优化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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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颐和园生态美营建解析》以颐和园为一个具体案例，去分析一个文化遗产地的历史价值与保护
方法的。本书在篇章设计上突破以往对颐和园的研究单纯从造园技艺、历史探寻、景观营建等方面进
行的局限，通过参考大量研究颐和园的样式雷图档、史料、书籍、论文等资料，将美学、哲学、艺术
与颐和园生态相结合，以生态营建与保护为核心，对建园前、建园中和建园后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这
些生态营建的思路体现了古人以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思想，至今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第1章 地到瀛洲星河天上近，景分蓬岛宫阙水边多——依托湿地创建山水园林的中国传统造园思想 

第2章 十里青山行画里，双飞百鸟似江南——清漪园鼎建前的生态环境研究 
2、书挺好的 值得学习研究
3、书没到，看了还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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