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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孔坚资料清单 （Dumbarton Oaks，2009） 
 

A 丹霞山资料 / Documents on Red Stone National Park 

1. 丹霞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图集 / Red Stone National Park Master Plan 
2. 风景评价研究图片资料 / Images for Studies of Landscape Evaluation 
3. “观光旅游资源美学评价信息方法探讨”手稿 / Manuscript of “Methods on the Landscape 

Information System for Aesthetic Evaluation of Tourist Resources” 
4. “丹霞风景区景观美学分析”手稿 / Manuscript of “Red Stone National Park Landscape 

Aesthetic Analysis” 
 
 

B 风水研究资料手稿 / Documents on Feng-shui Studies 

1. 景观理想与生态经验 / Landscape Ideals and Ecological Experiences 
2. 盆地经验与中国农业文化的生态节制行为  / Basin Topography and Ecological Chinese 

Agricultural  
3. 风水模式深层结构之探析 / Exploring the Deeper Structure of Fengshui Pattern  
4. 风水说的生态哲学思想及理想景观模式 / The Ecological Philosophy and Ideal Landscape 

Pattern in Fengshui Theory 
5. 景观生态思想与风水说 / Landscape Ecology and Fengshui Theory 
6. 理想景观结构的生态史观 / Historical View of Ecology in the Ideal Landscape Pattern 
7. 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环境 / The Ideal Environment in Chinese Minds 
8. 《理想景观探源》部分插图 / Part of the Book Illustration for Tracing the Origin of Ideal 

Landscapes (1998) 
 

C Carl Steinitz 修改的俞孔坚论文 / YU Kongjian’s papers with correction by 

Carl Steinitz 

 

D 英文文章与会议论文 / Articles and Conference Papers in English 

1. 1990 Yu Kongjian, Basin Experience of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Ecological Prudence, Human 
Systems Ecology (Edited by Wang Rusong, Zhao Jingzhu, Ouyang  Zhiyun), China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s, pp. 63-71  

2. 1992  “Keeping the living Qi: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logical Economics, Stockholm, Sweden 

3. 1992 “Experience of bansin landscapes in Chinese agriculture has led to ecologically prudent 
engineering.” In L. O. Hansson and B. Jungen, (eds.) Human Responsibility and Glob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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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Goteborg, Sweden. pp. 289-299. 
4. 1993 “Infinity in bottle ground: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garden.” Arnoldia 53(1): 2-7 
5. 1994 Landscape into places: Feng-shui model of place making and some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In Clark, J. D. (ed.) History and Culture. 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USA. pp. 
320-340. 

6. 1995 Security Patterns in Landscape Planning with a Case Study in South China. Doctorial Thesis,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MA. USA. 

7. 1995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s of landscapes: concept, method and a case study. Proceedings 
of Geomatics ’95. Hong Kong. pp. 396-405. 

8. 1995 “Cultural variations in landscape preference: comparisons among Chinese sub-groups and 
Western design expert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32)107-126. 

9. 1995 Local peoples and tourists: two models of change -a case study of Red Stone National Park. 
In Proceedings for the 32nd IFLA World Congress, Bangkok, Thailand. 

10. 1996  Security patterns and surface model and in landscape planning.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 36(5):1~17. 

11. 1996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s in landscape and GIS applic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s. 1(2):88-102. 

12. 1997 Yu, Kongjian, Ecologists, farmers, tourists -GIS support planning of Red Stone Park, China. 
In Craglia, M. and Hellen, C. (ed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Research：Bridging the Atlantic. 
Taylor & Francis. pp. 480-494. 

13. 1997 Yu, Kongjian, Security patterns: a defensive approach toward landscape and 
environmental planning. In T. Sellis and D. Georgoulis (eds.), Proceedings, Athen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Urban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Informatics to Planning in An Era of 
Transition. National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Athens,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Dept.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pp. 453-463. 

14. 2006 Kongjian Yu, Dihua Li and Nuyu Li, The evolution of Greenways in China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76: 223-239. 

15. 2007 Kongjian Yu and Mary G. Padua, China's cosmetic cities: Urban fever and superficiality, 
Landscape Research, Volume 32, Issue 2 April 2007, pp. 255-272.  

