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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年是中国经济在夯实复苏基础的调整之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年，同时也是中国与
世界发展进一步融合的一年。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中国美术家协会环境设计艺术委员会和西安美术学院承办的2010年“为中国
而设计”第四届全国环境艺术设计大展在古都长安举办。
为了更好地体现西部开发的成果和中国环境设计领域的成就，大展暨论坛以“为农民而设计”为主题
，无论是大展的作品评选，还是论文集的编辑，我们都希望能够展示中国“十一五”规划为新农村建
设中环境艺术设计界所取得的成就，同时，在环境艺术设计领域提倡设计的独创性和原生态，为中国
的环境设计发展提出具有核心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导向。
　　与大展同时进行的论坛得到了全国环境艺术设计工作者和在校学生的支持，今年大展组委会共收
到了有关环境艺术设计的论文近两百篇。
由于论文集版面所限，只能选取部分发表。
经过评选，我们选取了那些体现严肃的治学态度、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关注学科学术前沿和环境艺术
设计健康发展，并且言之有物，体现了科学的学术思路的部分论文发表。
对于一些内容相似、观点雷同的论文，我们仅保留了一至两篇，其余的忍痛割舍。
　　本次征集的论文内容包括为农民而设计、低碳与生态、环境艺术设计及其教育、建筑城市景观环
境设计、环境设计理论及探索五大领域。
参与单位近百家，所撰论文较为全面完整地反映了本次大展的主题以及环境艺术发展的前沿问题。
并反映出业界专业人士对探讨如何解决中国环境实际问题以及国际地位的关注和关心，让我们感受到
中国环境设计工作者的思想和思考。
　　中国美术家协会自成立以来，一直以推动中国环境设计学科的发展为己任，希望通过举办大展和
论坛关注中国当前环境设计领域的热点问题，引导中国环境设计学术健康发展，并且通过大展的作品
评选和论坛极力提倡为中国设计，为中国的普通人设计，为中国的多数人设计，关注民生、关注环境
、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
我们的活动得到了全国环境艺术设计界和院校的同学们的积极关注和参与，由此带动的学术思考对中
国环境设计的健康发展必定产生良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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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美术家协会自成立以来，一直以推动中国环境设计学科的发展为己任，希望通过举办大展和
论坛关注中国当前环境设计领域的热点问题，引导中国环境设计学术健康发展，并且通过大展的作品
评选和论坛极力提倡为中国设计，为中国的普通人设计，为中国的多数人设计，关注民生、关注环境
、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
我们的活动得到了全国环境艺术设计界和院校的同学们的积极关注和参与，由此带动的学术思考对中
国环境设计的健康发展必定产生良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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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务院2008年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定义“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历史建筑
应当保持原有的高度、体量、外观、形象和色彩”，表明文物类建筑保护力度强，改变可能性降低，
而历史建筑在保持原有高度、体量、外观形象和色彩的前提下，允许调整其内部空间及内部结构和构
造，允许有一定的设施更新和本体改造。
此条例对历史民居建筑的界定.为我国的民居建筑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模式和运作依据。
　　近几年的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改变了以往仅仅针对文物单位的保护模式，大量的近现代特
别是砖混结构的建筑遗产纳入保护单位，在这样的社会研究背景下，研究地域居住环境，保护民居建
筑遗产已是历史的必然。
　　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承性。
城乡历史建筑是历史长河中，孕育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本源。
陕西地区中，陕北、关中现存的大量地域性居住环境值得研究与探讨，对聚落性人文建筑的探索，有
利于发现本原文化与人类生态环境之间的联系；如果在推进乡土聚落建筑生态环境保护中保护不当，
那么根基性的本原文化断层势在难免。
在长期的调研中发现大多数聚落性历史民居建筑更多融合于地方的自然地形与地貌中，自身有着其发
展的脉络和良性的循环机能，因此整理与挖掘其固有的本质性联系，是未来生态型环境民居建筑发展
走向不容忽视的课题。
　　近年来，西安美术学院建筑环境艺术系组织大量师生参与新农村规划建设、地方历史民居古城的
调研，体验了陕北窑洞民居的敦厚朴实，陕南民居的竹木建筑，以及关中青砖建筑所特有的大气磅礴
的底蕴，都深刻感受到了地域性传统民居聚落所具有的建筑历史价值、人文价值及艺术价值。
在聚落历史建筑中，从多元化的角度反映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态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演变。
历经百年沧桑的建筑聚落群，经过人文历史的沉淀，遗存了大量的民俗文化传统，以及传统手工艺。
面对历史民居建筑文化的丛生，我们需要通过多种保护形式，去探索和发现历史民居建筑在地域性环
境中的生态型、延续性和生命力，在人类生存的本能下寻找民居建筑文化本原，为未来的城市扩容埋
下理想的“种子”。
同时，文化的发展总是与经济相并行，提升地方资源的有效性、利用性，是地域性生态环境生命力与
延续性发展必备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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