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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的图像（人类建造环境的结构和形式）可以像一篇历史文献一样辨认，但这是以知识为前提的，
为什么我们的城市是这样产生的，我们如何体验它们。
关于两个世纪的城市规划的本书说明了从工业化时代城市革命性的新建和扩建到我们这个时代表面上
混乱地生长的城市景观的城市化进程的最重要阶段和基本趋势。
从早期的企业主住宅区以来经过20世纪20年代的城市规划方案至战后的卫星城城市规划的目标构想和
理念不断改变，城区的平面轮廓、建筑物的建筑方式和由此造成的当时的生活条件也发生变化。
    本书准确地阐述了得出规划和规划方案的复杂的内在联系、规划的政治和社会经济背景以及对规划
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和意识形态。
这本资料丰富的书籍不仅具有大量的文献、平面图、轮廓图和图片，还具有从19世纪直至现代的历史
性概述，它不仅能激起人们对“城市现象”进行深入探究，还能表明，这些过去的城市问题和解决方
案我们今天仍在研究，而且可以由此得出用于未来决策的标准和行动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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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迪特马尔·赖因博恩(Dietmar Reinborn)在斯图加特大学城市规划学院任教并参与规划和研究的实际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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