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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景观社会学是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GSLA）自2005年起开设的一
门兼具探索性与创新性的研究生课程。
之所以将“景观”与“社会”组合起来作为课程名称，旨在表明三点：其一，本课程的目的是让景观
设计学专业的学生们走出校门，接触活生生的人，认知社会，了解社会需求；其二，课程要求学生们
以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观察与理解真实的人与土地的关系，研究由此而形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其三
，以此为起点，继续探讨基于人与土地的社会问题的规划与设计解决途径。
景观社会学为学生们提供了认知机会，学生们在该课程中掌握的方法会贯穿他们景观设计学专业的全
部学习过程，也必将影响他们将来的事业与人生。
　　景观社会学课程采用“学生为主，面向社会”的全新模式：由李津逵与李迪华老师主持，另外还
面向社会聘请了十余位资深人士作为指导老师，以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景观设计学专业研究生为主
体，分为若干个专题小组，对于中国社会中与土地紧密相关的代表性问题开展研究。
　　本书收录了2009年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景观设计学专业景观社会学课程8个专题的研究报告，内
容涉及城市公共设施、城市公共空间、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等具体社会问题和前沿学术问题。
景观社会学课程教学迈出了我国景观设计学专业教育中对人、土地与社会进行观察、理解与探索的重
要步伐。
希望本书能为景观设计学教育和实践工作者提供新思路。
　　在景观社会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由多专业学生组成小组，他们不断地与指导老师交流讨论，并经
过多次由相关专家学者参与点评的汇报过程，不断地改进与完善研究。
期间，还结合不同专题举办多次讨论沙龙与讲座，以扩大学生们的视野与思路。
最终，各小组完成研究报告，并在终期汇报时邀请各领域权威专家进行点评与指导。
　　本书虽然收录的是学生们的研究报告，内容却融汇了全体指导老师的知识、智慧和心血，他们对
这本书的学术贡献未能通过署名的方式来体现，希望参与的学生们能够铭记在心，希望读者在理解本
书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时，意识到这是一个集体的成果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们更加希望，这样的教学模式能够在更多的高等院校被复制。
高等院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如果能得到更多的社会援助和参与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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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景观社会学是对土地与社会问题的观察与理解。
本书收录了2009年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景观设计学专业景观社会学课程的8个专题的研究报告，内容
涉及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公共设施、城市公共空间、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等具体社会问题和前沿学术问
题。
景观社会学课程教学迈出了我国景观设计学专业教育中对人、土地与社会进行观察、理解与探索的重
要步伐。
    本书为景观设计学教育与实践工作者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模式，可作为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景观设
计、景观规划、建筑学等专业师生以及相关专业领域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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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任何城中村改造的根本都是土地问题。
在快速城市化的深圳，“种房子”成了村民快速致富的道路。
政府投资实现城中村的改造，被剥夺土地的村民就守着那块宅基地抢建、重建，开始了房租经济。
要真正了解中国城市化的土地问题，是一个值得在今后的学习中继续研究的问题。
　　这学期景观社会学的学习，让我们走进社会，到现场去发现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被表面的光怪陆离所吸引，而找不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在后来的调研过程中，我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怎么把自己想获得的信息转化成与访谈对象交流的问题
。
小组的讨论与学习，现场感觉的相互碰撞，社会调查的通力合作，使我受益匪浅。
　　罗杨文：　　景观社会学这门课程是一个“蜕变”的过程：一个关于教学方法的蜕变，一个关于
社会视角的蜕变，一个关于“雾里青”的蜕变。
　　从课程开设以来，景观社会学这门课程也一直在探索着自己的教学模式。
“教学相长”，走入到社会中的我们与指导老师之间的关系就像是风筝与线的关系：风筝在风中选择
自己的方向，同时借助线的约束不致彻底迷失在广袤的天空；线的长短、松紧决定了风筝的有效行动
范围。
我有幸参与的这次学习，是“线”将我们放得最远的一次。
这种自由曾让我们茫然失措，然而，困扰越多，收获也越多。
　　“纸上得来终觉浅”，但以学生为借口的我们放弃“躬行”而选择了“躬耕”，在自己的一亩三
分地上播种、收获，不闻不问天下事，满心憧憬外面世界的无限和谐。
这次学习第一次把我们引向了一个真实的社会，一个和平年代但无时无刻不发生着错综复杂关系的社
会。
与不同利益群体的对话让我们能够更全面地把握问题，剥茧抽丝，从其中找出关键所在。
这次学习也呈现给我们一个别开生面的社会，让我知道了在减少贫富差异、保障农民工利益、关注低
收入人群、城中村的复杂问题等许多方面还有待努力，也让我知道了社会民生问题是多么实际，在我
将要从事的景观规划设计事业有着怎样复杂的背景。
　　“雾里青”——中国的传奇名茶，李津逵老师在一次研讨会上请大家同品的茗茶。
而我们的整个调查、研究、学习过程，也正如茶名所示，一点点地清晰起来。
我们先后经历了多次研究方向的转变，随着对场地的深入熟悉，我们的认识也渐渐地明晰开来，课程
学习的所得也清晰呈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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