16. 2008 Yu Kongjian, Li Hailong, Li Dihua, The Negative Approach and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The 
Smart Preservation of Natural System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6: 937-958 

17. 2008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as a Tool for Smart Preservation and Smart Growth: The Negative 
Approach, 44th ISOCARP Congress 2008, Dalian, China 

18. 2008 Yu Kongjian， Zhang Lei and Li Dihua, Living with Water: Flood Adaptive Landscap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of China Journal 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2：6-17 

 

E 中文文章  (1990-2001) / Articles and Conference Papers in Chinese 

(1990-2001) 

http://www.atypon-link.com/CWEY/loi/j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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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7 风景评价的认知学派模型,地理新论,2(2): 62-67. 
2. 1987 论景观概念及其研究的发展,北京林业大学学报,9(4):433-439. 
3. 1988 论风景美学质量评价的认知学派,中国园林,第 1 期: 16-19. 
4. 1988 自然风景质量评价——BIB-LCJ 审美评判测量法,北京林业大学学报,10(2):1-11. 
5. 1989 观光旅游资源美学评价信息方法探讨,地理学与国土研究,5(4):34-40. 
6. 1990 “风水”模式深层意义之探索,大自然探索,第 1 期:87-93. 
7. 1990 中国人的理想环境模式及其生态史观,北京林业大学学报,12(1):10-17. 
8. 1990 丹霞风景名胜区的旅游开发研究(与陈传康合作),地理学报,45(3):284-294. 
9. 1990 专家与公众审美差异研究及其对策,中国园林,第 2 期:19-23. 
10. 1991 自然景观空间之探索－－南太行山经典峡谷景观韵律美评价 ,北京林业大学学

报,13(1):9-17. 
11. 1991 景观保护规划的景观敏感度依据及其案例研究,城市规划, 15(2:46-49). 
12. 1991 景观敏感度及其阈值评价研究,地理研究,10(2):38-51. 
13. 1992 盆地经验与中国农业文化的生态节制景观,北京林业大学学报,14(4):37-44. 
14. 1997 俞孔坚，李迪华城，城乡与区域规划的景观生态模式.国外城市规划.3:27-31 
15. 1997 俞孔坚，社区设计体现地方精神──印尼珍珠泉度假与居住社区设计有感.国外城市

规划.3:56. 
16. 1998 俞孔坚，规划的理性与权威之谬误，规划师，1：104－107 
17. 1998 俞孔坚，从世界园林专业发展的三个阶段看中国园林专业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中

国园林，Vol.14, No.55/1998(1):17-21 
18. 1998 俞孔坚，李迪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生物多样性，3:205-212. 
19. 1998 俞孔坚，可持续环境与发展规划的途径及其有效性，自然资源学报，Vol.13(1):8-15 
20. 1998 俞孔坚，叶正，段铁武，李迪华，论城市景观生态过程与格局的连续性――以中山

市为例， 城市规划， 4：14－17 
21. 1998 俞孔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设计理论与方法，中国园林，1998(5)：20-21 
22. 1998 俞孔坚，哈佛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专业教学体系,建筑学报 2：58－62 
23. 1998 俞孔坚，景观生态战略点识别方法与理论地理学的表面模型，  地理学报， 

Vol.53:11-20 
24. 1999 俞孔坚 段铁武 李迪华等，景观可达性作为衡量城市绿地系统功能指标的评价方法

与案例，城市规划，Vol.23(8):8~11 
25. 1999 俞孔坚，谨防城市建设中的“小农意识”和“暴发户意识”，城市发展研究， 4：52~53 
26. 1999 俞孔坚， 刘东云 美国的景观设计专业，国外城市规划， No.1:1-9. 
27. 1999 俞孔坚，生物保护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生态学报， 19(1)：8－15 
28. 2000 ,俞孔坚，吉庆萍, 国际城市美化运动之于中国的教训(上)，中国园林，1:27-33. 
29. 2000 俞孔坚，吉庆萍, 国际城市美化运动之于中国的教训(下)，中国园林，2:32-35 
30. 2000 俞孔坚，从田园到高科技园园的涵义（之一），中国园林，4：46-51 
31. 2000 俞孔坚，从田园到高科技园园的涵义（之二），中国园林，8：37-41 
32. 2000 俞孔坚，追求场所性：景观设计的几个途径及比较研究，建筑学报 2：45-48 
33. 2000 俞孔坚，李健宏,张东, 从场地特征中寻找生态与文化主题---深圳宝安上合公园规划, 

规划师,16(5):32-34. 
34. 2000 俞孔坚，高技术中心设计的场所性---- 以中关村西区规划方案为例.城市规划，5：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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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000 俞孔坚，为创新过程而设计----中关村西区规划方案，建筑学报 10：49-52 
36. 2000 俞孔坚，张东, 一个创新的网络，生命绿树之果中关村软件园规划方案.北京规划建

