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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空间理论》

内容概要

《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空间理论:以天津青岛大连研究为例》将跨越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等领域
的交叉学科研究成果——文化生态学，引入对城市空间与城市文化的研究。初步建构了城市文化生态
系统的认识体系；随后运用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对城市空间的发展与城市文化的演进展开综合的研究，
从发展动力、文化生态环境、城市文化物种的生态进化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城市空间的生态进化过
程。《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空间理论:以天津青岛大连研究为例》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北方沿海外来文
化城市——天津、青岛、大连为实证研究对象，采用比较性研究方法分析了其独特的区域性城市文化
产生、发展的生态过程及其文化生态结构，并针对我国现状提出了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外来
城市文化保护与发展的策略。在本书结尾提出了“人本回归”的信息社会城市空间文化发展预测，并
对发展面向信息社会的城市空间文化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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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空间理论：以天津青岛大连研究为例》可供从事城市规划管理、城市规
划设计与建筑设计等人员使用，对于关注城市文化的地理学者与社会学者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此
外，还可供相关高等学校的师生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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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的立意很新，仔细想想城市文化也确实具备这样的特征。作者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这些结论
能够对一些文化现象很好的予以解释，我也见到作者本人了，我应该叫他老师的，人很好，书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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