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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毕业以后，于志光先生先在武汉最大规模的国有房地产公司工作，后又组建了自己的建筑与景观设计
公司，事业发展十分出色。
在中国房地产业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于志光先生出人意料地回到母校攻读博士学位，并且选择了“
武汉城市空间营造研究”这样一个需要极大工作量的题目。
为了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他把经营状况非常红火的公司业务暂时停下来，三年多的时间进行了大量
的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找到了一些过去没有发现的武汉规划建设史料，走访了国内相关专家
学者。
《武汉城市空间营造研究》这本书是在他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凝聚了他潜心钻研的成果
，研究思路缜密，基础资料系统，主要的观点是作者通过大量分析和归纳得出的，体现了作者朴实而
严谨的学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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