设,5:17-19. 
37. 2000, 李迪华,俞孔坚，城市形象与城市特色的灵魂------ 一份来自三峡移民新城规划建设调

查的启示, 中国园林，2:26-28 
38. 2001, 俞孔坚 王建 张晋丰,西藏昌都中路设计与建设，中国人居环境发展研讨会主导报

告，中国人居环境发展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建设部，pp6-13 
39. 2001,俞孔坚, 曼驮罗的世界：西藏昌都中路设计，国际建筑中心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Building Centers）2001 年大会主导报告, 国际建筑中心联盟 2001 年大会组委会，国际建

筑中心联盟 2001 年大会论文集，47-51 
40. 2001 俞孔坚，一个不散的幽灵：暴发户与小农意识下的城市化妆运动，雕塑，1：1-19 
41. 2001 俞孔坚，大树移植之患，城市发展研究，2001（2）：78 
42. 2001 俞孔坚 李迪华 段铁武， 敏感地段的景观安全格局设计及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以

北京香山滑雪场为例,中国园林，1：11-16 
43. 2001 俞孔坚,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十大景观战略,在全国人居环境发展研讨会上的报

告（2001.10.25，北京）和 21 世纪绿色城市论坛上的报告（2001.11.9 厦门） 
44. 2001 俞孔坚 李迪华,景观与城市的生态设计:概念与原理,中国园林,6:03-10. 
45. 2001 俞孔坚，城市规划建设慎蹈百年覆辙:从国际城市美化运动看当今中国之城市化妆,

首届世界规划教育院校大会主导发言, 2001-7-13,,上海。规划师， 2001，9 
46. 2001 俞孔坚，张东 等， 生命细胞、景观格局与创新网络---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规划。城

市规划，5：76-80 
47. 2001 俞孔坚 张东 李向华等生命的细胞与可持续的创新网络----《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修建

性详细规划》实施方案，北京规划建设，2001，2：17-19 
48. 2001 俞孔坚 李迪华 孟亚凡，湿地及其在高科技园区中营造，中国园林，2：26-28 
49. 2001 俞孔坚，黄国平，高科技园区的发展战略与生态规划：广东省南海信息产业园案例，

城市发展研究，3：58-64 
50. 2001 俞孔坚，咸阳中华广场释注， 规划师，3：107 
51. 2001 俞孔坚，警惕：暴发户与小农意识下的城市美化运动及其危害，中国建设报，4 月

16 日 
52. 2001 俞孔坚 足下的文化与野草之美―中山歧江公园设计，新建筑，2001(5):17-20 
 

F 中文文章  (2002-2008) / Articles and Conference Papers in Chinese 

(2002-2008) 

2002 
1. 2002 俞孔坚,景观的含义, 时代建筑, 1：14-17. 
2. 2002 俞孔坚 李迪华 潮洛蒙，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十大景观战略,规划师,6:9-13 
3. 2002 俞孔坚 李健宏,一个小庭院的设计－北京西洼高尔夫会所, 中国园林，2：13-14 
4. 2002 俞孔坚，胡海波，李健宏，水位多变情况下的亲水生态护岸设计－－中山岐江公园

案例,中国园林,1: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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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2 俞孔坚,难忘的禁林——87 年首届城市规划青年论文竞赛回顾,城市规划，8：74-75 
6. 2002 俞孔坚，王建，张晋丰，曼陀罗的世界:西藏昌都昌庆街设计与建设,建筑学报,3:41-45 
7. 2002 俞孔坚 刘玉杰 张蕾,与自然、城市及历史的对话--沈阳市北塔公园规划设计, 中国园

林，3：37-40 
8. 2002 俞孔坚 刘向军 张蕾，设计显现地方精神——奥林匹克公园“龙之谷”方案景观构

思，中国园林，5：30-32 
9. 2002 俞孔坚，城市生态十大战略，生态经济 2：35-36 
10. 2002 俞孔坚 庞伟,理解设计:中山岐江公园工业旧址再利用,建筑学报, (08):47-53 
11. 2002,俞孔坚 李迪华,论反规划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杭州城市绿

色论坛论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55-68 
 
2003 
1. 2003 俞孔坚 李迪华，城市河道及滨水地带的“整治”和“美化”，现代城市研究，5：29-32 
2. 2003 俞孔坚 石颖 郭选昌，设计源于解读地域、历史和生活——都江堰水文化广场，建

