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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孟兆祯、陈晓丽主编的《中国风景园林学会2012年会论文集(上下)》汇集了中国风景园林学会2012年
会征稿的入选论文，共分6个主题，即风景园林遗产与文化景观、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风景园林工
程、风景园林管理、风景园林教育、风景园林植物。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2012年会论文集(上下)
》可供从事风景园林工作的设计人员、施工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参考，也可供高等学校
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2012年会论文集�>>

书籍目录

(上册)
　风景园林遗产与文化景观
　　南宋杭州恭圣仁烈杨皇后宅院园林遗址续考
　　诗画与礼乐意境同在，自然共人文声景并存——广州白云山声景资源调查研究
　　江南稻作文化景观初探
　　古典园林保护——原真性原则
　　隋唐洛阳城洛南里坊区遗址保护与开发策略研究
　　“因借论”对工业废弃地改造的指引效用
　　浅谈传统纹样在现代园林中的运用
　　视错觉构图：沃克斯-勒-维贡府邸轴线分析
　　数字化系统在杭州西湖世界遗产保护管理中的应用
　　风景名胜区文化景观价值研究的理论框架初探
　　白居易在杭期间山水园林诗文考析
　　历史名园对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影响
　　记忆的苏醒，和平的延续——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遗址公园的保护与更新
　　回首岁月言仓西沧桑古韵话龙沙——齐齐哈尔仓西公园(回顾龙沙公园建园百余年)札记
　　绍兴越城区现存古桥调查与保护研究
　　风景名胜区与城市历史文化的衔接与保护初探——对北京陟山门历史街区的改造
　　“画”与“神”——《园冶》与《浮生六记》中“画”的含义对造园
　　影响比较探究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中的荷景
　　扬州个园“冬山”景窗声景效应仿真研究
　　风景园林遗产保护领域及演化
　　中国诗词的景观感受时空转换机制石门桥考
　　荷香泉城润古今——市花荷花在泉城济南的应用
　　近代广府广雅书院、岭南大学与国立中山大学校园规划比较研究——兼论西学东渐背景下的近代
校园规划沿革
　　“川谷型”城市——兰州历史文化景观调查研究
　　羌族聚居区小城镇景观特色研究
　　梁山下的小镇——城镇化与文化遗产共生的思考
　　大明湖景区明瑟园植物配置
　　初探我国工业遗产的景观改造
　　丘园养索——明代园林题材绘画表现的文人生活与审美理想
　　园林中“精神家园”研究初探
　　“通过文化推动转型”——当前德国鲁尔区域更新经验
　　百年公园的保护与传承——济南中山公园扩建改造项目文脉分析
　　大遗址保护与展示规划初探
　　借景的意义
　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
(下册)
　风景园林工程
　风景园林管理
　风景园林教育
　风景园林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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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中国风景名胜区文化景观是亚太地区备受国际遗产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在国内日
益受到重视。
国际、国内对风景名胜区文化景观价值认知的分歧，是急待厘清的关键问题。
现今约有2／3的中国世界遗产都来自于中国风景名胜区系统，其中大部分为名山，目前大多被列为世
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或双遗产类别。
而国际上现有登录世界遗产名录的大多数名山大川大都被认可为世界遗产文化景观，这种现象引起国
际遗产界的高度关注甚至质疑。
在2011年杭州西湖申遗之前，中国风景名胜区从未主动以文化景观类别申报登录世界遗产，突显出我
们对自身几千年文化发展的、对自然的独特审美观和价值观的认知困惑。
理论上，国际十分期待中国风景名胜区向世界诠释其根植于中国山水文化的本土文化景观价值内涵；
实践中，充分认知文化景观价值是中国风景名胜区及遗产地保护和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关系到可持续
发展的成败。
本文基于“中国风景名胜区是典型的文化景观”的认定，从梳理文化景观价值研究的理论着手，探讨
如何认知风景名胜区文化景观价值。
 1文化景观理论诠释的景观价值 文化景观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探索景观意义、价值以及解读景观文
化性的途径的过程。
 文化景观理论起源于19世纪末，以Otto Schluter为代表的地理学者，开创性地提出文化在景观形成过程
中具有重要地位。
Carl Sauer承继此脉于1920年代开创文化地理Berkeley学派，其广为引用的文化景观定义——“文化族群
行为和愿望的代表”，引入了人类学视角，包含了人类行为及思想的内容。
同一时期，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现象学，关注日常生活的方式、习俗以及体验。
受此哲学思想的影响，地理学者们逐步将景观看作是符号及象征的知识库，是习俗和价值的表达。
1930～1960年代一系列的场所感研究更加关注习俗和传统生活方式如何植入景观的途径。
具有洞察力和远见的Franz Boas认为应重视在本土背景中去理解人的行为、信仰和符号象征等社会性的
文化特征，景观是文化线索，地方历史研究对文化分析很重要。
1970年代之前，人类学、哲学、经济学等学科为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景观概念注入了“文化的、场所的
、传统生活方式及习俗的”等价值描述。
 1970年代之后，新文化地理学的崛起，景观文化意义研究从描述走向解读。
Lowenthal的场所依附研究，深入探讨场所和文化景观价值的领域，认为人类有同过去建立联系的需求
，文化景观具有遗产价值，且遗产视角下的场所具有复杂的价值。
Altman&Low从六种人与土地的象征性关系中提炼出文化依附形成的场所类别。
Hayden引入政治学视角拓展场所依附的内涵，认识到边缘或弱势群体的、朴素的及地位低下的景观具
有的遗产价值难以在城市经济和物质环境中保留。
Relph努力探究为什么我们认为某个场所具有价值，提出场所认同感和存在性的或活空间的重要。
他的研究影响深远，Meinig编辑了解读日常生活景观价值的经典著作；J.B.Jackson考察了美国本土景观
；Lefebvre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性行为构成的景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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