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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开放》

内容概要

赖德霖、伍江、徐苏斌主编的《门户开放--中国城市和建筑的西化与现代化(精)/中国近代建筑史》是
《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第一卷，主要内容为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城市和建筑的西化与现代化
。具体包括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澳门、广州，以及皇家园林圓明园建筑所受的外来影响；1842年《
南京条约》和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之后中国香港、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汉口等条约
口岸和租界，甚至帝都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建筑的发展，西方教会势力的在华扩张与教会建筑的发展，
以及洋务运动、新政、地方主义、早期民族主义对中国两广、两江和直隶地区城市建筑现代化的影响
，中国现代土木工学和建筑学的诞生。这些内容在表明外来影响是中国城市和建筑现代化的契机和动
力的同时，也表明中国建筑早期的现代化是以西方为目标的自强运动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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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的外来影响
第一节 澳门早期西洋建筑文化传播
一、澳门的形成与发展
二、澳门早期西洋建筑及中西建筑文化交融
三、市政管理与建筑控制
四、澳门早期中西建筑技术的融合
第二节 广州十三行西洋商馆
一、一个新的贸易空间的出现
二、空间结构与布局
三、商馆建筑的西洋化
四、十三行之于城市结构的嬗变
第三节 圆明园西洋楼建筑
一、缘起
二、营建历程
三、总体布局
四、建筑特色
五、设计者及其设计思想
六、功能及其影响
第二章 条约口岸与中国近代城市和建筑(1840年一20世纪初)
第一节 《南京条约》后的香港
一、早期行政及商贸建筑
二、教会建筑
三、管制建筑
四、公共文娱建筑
第二节 《南京条约》后的上海(1840一1911年)
一、租界的迅速膨胀
二、建筑市场的初步形成
三、近代市政与市政管理体制的建立
四、早期建筑与建筑设计
五、上海租界建设的再发展
六、重要建筑师或设计机构
第三节 《南京条约》后的广州沙面租界
一、租界选址
二、在沙面的西方建筑师及事务所
三、租界规划、管理与公共空间
四、沙面西洋建筑．
第四节 《南京条约》后的福州
一、领事馆
二、闽海关
三、教堂
第五节 《南京条约》后的厦门与宁波
一、厦门
二、宁波
第六节 《天津条约》后的北京东交民巷
一、早期使馆区的形成(1860一1900年)
二、1900年以后的东交民巷
三、使馆区内的主要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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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天津条约》后的天津租界
一、近代天津九国租界城市与建筑简述
二、英租界
三、法租界
四、曰租界
五、其他租界
第八节 《天津条约》后的汉口租界(1861一1895年)
一、英租界的开发经营
二、封闭的贸易据点
三、1895年租界的城市空间
四、建筑物的特征与汉口第一代建筑师的活动
第九节 山东主要口岸城市：青岛和济南
一、青岛
二、济南
第十节 中东铁路的开辟与哈尔滨
一、中东铁路
二、哈尔滨的城市规划
三、20世纪早期哈尔滨建筑艺术特色
第十一节 长城外地域(清朝藩部)的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型
一、内陆口岸城市的诞生
二、买卖城的城市空间与新建筑类型
三、新疆贸易圈的建设及其空间构成
四、内陆口岸城市的“时代性”
第三章 西方教会势力的在华扩张与教会建筑的发展
第一节 西学东来与中国教会建筑的兴起
一、明清天主教的传入和“礼仪之争”
二、1840年以后的基督宗教和教会建筑
第二节 中国近代教会学校建筑概況
一、中国近代教会学校建筑的类型与特征
二、中国近代教堂建筑的风格与类型
三、中国近代教会医院建筑的衍变与发展
第三节 帝都北京的教会建筑
一、北京天主教会建筑
二、北京基督教建筑
三、北京东正教建筑
第四节 塞北圣母圣心会教堂建筑研究
一、圣母圣心会一一为中国而成立的比利时天主教修会
二、圣母圣心会的建造活动
三、对于近代教堂建筑研究的启示
第四章 洋务运动、新政、地方主义、民族主义的萌芽(19世纪后期一1911年)
第一节 广东洋务与新政建筑
一、广东洋务运动的兴发
二、张之洞的洋务实践与建筑改良
三、晚清地方官员革新城市的努力
四、广东“新政”建筑
第二节 洋务运动、地方自治与两江地区的现代化
一、官办军事工业与金陵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
二、两人一城：晚清地方自治下的南通城市建设
三、地方自治与上海华界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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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对福州和武汉建筑近代化的影响
一、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对福州建筑近代化的影响
二、洋务运动、地方自治与湖广地区的现代化
第四节 直隶地区的近代化
一、李鸿章 与洋务工业的起步
二、袁世凯时期城市规划与建设
第五节 帝都北京的开放与清末新政影响下的北京建筑
一、帝都北京的开放
二、清末新政影响下的北京建筑
三、北京近代工业的近代化
四、北京近代商业的发展与市场和店铺建筑
第六节 清末新政与南洋劝业会
一、南洋劝业会的背景
二、南洋劝业会的缘起与筹备
三、端方的现代化理想与劝业会场的布局与空间
四、南洋劝业会的现代化空间体验
五、劝业会对南京城市改造与现代化的促进
第七节 晚清译书和办报与建筑话语的引介
一、传教士与晚清公共媒体和出版
二、晚清公共报刊中的建筑话题
三、建筑科学观念的引介
四、工程与制图知识的译介
第八节 中国现代“土木工学”的诞生
一、中国现代土木工学的引入
二、中国现代“土木工学”的诞生
三、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土木工学教育的发展
第九节 中国现代“建筑学”的诞生
一、《钦定京师大学堂章 程》对“中体西用”的思考
二、《大学堂章 程附通儒院章 程》中的“建筑学门”
三、《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 程》与《艺徒学堂章 程》中有关建筑教育的内容
四、图案、木工、建筑教育的试行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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