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副校 建勇主持开幕式 

　　从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到2010年两会的 号提案，“低碳 ”逐 成 世界各地关注度最高的名 之一。未来中

国是以低碳 展 国家基本 略之一。本次会 主 “低碳•景 •未来”，主要探 及研究建筑与景 的低碳 。

了推 中国低碳景 的 展，融合国 景 界“低碳景 ”的主流 ，中国 境 国 学 研 会 委会特

召开本次国 会 ，旨在 立学 研究平台， 中国 境 学 理 研究做一些基 性的工作。 

　　“中国 境 国 学 研 会”是以中国 境 的国 性学 研究 前提的学 研 会，是以关注学 前

沿、平等交流、共同参与 主体的国 性学 探 的开放性平台。也是 大学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 目内容

之一。由 大学和中国建筑工 出版社主 的第一届和第二届会 分别于2007年5月9日和2008年5月22日在 大学

行，都取得了 成功。 

　　从不同的 角 “低碳”的 ，正是本次国 学 研 会的一大亮点。 此， 大学特别邀 了日本当代 境

开拓者、世界著名建筑大 谷川逸子（Itsuko Hasegawa）、日本著名城市景 学 家佐佐木叶（Yoh Sasaki）教

授、德国著名景 建筑 斯•海因斯多夫（Markus Heinsdorff）教授、欧洲著名景 、柏林市中心ULAP广

提尔•雷瓦德（Till Rehwaldt）教授、荷 境能源部城市可持 展C2C 会主席大 • •姚斯特拉（Douwe

Jan Joustra）先生，以及 大学 境 研究院院 、 大学 境 学科学 人 度教授等多位国内

外著名 家、教授以及全国多所高校 境 的教授、学者，共同就“低碳•景 •未来”的 行研 。 

 

　　　　　　　　　　　　　　　 大学 境 研究院院 度教授 

“从 到 ”—— 生命受到如襁褓般的呵  

　　与会 家、荷 国家 境能源部城市可持 展C2C 会主席大 • •姚斯特拉借 迈克尔•布朗嘉《从 到

》一 中的 点，指出“从 到 ”的核心是“可持 展”。其目 是通 改 方式、生 方式、 售方式，“使

地球 得比我 它 更加美好”。具体来 ，包括在 境 ，考 “不使用 人类和生 健康有害的原材

料”，“考 原材料的循 利用，以养分管理代替垃圾管理”，“ 回收利用的原材料 造新的市 ， 宝”等。 种

方式不 可以 生 、 和社会文化 来增 ，也可以把人类 其自身和 境的 害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生命受到

如襁褓般的呵 。 

“批判的再生”—— 史与 代的建筑哲学 

世博助推 境 家踏上“低碳”之旅-----第三届中国 境 国 学 研 会 利召开

　　由中国建筑工 出版社、 大学等 位共同 的第三届中国 境 国 学 研 会10月23日在 大学

隆重开幕， 大学党委 朱 中、中国建筑工 出版社 沈云勤、荷 上海 事 副 事浦熙 、中国 境

委 会副会 汗青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大学副校 建勇主持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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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再生”——历史与现代的建筑哲学 

　　日本当代著名设计师长谷川·逸子表示，作为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在对其建筑进行保留的同时，还有一些在历史之上

的发展，在历史建筑之上的新的建筑，这是作为一个建筑师努力的方向。她认为，在各地的独立生活模式被破坏之前，

必须要考虑的就是让它再生的问题。地域的一些固有文化并不是封闭的，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受到不同文化所影响

的，不断变化所成熟起来的。这样一个批判的再生的关系，不是指要把过去旧的东西留下来，而要用成熟化的方式把关

系性的文化和传统重新发扬起来，并连接到我们的身体和感知的必要性，不断进行高涨。 

“博风汉骨”——融合东方美学思想的生活态度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兼职教授王兴田将中国传统的“大美无言”、“谷风林土”等审美理念融入建筑设计之中，就地取材、

依山而建，巧妙利用自然的采光、通风、日照，在青山环抱、竹翠盈盈中设计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建筑物。 

 　　　　　　　　　　　　　　　　　　　　　　　会议现场 

 

　　　　　　　　　　　　　　　　　　　　　　演讲嘉宾答记者问 

　　本次学术论坛主席、东华大学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院院长鲍诗度教授表示，在世界城市化的进程中，如何通过无碳

环保的艺术设计，让环境回归本质、回归自然，从自然到自然，让人们的城市生活更加美好，是这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探讨的学术问题。当前世界各国对环保问题都十分关注，我国自古崇尚自然，崇尚“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但作为一个发

展中的大国，与发达国家比起来，我国当前在环境保护方面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东华大学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愿利

用自身的学科优势和设计能力，借世界环境艺术设计专家之力，为国家的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贡献一份力量。只要

我们共同努力，相信“每家每户門前都有小河流过”的图景也能出现在城市生活中。 



 

　　　　　　　　　　　　　　　　　　　　　　　与会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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