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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广州园林建设规划设计部和深圳市北林苑景观及建筑规划设计院联合承办。
本书全面介绍了我国近几年来风景园林方面最新的优秀规划设计成果。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风景园林学科在宏观的大地景观、中观的园林城市、微观的单项园林等
三个层次中的发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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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脉“共振”之道——园林规划设计中的文脉表现探讨　　园林规划设计中有“三脉”的理论，
即山水脉、绿脉、文脉：山水脉是地形和大环境的设计，犹如人的骨骼；绿脉是地表生态与植物的覆
盖，犹如人的肌肤；而文脉则是园林所需体现的精神和内涵，如同人的灵魂。
三者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和谐一体的关系。
在一个优秀的规划设计作品中，作为“灵魂”的文脉，自然是评价的最重要元素，并且也是设计师最
难以运用好的元素。
　　文脉的成功塑造之所以难，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两点：难以生动地表达、难以准确地传达。
在规划设计工作中，必先清楚如何准确地传达，再考虑生动表达的问题。
　　文脉必然需要通过实体来塑造表达，而精神与内涵又是“虚”的东西，依附于实体而存在，虚与
实想衔接得生动、完美，是非常考验设计师功力的。
而评价文脉塑造的成功与否，还在于精神与内涵能否准确地传达，即是否引起情感的“共振”！
文脉让受体得到的是“感受”——引起一种共鸣、感染一种情绪、升华某种情感、领悟精神内涵等等
；这种“感受”能否被“唤起”，是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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