筑学报，9：46-49 
3. 2003 俞孔坚，凌世红，李向华，刘亦忻等，从区域到场所：景观设计实践的几个案例，

建筑创作，2003（7）：70-79 
4. 2003 俞孔坚 石颖 吴利英，北京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东段)国际竞赛获奖方案介绍，中国

园林，11：14-16 
5. 2003 俞孔坚 李迪华，城市景观之路，群言，2003（11）：9-13 
6. 2003 俞孔坚，以土地的名义：对景观设计的理解，建筑创作，（7）：18-29 
7. 2003 俞孔坚 李伟，以新文化运动的名义:呼唤白话的景观与白话的城市,为中国而设计,中

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环境艺术设计委员会,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编,12-18 
 
2004 
1. 2004 俞孔坚 李迪华 李 伟，论大运河区域生态基础设施战略和实施途径，地理科学进展，

1：1-12 
2. 2004 俞孔坚，刘向军等，给建筑一个环境_西安千年文化商业街设计，城市建筑，1：18-22 
3. 2004 俞孔坚 王建 张晋丰，曼陀罗的世界：西藏昌都旧城改造新思维，重庆建筑，1：6-9 
4. 2004 俞孔坚，土地的设计：景观的科学与艺术，规划师，2：13-17 
5. 2004 俞孔坚 周年兴 李迪华，不确定目标的多解规划研究 ——以北京大环文化产业园的

预景规划为例，城市规划，03:57-61 
6. 2004 俞孔坚 刘向军，走出传统禁锢的土地艺术：田，中国园林，02：13-16 
7. 2004 俞孔坚 万钧 石颖,寻回广场的人性与公民性：成都都江堰广场案例,新建筑 4:25-28 
8. 2004 俞孔坚 李迪华,《景观设计：专业学科与教育》导读, 中国园林,5：7-14 
9. 2004 俞孔坚 张蕾 刘玉杰，城市滨水区多目标景观设计途径探索 ——浙江省慈溪市三灶

江滨河景观设计,中国园林 5:28-32 
10. 2004 俞孔坚，还土地和景观以完整的意义：再论“景观设计学”之于“风景园林”， 中

国园林，07：P37-40 
11. 2004 俞孔坚 李伟,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白话的城市与白话的景观,建筑学报,08, 5-8 
12. 2004 俞孔坚 李鸿 李斌 庞伟，“福田”——试验田演绎——论深圳市中心区中心广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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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轴景观工程设计，城市规划，09：93-96 
13. 2004 俞孔坚，活的建筑需要寻常景观，房地产世界，1：36-37 
14. 2004 俞孔坚，当代中国公共艺术的责任，美术观察，2004（11）：12 
15. 2004 俞孔坚 李伟，以新文化运动的名义:呼唤白话的景观与白话的城市,为中国而设计,中

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环境艺术设计委员会,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编,12-18 
16. 2004, 俞孔坚，以城市美化的名义：当代中国城市“暴发户文”化现象剖析，世界文化的东

亚视角：中国哈佛-燕京学者 2003 北京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71-185 

17. 2004,周年兴  俞孔坚 ,风景区的城市化及其对策研究——以武陵源为例 ,城市规划汇

刊,1:57-61 
18. 2004，李伟 俞孔坚 李迪华，遗产廊道与大运河整体保护的理论框架，城市问题，01:28-31 
19. 2004，周年兴 俞孔坚 李迪华，信息时代城市功能及其空间结构的变迁，地理与地理信息

科学，02：69-72 
20. 2004，俞孔坚, 寻常景观的诗意,中国园林, 12：25-28 
21. 2004，俞孔坚，世界遗产概念挑战中国，中国园林,11:68-70 
 
2005 
1. 2005 俞孔坚，黄刚，李迪华，刘海龙，景观网络的构建与组织——石花洞风景名胜区景

观生态规划探讨，城市规划学刊，3：76-81 
2. 2005 俞孔坚，美化城市还是破坏城市，美术观察，2：20-22 
3. 2005 俞孔坚，李伟，李迪华，李春波，黄刚，刘海龙, 2005, 快速城市化地区遗产廊道适

宜性分析方法探讨 ——以台州市为例， 地理研究, 1:69-76 
4. 2005 潮洛蒙 俞孔坚，城市湿地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对策，中国建筑信息，3：9-12 
5. 2005 俞孔坚，李迪华，刘海龙，程进，基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城市规

