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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从理论和方法上解决大运河这样一类自然与文化资产类型多样、数量众多的跨区域型遗
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问题。
强调通过大运河遗产廊道的构建对沿运河区域丰富多样的自然与文化资产进行整体化保护，实现大运
河区域遗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文化身份认同、教育游憩机会增加、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等多重目标
。
以期为当前中国正在开展的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编制和申请世界遗产行动提供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并
为今后古蜀道、茶马古道等中国五千年文化蕴涵丰富的跨区域型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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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现整体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大运河遗产廊道构建：概念、途径与设想（全彩）》是奚雪松博
士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不断深入与修正之后完成的论著。
奚博士的研究全面梳理了美国遗产廊道的概念体系及其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途径，在结合景观设计学
、遗产保护学、城市规划学、建筑学、地理学、生态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关知识的基础上，从生态
与人文的综合视角提出了一套系统性的理论与方法，以期解决大运河这类自然与文化资源类型多样、
数量众多的遗产区域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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