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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景观社会学是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景观设计学研究院（GSLA）自2005年起开设的一门兼具探
索性与创新性的研究生课程。
之所以将“景观”与“社会”组合起来作为课程名称，意在表明三点：其一，本课程的目的是让景观
设计学专业的学生们走出校门，接触活生生的人，认知社会，了解社会需求；其二，课程要求学生们
以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观察与理解真实的人与土地的关系，研究由此而形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其三
，以此为起点，继续探讨基于人与土地的社会问题的规划与设计解决途径。
景观社会学为学生们提供了认知机会，该课程中学生们掌握的方法贯穿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专业研究
生全部学习过程，也必将影响他们将来的事业与人生。
　　景观社会学课程采用“学生为主，面向社会”的全新模式：由李津逵与李迪华老师主持，面向社
会聘请能够引领学生走出校园的10余位资深人士作为指导老师，以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景观设计学
专业研究生为主体，分为若干个专题研究小组，对中国社会中与土地紧密相关的代表性问题开展研究
。
　　本书收录了2008年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景观设计学专业研究生课程景观社会学的9个专题的研究
报告，内容涉及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社区与公民参与、城市公共设施、社区公共空间、城市历史保护等
社会问题和前沿学术问题。
景观社会学课程教学迈出了我国景观设计学专业教育中对人、土地与社会进行观察、理解与探索的重
要步伐。
希望本书能为从事景观学科教育的工作者提供新思路。
也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得到业内人士的建议与指正，以发展完善景观社会学研究生课程。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由多专业学生构成的各研究小组不断与指导老师交流讨论，并经过多次由相
关专家学者参与点评的汇报过程，改进与完善研究工作。
其间，还结合不同专题举办多次讨论沙龙与讲座，以扩展学生的视野与思路。
最终，各小组完成研究报告，并在终期汇报时邀请各领域权威专家进行点评与指导。
　　本书完成分为三阶段：一是由各研究专题参与人员完成研究报告，景观设计学专业研究生进行初
次修改与排版；二是由李迪华负责，各研究小组选择一名成员按照出版要求深化和完善研究报告，完
善后的研究报告由路露组织，牛津、闫硕、陈琳、刘琰、刘文晋、熊亮、王萌萌、胡佳文协助进行多
次修改；三是由李迪华、路露审稿，成颖与杜菲完成最终的整理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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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景观社会学是对土地与社会问题的观察与理解。
本书收录了2008年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景观设计学专业研究生景观社会学课程9个专题的研究报告，
内容涉及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社区与公民参与、城市公共设施、社区公共空间、城市历史保护等社会问
题和前沿学术问题。
景观社会学课程教学迈出了我国景观设计学专业教育中对人、土地与社会进行观察、理解与探索的重
要步伐。
    本书为设计学教育与实践工作者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模式，可作为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景观设计、
景观规划、建筑学专业师生以及相关专业领域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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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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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对土地与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章节摘录

　　2004年出租地块上建成的美康百货成为社区内多数人及附近一些人购物的首选，为社区人口提供
了生活的便利。
除此之外，村内还有平山幼儿园和村外的平山小学，解决了附近学龄儿童就学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流动人口的后顾之忧。
平山社区公园是平山村中唯一的公共休闲绿地，人气极高。
但规模小的缺点，让热爱户外活动的人们有些遗憾。
　　工业区规则布局的厂房显得规整但稍显单调，配套设施也极度缺乏。
首先，这五个工业区只有两个有企业食堂，只能供企业内部部分员工就餐，总数是社区工业人口的11
％，并且没有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食品安全存在严重隐患。
而工人在强烈需求驱动下流向卫生条件没有保障的城中村。
商业生活服务设施也仅有红花岭工业区有一条小型的“商业街”。
其次，宿舍的配备也仅仅只能容纳56％的工人住宿，刺激了城中村廉租房的大市场。
最后，除了平山村对与工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设施的补给外，工人精神生活的低层次满足也大部分
依靠平山村。
访谈中发现只有个别实力强、重视企业文化的企业会举办活动丰富员工文化生活。
　　综上所述，工厂-城中村社区在空间布局上具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和向心性，通过访谈也证明，工厂
区仅仅是工人们工作、创造价值的地方，生活上则大多数时候是围绕着平山村进行。
在空间机理上呈现巨大的差异，工厂整齐如军营的布局和大尺度厂房与小尺度密密麻麻排列的城中村
小楼房之间的差别，从空中俯瞰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
　　2）社区活力空间　　空间承载着人的活动，工人作为社区主体，他们的行为特征反映了社区的
活力。
工人群体的作息规律有两个特点：一是工作日工作时间长达8～12h，甚至连续彻夜赶工，休息时间基
本只剩下三餐时间；二是休息日只有周日，几乎没有长时间休假。
针对工人的作息规律，我们选择在工作日（3月25日，周一）的午餐时段和休息日（4月4日，清明休假
）傍晚两个时间对社区内的人流活力空间进行调查记录。
发现以下规律：　　工作日用餐时段人流规律明晰：工人的行动流线从工厂直奔餐饮小店，也有相当
一部分人选择在绿地上就餐；吃完午餐后在商店前、街边绿地和道路绿化带上稍作休息立即返回工厂
。
所以社区活力点集中在各餐饮点以及街边带状绿地和道路绿化带。
　　休息日人流相对闲散。
访谈中发现，由于休息日短暂，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在平山村内及附近活动，不愿花费车费和精力去远
些的地方；少数人会出去找老乡，逛近处的笔架山公园，或者约同事一起去华强北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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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土地与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景观社会学"教学案例之二》迈出了我国景观设计学专业教育中
对人、土地与社会进行观察、理解与探索的重要步伐　　为从事景观教育的工作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新
思路与新模式　　收录了2008年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景观设计学专业研究生“景观社会学”课程9个
专题的研究报告　　内容涉及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社区与公民参与、城市公共设施、社区公共空间、城
市历史保护等具体社会问题和前沿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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