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ministrator
附注
我认为作者对创造力的结构还不是很理解













Administrator
附注
作者应该用朴实简单的语言来描述这些简单的事实。





Administrator
附注
组构的定义很精妙



Administrator
附注
要是他还能够表述的更为简洁，就更好。







Administrator
附注
这几乎有些让人难以置信，我常常觉得人们一定会先了解它的局部包括它的内容和功能，而后才可能形成对整体组构的理解。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这句话太到位了





Administrator
矩形
估计作者是活在22世纪的未来人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附注
这作者是水啊，哥德尔比海森堡更加深刻的揭示出一切结构性的方法都不可能一劳永逸的生成所有真命题，任何一个系统必然具有复杂性和创造性。





Administrator
附注
真是很有共鸣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附注
竖条给人的直觉是相反的，我以为图形的变形会使得其失去原来的中心对称性，所以，对称系数会降低，但事实并非如此。



Administrator
附注
TMD，这里的垂直和水平不是相反了么？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附注
不知山老在说什么。。。

Administrator
附注
呀哈里难以理解。。。

















Administrator
附注
这让我想起了海口南国超市的冷清，或许我应该可以从空间句法的角度阐释它为何冷清。











Administrator
附注
按照Peponis的意见，城镇也是城市罗?可笑可笑







Administrator
附注
读到这里，我开始反思，区佩莹的华强北立体空间，缺乏一个空间结构是否良好的清晰论证。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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