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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且行且思(北京城市街道景观)》由朱丽敏所著，全书共分为六章，介绍了城市街道景观概念综述、
北京历史街道景观概况、北京城市街道景观案例研究、北京城市街道景观形态特征、北京城市街道景
观人文特征、北京城市街道景观未来构想等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供相关读者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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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敏，1971年生于江苏省泰兴县，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学者。
先后就读于南京林业大学、苏州大学，2010年1月于清华大学获艺术学博士学位。
1999～2005年曾于江南大学设计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任教，并以国家教育部公派访问学者身份游学法
国巴黎Belle-ville建筑学院，目前就职于无锡市公园景区管理中心。
参加多次国际学术活动，在《装饰》等期刊发表专业论文多篇，2007年曾出版个人诗集《四季的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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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城市街道景观内容丰富而复杂，既包括体现城市历史、文化、自然风貌的建筑和风
景，也包括类似于清明上河图中所反映的各种城市生活场景。
因此，城市街道景观首先是物质形态的集合，是建筑、树木、交通、人流等各种元素在空间中的有机
组织，这些元素综合形成了环境中的各种视觉事物和视觉事件。
其次，城市街道景观也是一种人文艺术，是人类文明积累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载体，它运用具体的形
象为人们提供一种生存的空间环境，并在精神上影响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
 如果一个城市的街道景观清洁优美、风格独特，市民生活在其中愉悦而舒适，那么这个城市给人的印
象将是繁荣安定、高度文明的。
相反，没有特点、环境脏乱、人情冷漠的城市街道将使人产生想尽快逃离它的感觉。
关于这一点，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在其经典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有精彩的描述，她在
该书中指出了街道的形式对于城市生机极具重要性，并极力强调描述城市街道应该具有诸多的社会功
能，她说：“如果一个城市的街道看上去很有意思，那这个城市也会显得很有意思；如果一个城市的
街道看上去很单调乏味，那么这个城市也会非常乏味单调”。
同样，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一书中，也强调了道路环境对于路人认识城市的重要性，并认为道
路环境应该具有个性、方向性和可识别性等。
 1.2.3街道景观构成 1.系统分析 城市街道景观是由众多要素组织而成的复合环境系统，结合环境行为学
将人的领域行为空间划分为宏观环境、中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三个层次的方法，从人体观感和空间尺度
的角度出发对城市街道景观进行系统分析，可将街道景观系统分为以下三个主要层次： 1）宏观层次
——宏观层次包括整个城市范围内街道景观的总体布局、景观形态的分布与组织以及景观要素的构成
模式等内容，是对城市街道景观的总体印象，就仿佛是一幅城市街道景观的鸟瞰图，体现了一个城市
的总体街道景观特点。
对街道景观宏观层次的把握一般是通过对系统的大规模调查分析，由得到的无数景观片段拼贴而成，
以城市自然地理条件和城市整体路网为基底，以城市街道空间构成为主要内容。
 2）中观层次——中观层次是指街道局部区段的景观布局、景观形态的分布与组织以及景观要素的构
成模式等，它是人的视力所及范围内能够清晰识别的街道景观，是比较容易被人们感知和把握的范畴
，就仿佛是一幅对于城市街道景观的透视图或一段关于街道的动感摄影，与人对于街道景观的日常动
感体验和认知以及景观场所感的营建关系最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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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且行且思:北京城市街道景观》借鉴图底关系、城市意象等理论，从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形态出发，
对北京城市街景做出综合性考察和分析，主要从宏观城市空间、中观环境意象及微观环境细节等三个
方面对北京总体街道景观的形态特征予以梳理，指出其存在空间消极、意象模糊、细节混乱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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