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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讲述的内容有关城市的面貌，以及它的重要性和可变性。
城市的景观，在城市的众多角色中，同样是人们可见、可忆、可喜的源泉。
赋予城市视觉形态是一种特殊而且相当新的设计问题。
在检查这个新问题的过程中，本书着眼于三个美国城市：波士顿、泽西城和洛杉矶，提出了一种我们
由此可以开始在城市尺度处理视觉形态的方法，以及一些城市设计中的首要原则。
这项研究背后的工作，由Gyorgy Kepes教授和我本人进行指导，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城市和区域研究中
心完成。
几年来，这项工作一直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资助。
本书还是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联合城市研究中心出版的系列丛书中的一本，这个中心是由这两
所学院组成的一个城市研究活动机构。
任何智力工作，其内容的来源都多种多样，很难描绘。
有几位同行的相关研究对本书的形成有直接均关系。
他们是，戴维·克兰，伯纳德·弗雷顿，威廉·阿伦索，弗兰克·霍奇基斯，理查德·多博，玛丽·
艾伦·彼得斯 (现在是阿伦索夫人)。
对他们所有人，我都万分感激。
还有一个名字应该和我的名字一起放在标题页上，只是他不必为本书的不足之处负责，他就是Gyorgy
Kepes。
本书细节的发展和具体的研究是由我完成的，但作为基础的概念是与Kepes教授交换多次后产生的。
如果没有他，就不可能有我的观点。
对我来说，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凯文·林奇 麻省理工学院 195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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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座城市，无论景象多么普通都可以带来欢乐。
城市如同建筑，是一种空间的结构，只是尺度更巨大，需要用更长的时间过程去感知。
城市设计可以说是一种时间的艺术，然而它与别的时间艺术，比如已掌握的音乐规律完全不同。
很显然，不同的条件下，对于不同的人群，城市设计的规律有可能被倒置、打断、甚至是彻底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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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凯文·林奇，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院三十年之久，他帮助建立了城市规划系，并将之发展成为
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学院之一。
1988年，他的家人，朋友，同事为了纪念他，以他的名义设立了凯文·林奇奖学金，用以奖掖后进和
资助建筑学院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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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环境印象是观察者与他的环境之间两向过程的产物。
环境提示了特征和关系，观察者——以他很大的适应能力和目的——选择、组织然后赋予所见物一定
的意义。
这样形成的印象限定并强调了所见物，并且印象本身在不断交织的过程中，对照经过过滤的感觉输入
而得以检验。
不同的观察者对于一定的实体印象是有相当差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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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城市意象》最早是在清华的图书馆里看到的，应该是东南大学项秉任教授的译本，名为《城市印象
》。
记得是老师在课上推荐便借来一看，因为完全没有枯燥的理论，当时就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2000年夏天翻译此书时，感觉才是认认真真领悟书中的精髓。
凯文·林奇用朴素、生动的笔墨，在40 年前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评价城市形态的方法，首次提出了
通过视觉感知城市物质形态的理论，是对大尺度城市设计领域的一个重大贡献。
在今天的城市建设过程中，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包括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都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城市
设计的重要性。
书中所列举的三个城市以及他们在城市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多多少少都已经在我们身边的城市中出现
。
如果我们能够及早从“意象”的角度，认识到城市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也许我们的城市建设会少
走一些弯路。
虽然这本书文字不多，但翻译完成仍是让人兴奋的一件事。
尤其是在写此后记之前，我有机会去了一次波士顿，原来书中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呈现在眼前，是一
种陶醉。
更让人惊讶的是，当我向在波士顿居住多年的朋友讲解书中的内容时，所有的人都有近乎一致的感受
，这是在凯文·林奇写此书 40多年之后!城市意象是如此长久而根深蒂固，规划师和建筑师应该深感责
任的重大，我们建设的城市将不仅仅服务我们这一代人! 凯文·林奇曾经师从弗兰克·劳埃德·莱特
，《城市意象》是他较早的一部著作，之后还有1972出版的What Time Is ThisPlace?1976年的Managing
the Sense of Region，以及1981年的Good City Form，都是他在城市设计领域较为重要的著作，其中Good
City Form 在美国至今仍是许多学校的教科书。
希望此书中译本的再版，能够得到众多热心城市建设的人士的关注。
虽然只是一本十多万字的小书，翻译过程却也前前后后经历了一年多。
感谢所有在此期间帮助过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尤其要感谢张杰教授不断的鼓励和指导，四川大学外语
学院的阚晴讲师悉心校对，以及编辑赵真一女士的耐心协助。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建筑学院 方益萍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 何晓军 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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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讲述的内容有关城市的面貌，以及它的重要性和可变性。
城市的景观在城市的众多角色中，同样是人们可见、可忆、可喜的源泉。
赋予城市视觉形态是一种特殊而且相当新的设计问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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