划， 9：76-80 
6. 2005 俞孔坚 李迪华 韩西丽，论“反规划”，城市规划， 09:64-69 
7. 2005 俞孔坚，雅各布的生死明鉴，中国新闻周刊，9 月 5 日 P66 
8. 2005 俞孔坚，环评结论有待续写，绿叶，7：20-21 
9. 2005, 俞孔坚，张蕾，周菁，新苏州园林：运河工业文化景观廊道——苏州运河（宝带桥

至觅渡桥段）两岸景观规划案例，城市水景观建设和水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

扬州，2005.5.30-3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10. 2005，俞孔坚，城市景观之路——通向生态与人文理想，国家图书馆，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

文化讲座，北京图书馆出版社,p271-313 
11. 2005，俞孔坚 王志芳 黄国平，论乡土景观及其对现代景观设计的意义，华中建筑，

04:123-126 
12. 2005，俞孔坚 韩毅，韩晓晔,将稻香溶入书声——沈阳建筑大学校园环境设计，中国园林，

5：12-16 
13. 2005，俞孔坚，刘玉杰，刘东云，河流再生设计——浙江黄岩永宁公园生态设计，中国园

林，5：1-7 
14. 2005,朱强  俞孔坚  李迪华，生态学报，景观规划中的生态廊道宽度，2005(vol.25 

no.9):2407-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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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05，周年兴,俞孔坚,李迪华， 2005，风景名胜区规划中的相关利益主体分析———以武

陵源风景名胜区为例，经济地理， Vol. 25 , No. 5：716-719 
16. 2005，李伟 俞孔坚，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动向——文化线路，城市问题，4:7-12 
 
2006 
1. 2006 俞孔坚, 走向新景观,建筑学报,2006,5:73 
2. 2006 俞孔坚，绿色景观：景观的生态化设计，第二届国际智能、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

会暨新技术与产品博览会特报告，建设科技， 7：28-31 
3. 2006 俞孔坚，"园"的变迁，生命世界，2006（4）：79-85 
4. 2006 俞孔坚,关于防止新农村建设可能带来的破坏、乡土文化景观保护和工业遗产保护的

三个建议, 中国园林，8：08-12 
5. 2006 俞孔坚，关于生存的艺术，城市环境设计，2007（1）：60-63 
6. 2006 俞孔坚， 方琬丽, 中国工业遗产初探, 建筑学报，8：12-15 
7. 2006，俞孔坚,新农村建设宜先做“反规划”，北京规划建设，3：189-191 
8. 2006，周年兴, 俞孔坚, 黄震方，关注遗产保护的新动向: 文化景观， 5：61- 05 
9. 2006，周年兴 ,俞孔坚 ,黄震方，绿道及其研究进展，生态学报，Vol. 26 ,No. 9：3108-3116 
10. 2006, 俞孔坚,伦理学视野中的新农村建设：“新桃源”的陷阱和出路，科学对社会的影响，3：

26-31 
11. 2006, 俞孔坚 李迪华 韩西丽 栾博,新农村建设规划与城市扩张的景观安全格局途径：岗

案例, 城市规划学刊,5:38-45 
12. 2006, 俞孔坚, 高悬在城市上空的明镜——再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北京规划建设，3：

97-98 
 
2007 
1. 2007 俞孔坚 李迪华 韩西丽，“反规划”之台州案例，建筑与文化，1：20-23 
2. 2007 俞孔坚，国际性与民族身份：中国当代景观与城市设计实践，建筑与文化，1：12-15 
3. 2007 俞孔坚，节约型城市园林绿地理论与实践. 风景园林，1：55-64 
4. 2007 俞孔坚 李迪华，可持续景观，城市环境设计，2007(1)：7-12 
5. 2007 俞孔坚 凌世红 金圆圆，滩的回归_上海世博会园区后滩公园，城市环境设计，5：

53-56 
6. 2007 俞孔坚，专家谈蛇岛老铁山，人与生物圈，1：78 
7. 2007 俞孔坚，李迪华 韩西丽 裴丹，网络化和拼贴：拯救乡土村落生命之马岗案例，城

市环境设:02：26-33 
8. 2007 俞孔坚 凌世红 马特，蔓延———上海世博园中心绿地 设计与工业遗产利用，建筑

与文化，1：24-26 
9. 2007 俞孔坚 凌世红 方琬丽, 棕地生态恢复与再生——上海世博园核心景观定位与设计

方案, 建筑学报, 2007(2):27-31. 
10. 2007 俞孔坚，寻回广场的人性与公民性:以都江堰广场为例，城市环境设计, 2：38-48 
11. 2007 俞孔坚 韩西丽 朱强, 解决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生态基础设施途径, 自然资源学

