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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风景规划》

内容概要

《城市风景规划(欧美景观控制方法与实务)》主要探讨欧美各国城市景观规划的深层结构，详细论述
了不同国家的规划特色以及主要城市的规划管理实务。《城市风景规划(欧美景观控制方法与实务)》
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包括英、法、意、奥、德、美、加等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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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ICOMOS副主席、东京大学著名教授西村幸夫主持多年的研究成果，详
细探讨了欧美各国历史景观保护与城市风景营造的理论方法与规划实践，极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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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风景规划》

精彩短评

1、日本人就是严谨
2、很详细很具体有兴趣研究相关东西的还应该看看
3、封面缺了个大角！拿到的时候也没看就签收了，后来才发现，郁闷死了！
4、日本人写书很严谨，配图也详尽有针对性，内容精良，很有参考价值
5、认真学习西方景观规划设计管理的一本书 
6、结构清晰，相当好用
7、刚开学的时候看pdf看完的，觉得跟没看似的。。。。还是得打印，回头还得再来下mark之。。。
8、详细。没来得及细看，先浏览了一遍
9、很好的书，强烈推荐，从大学到研究生到现在，这本书都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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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对风景规划概念的扩展，引申出三个创新点：1、风景作为文化景观业已于1992年列入世界遗产，
此种文化景观从城市外的山体、瀑布、海洋、农田等引入城市内部进化为软性的社会习俗与硬质的城
市风景，进而成为每个有自身特色、避免被全球化大潮裹挟的城市力图以法规图则性的景观控制方法
来维护的目标。城市风景成为一种城市内在独特运作方式和外显山水建筑空间特色而昭著，并随时代
发展逐渐深入到一、二、三产业中，桂林龙脊梯田、沈阳铁西区老工业基地和东莞莞式标准服务均是
城市风景。2、田园风景为四维空间，绝非冻结保存之物，城市风景亦如是。规划所得的是一种控制
方法与范式，而非终结式的几句口号、几张图纸和一些导则。即使细微至一条街景，允许每个建筑单
体有所变化，而整个街区的氛围格调与天际线仍需维持，抓大放小，掌舵而不划船才是正道。充分领
略风景背后的强大文化体系引导其后现代发展。（读到这里不禁想到一个个体与整体的悖论，不断换
掉乐队成员的一支乐队，最后把原成员聚齐，两个班子哪个才是真正的乐队？一艘海船每次出航回来
换掉一个零件，换掉若干次后整个船身全部换了一遍，而把原有零件重新拼起一船置于博物馆，哪个
才是这艘海船？国内一切的景观控制、引导、保护都在舍本求末，重形忘神，保护的原真性还是要学
学日本的伊式神殿）3、风景规划保护的对象延伸：从对城市重点区域——一般是历史街区的保护—
—延展到整个城市发展区，何谓历史街区，昨天对今天的遗存与今天对明天的遗存是等效的。因此要
立足长远的保护现存合理的所有。当然在历史街区的保护还是要相对加强，同时也应设计各文化区域
地域文脉的柔性特征，人眼中一切皆风景。在保护上少形重建；多从制度创新，如历史建筑所有者修
缮房屋则政府退还其税款，相对于钱从纳税人手中进政府，再拨出来修房子，不如让他们自立更生来
的高效，当然前提是制度的完善，很多西天的好经拿回国都让高僧们念歪了，但我们至少可以逐步完
善。

Page 7



《城市风景规划》

章节试读

1、《城市风景规划》的笔记-第13页

        “以农田为例...即必须保持该土地上农业对的延续性...只有在农耕文化不断再生与延续中才得以保
存”

2、《城市风景规划》的笔记-第1页

        2012 09 22 = =小区设计 逼迫得看城市学的书了~ 

第一章：综述 向欧美城市的风景规划学习
区划条例着眼的不只是建筑单体的设计问题，因而使保护地区的整体环境成为可能。在所谓的城市景
观的整治问题上，是否存在某些革新的规划控制手法？这种手法既有助于形成新的街区景观，又有助
于保护历史上已形成的城市景观？进一步而言，在法律方面是否存在切实可行的，合法的规划控制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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