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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实世界并非表现着某种理智上令人满足的或伦理上可以接受的体系，它实际上没有任何理性
和目的，并且，只有彻底从那种体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才能拯救现实世界。
”　　——P．伽德纳（论反理性主义）　　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也许永无止境，即使这样，人类根
据其对所能接触的有限现实世界的认识，凭借集体智慧建立起了复杂、精致、自成体系甚至严密的知
识体系。
依靠它，人类可以不断发展和改造身边的现实世界，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地球因为人类的出现而有了
飞跃性的改变——由自然的转变成“人化的”。
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文化与人紧密相关，是人类的文化。
然而，文化却是建立于如前所述对于有限现实世界的有限认识基础上，而且，与现实世界往往间接发
生关系，由人类智力所能穷尽的各种认知手段、方法和理论建构的体系支撑。
所以，对文化的研究具有自身特点，而其中一点就是重新审视已有的认知手段、方法与理论，直面现
象。
本书研究的中心内容是文化与景现，在此要指出的是研究结果的局限性，它无疑也是对现实世界的一
种理解，可能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过程中所能体现出的思索痕迹，或者说是智慧的体现。
　　在西方发达国家已较为成熟的景观规划设计学科（LandScapeArchitecture）我国引入较晚，然而在
广义建筑学的范围中，风景园林学科却是我们与西方差距较小的学科。
　　我国学者已从本学科的各方面进行研究以缩短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然而，研究方向和方法多追随
他人之后，西方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理论被大量移植于中华大地。
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理论和方法无可厚非，但没有自己的态度和适合自己的理论、方法总结，就无法对
其吸收和提高。
在各国面对全球化纷纷保护和发扬本土文化的背景下，对我国历史文化景观进行研究无疑具有战略意
义，这也是建立自己的理论研究和规划设计方法探索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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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文化与景观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如何用系统的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理论来看待历史文化，进行历史
文化景观的规划设计，主要是对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等文化景观对象的规划设计进行研究；
一是如何从文化角度看待现代中国的景观规划设计，进行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景观规划设计和游憩开发
。
以上两方面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将对我国目前的游憩开发和历史文化景观
规划设计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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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景观的再现　　一、缘起　　21世纪是“环境、历史与文化赋权的时代”，人们不仅认
识到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共有的遗产应得到保护，更认识到应将环境和精神文化继承下来。
由于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改变，如果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仅仅处于维持状态，像一个固化的躯壳，其
光辉只会逐渐磨损、消失，这种保护只是维持一种自然衰败，因此积极的保护方法和措施受到关注，
并取得了瞩目成就。
但冷静思考之后，会发现存在许多现实问题。
　　①保护目的不明确尽管现在人们对“文化”、“环境”的意义有了较深刻认识，也能认识到保护
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但由于保护目的不明确，特别是与经济发展和开发建设不能很好协调，使具
体的职能部门对保护没有深刻和正确的认识，保护往往表现为一种限制性规定。
如果保护仅仅成为一种制度，缺乏了人的积极参与，便容易流于一种形式，成为一句口号。
这种问题屡见不鲜，规划设计人员和委托方在原则上都能达成统一，然而遇到具体问题，规划设计人
员则难以弥合保护的初衷和委托方在经济利益上的分歧。
　　②保护的消极与片面　如果不能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保护总是消极的，这种消极表现之一就是
保护对象的片面性。
仅从法规上很难准确、全面确定什么要保护，什么又不要保护。
而且，也很难根据文化价值进行量化，制定保护的标准和级别。
无疑，就算保护工作再认真，没有科学、合理的标准，也不能保证保护的科学合理性。
可以说，很多时候不得不对保护的有效性进行反思。
目前，片面性主要表现在注重文物，轻视文化内涵；注重传统建筑等实体遗产，轻视文化环境。
总之，缺乏整体保护的观念。
　　③建设性破坏的产生过去的l0年，建设性破坏已被大多数人认识，经验教训比。
比皆是，“大屋顶”、“仿古一条街”等“假古董”成为应付保护这一限制性规定的有效手段。
深究其原因，是对历史文化认识的不深入，将文化视为缚绊，而不是设计创造的源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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