报,2007,2(5): 808-816. 
12. 2007 俞孔坚 张蕾，黄泛平原古城镇洪涝经验及其适应性景观，城市规划学刊，（05）：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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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07 俞孔坚，陈晨， 牛静，最少干预——绿林中的红飘带 ：秦皇岛汤河滨河公园设计，

城市环境设计，1：19-27 
14. 2007 俞孔坚，石春 尤文元，非常地方的寻常景观——中共中央党校东区景观设计，城市

环境设计，1：47-53 
15. 2007，俞孔坚，关于生存的艺术，城市环境设计，1：60-63 
16. 2007,俞孔坚，张蕾,基于生态基础设施的禁建区及绿地系统——以山东菏泽为例,城市规

划,2007（12）：89-92 
17. 2007，俞孔坚,田的艺术——白话景观与新乡土, 城市环境设计,2007（6）：10-14 
18. 2007，俞孔坚，朱强，李迪华，中国大运河工业遗产廊道构建：设想及原理（上、下篇）, 

建设科技， No.11：28-31； No.13：39-41 
 
2008 
1. 2008 俞孔坚，波士顿中国城公园：记忆与展望，城市环境设计，1：58-63. 
2. 2008 俞孔坚 李迪华 李伟，京杭大运河的完全价值观，地理科学进展，2008（02）：1-9 
3. 2008 俞孔坚，新唐人街——波士顿的中国城公园， 建筑学报，（03）：60-63 
4. 2008 俞孔坚，怀念周维权先生，城市环境设计，1：104 
5. 2008 俞孔坚，城市性的批判和走向生存艺术的城市设计，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2008（02 ）：40-42 
6. 2008 俞孔坚 奚雪松 王思思，基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城市风貌规划，城市规划，3：87-92 
7. 2008,俞孔坚，景观十年：求索心路与践行历程，景观设计学，2：14-17 
8. 2008 俞孔坚，熊亮，李青，刘文晋，李迪华，震后农民居民安置研究——以四川卧龙特

别行政区居民安置为例，新建筑，04：76-79 
9. 2008 俞孔坚，李博，李迪华，自然与文化遗产区域保护的生态基础设施途径——以福建

武夷山为例，城市规划，2008（10）：88-91 
10. 2008 俞孔坚，重建家园的精神空间，新建筑，04：28-30 
11. 2008 俞孔坚，张蕾 黄泛平原适应性“水城”景观及其保护和建设途径，水利学报，2008

（6）：688-696 
12. 2008 俞孔坚 贾军 石春，土地伦理注解绿色与人文精神_北京奥运沙滩排球场外围及赛后

景观设计，风景园林，3：27-30 
13. 2008 俞孔坚 龙翔 凌世红 刘向军，上海浦西江南广场公园规划设计，城市建筑，5：44-46 

 

G 已装订好的文件 / Bound Materials 

1. 哈佛大学博士论文 / Doctor’s Dissertation at Harvard GSD 
2. 中国国家地理风水专辑 / Special Issue on Fengshui,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3. 俞家谱 / Family History of the YU Clan 
4. 中国国土生态安全格局规划研究报告（验收稿）/ Research Report of Chinese National 

Landscape Security Pattern Plan (submission) 
5. 国土生态安全格局规划图册（验收稿）/ Illustr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Landscape Security 

Pattern Plan (sub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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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反规划”途径 / The Path to Negative Planning 
7. 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新版）/ Landscape: Culture, Ecology and Senses (new edition) 
8. 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旧版）/ Landscape: Culture, Ecology and Senses (old edition) 
9. 大运河研究报告 / Research Report on the Grand Canal 
10. 理想景观探源 / Tracing the Origin of Ideal Landscapes 
11. 城市景观之路 / The Path to Urban Landscape 
12. landscape design drawings and sketches of Turenscape 
13. 景观设计：专业学科与教学/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e Profession and Education 
14. The Art of Survival: Recoveri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 光盘 / Discs 

光盘（一）： 
1．The Negative Planning: Taizhou Project 
2．The Red Ribbon 
3．Floating Garden: Yongning River Park 
4．The Rice Paddy Campus 
5．Boston China Town Park 
 
光盘（二）： 
6．The Zhongshan Shipyard Park 
7．Dujiangyan Square 
8．The Olympic park 
 
光盘（三）： 
9． The Adaptation Palettes 
10．Qinghuangdao Beach 
11．EI based planning, Beijing 
12．selected interview and media about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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