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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带动了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的扩张，更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物质
对人的束缚，城市居民物质、精神需求的提升，改变了人的个体对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居所的要
求。
城市走上更新之路大量老建筑因为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不得不拆除或者改造。
同时保护城市文脉、寻求城市建筑特色的呼声也更加响亮，城市与建筑走过了“暴发户”心态下的求
新求洋、盲目模仿之后，开始理性地思考导致其不断更新的本源，寻求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求的核心道路。
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师，在城市更新与老建筑改造过程中，担负着非常重要的社会责任。
城市发展的需求、业主的需求、未来建筑使用者的需求的差异，节约资源、节约资金的需求和对高舒
适度的需求之间的矛盾等等都需要设计师更好地协调，尽可能做到各个方面都满意。
协调好这些关系城市体系运行将会更加顺畅，促进区域的健康发展；建筑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成为更长期受到喜爱的建筑，而不是建成后不久就想拆掉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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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城市规划、建筑及室内设计项目，每个项目都包括前期创意设计、手绘表现、局部细
化、效果图及实景照片。
本书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直观易懂，不仅能为读者提供参考，也能帮助读者打开创作思路。
该书所选的设计项目较为典型，有很高的专业参考价值；确定的主题和结构思路新颖、明确。
     本书适合城市规划、建筑、室内设计专业人员，以及设计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借鉴。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设计思源>>

作者简介

　　梁晨，1970年生于宁夏银川；1996年，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工艺美术系装潢设计专业；1997-2001
年，北京五洲工程设计研究院一所，助理建筑师；2001年，北京艺诚筑雅轩建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设计总监；2004年，北京凯帝克建筑设计公司（甲级建筑设计院）环境艺术研究所，所长；2005年，
获高级室内设计师（CIDA）资格证书。
主要成果：2004年09月，“中国现代餐饮空间”部分设计作品在中国建筑双年展上参展；2004年10月
，主持设计的“北京惠通广联达休息空间”作品荣获第五届中国室内设计双年展铜奖；2004年11月，
主持设计的北京中安宾馆装饰工程在中华建设报上发表；2006年12月，北京奥运交通指挥中心办公楼
铜奖。
　　梁正，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高级建筑师，北京市评标专家。
祖籍湖南，出生于甘肃，成长于宁夏，求学于陕西，工作于北京。
从业以来始终工作在建筑设计的前沿；在北京参与过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在深圳、香港从事过室内
设计，在广西北海投资过房地产开发，在海南见证过建设大浪的潮起潮落⋯⋯现已历练成长为甲级建
筑设计公司的总建筑师。
近年来先后被聘任为南宁、敦煌、锡林浩特等城市的特聘咨询专家评审工程项目，作为北京市的评标
专家也多次受邀参与各类工程项目的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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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设计理念：国家大剧院在全球所引起的关注和讨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征：有人批评国家大剧
院“水蒸蛋”的方案与周边环境极不协调，也有人赞誉其大胆的创新精神，更有西万媒体胡乱评论这
个大蛋壳里包裹的是中国经济强人之后的“帝国精神”，无论如何，在天安门广场、人民人会堂、故
宫、中南海以及大片的小四合院中间的水面上，一个晶莹的“巨蛋”将长期存在了。
　　或许大剧院的确与周边并不和谐，或许正如其设计者安德鲁所说，在那样的一个场景下，任何方
案都会被认为是平庸或者不协调的，只有打破协调才是最大的协调。
一个标志性建筑的诞生，总是伴随着全社会的大讨论，因为这个建筑动了整个城市文化的“奶酪”。
　　我们无法否定的是，国家大剧院周边，历来就是城市中冲突最激烈的舞台。
历史的演进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早在清末，这里就有了大量的西洋式建筑；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大会堂，显然是受到前苏联影响
极深的建筑；到了21世纪，国家大剧院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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