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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城居文化释码》

内容概要

《泉州城居文化释码:"建筑文化学"应用研究之二》以“建筑文化学”为科学研究方法，对泉州城市建
设史及城居构成进行解剖分析，从而诠释出其蕴涵的多重结构码，以作为“现代后”泉州城市建设的
理论基础，使“历史文化名城”的泉州乃至“厦漳泉大都市”的城市建设能有理性的、科学的文脉承
袭发展依据。《泉州城居文化释码:"建筑文化学"应用研究之二》共6章，有三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谈
传统城居文化要素，以商贸港口城市论，主要有城郭、街衢、河沟、桥梁、港口等五构成要素；第二
部分是辨疑古城史，包括汉代以来至明清时期的不同时空、不同发展阶段的“泉州城”，从渤海湾、
闽江口到晋江流域的城居变迁，都作了理论分析而得识其疑；第三部分是对近现代后“古城”认识现
象的梳理，而后诠释出“古城”不同形态构成码，并揭示出其城居原理及“现代后”的城居意义。

Page 2



《泉州城居文化释码》

书籍目录

导论1：泉州古城简史 导论2：泉州新城概要 1传统城居文化要素概识 1.1城郭 1.2街衢 1.3河沟 1.4桥梁
1.5港口 2“古城”崛起——隋唐“上（州）郡”存疑 2.1古城前史 2.2“唐城”始建之议 2.3“唐城”城
郭’ 2.4城区形制 2.5唐末五代“重城” 2.6朝阳“双门” 2.7“重城”遭“隳” 3“古城”辉煌——宋元
“大港”城辨疑 3.1“宋城”街衢 3.2城区街坊 3.3“七城门” 3.4城涂之“轨” 3.5“八卦沟” 3.6“蕃坊
”区 3.7鼎盛“元城” 4“古城”遗韵——明清“私商”城与后“古城’’析疑 4.1明后古城及卫所（城
）制度 4.2清城厢“铺境” 4.3近代城居改造的典范——“中山路” 4.4后“古城”思语 5“古城”后城
居文化释码 5.1城居文化结构简式——“Modem4.Trade” 5.2“现代前”多元遗存现象 5.3“现代中”追
加糅合状态 5.4“现代后”多码文化趋势 6“名城”保护中的城居原理释码与传续 6.1“名城保护”现状
6.2“名城”保护反思 6.3“名城保护”梳理 6.4古城构建原理及“现代”认识 6.5城居原理文化释码 6.6
城居文化释码传续 6.7城居发展文化余思 7结论——从“农业城居”、“工业城居”到“生态城居” 后
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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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城居文化释码》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同时，也引入城市大环境的海陆空洋交通方式及设施： 元代后衰落的古港码头，
明清“私商”崛起时仍有被修建使用，民国后又有本郡华侨出资修建，如旅日华侨陈清机先后集资修
建了东石、石井、莲河、围头、后渚等码头； 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以后，陆续创办了泉安、泉永
等“汽车路”公司，先后开通了泉州城至安海、南安、永春、德化、惠安、安溪等城际汽车公路； 民
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又先后在永春、安溪、（泉州）城西等地建
了飞机场。 2.苏式的“专暑城”（或“专区城”）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九月一日，执政的国
民党退出泉州而为共产党所代之，并宣告“泉州城解放”（而有城区东侧的“九一路”）；九日，成
立省派出机构的“福建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城（与“晋江县”同城）。第二年，先后改称“泉
州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晋江区专员公署”（简称“晋江专署”或“晋江专区”）城。公元1955年
，又改称“晋江专员公署”城。 1966年成立晋江地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1969成立“晋江专区革
命委员会”（简称“晋江专区革委会”），1971年改称“晋江地区革委会”。 1953年，在城北隅始建
“华侨新村”，基本上是承自苏联的“社会主义内容加民族形式”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并成为该时期
建筑及城市风格的典型作品。1956年，专署设“城市建设局”（简称“城建局”），并在中山路西侧
建成与中山路大致平行的“新华路”（长2.15公里），使“拆城”后的新城区有了“两横两纵”的主
干街衢。第二年，便以此为基础进行了泉州新城的“城市总体规划”，随后即始建泉州城通外域的铁
路——“漳泉铁路”。1959年，专署“城建局”改置“基本建设委员会”（简称“建委”）。1961年
，修订“城市总体规划”。1963年，中山路水泥路翻修。1967年，新门街、涂门街和东西街先后改土
石路为混凝土的水泥路面。 1968年，“建委”并入专区“生产指挥处计划基建组”；1973年，成立地
区“基本建设局”；1978年，复称地区“基本建设委员会”或“建委”。 3.西化的“市城” 公元1951
年，改原“晋江县”为“泉州市”城。1986年，升“泉州市”为地级市而代“晋江地区”，成为与传
统建制相应的“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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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泉州城居文化释码:"建筑文化学"应用研究之二》从要素的认识开始，分析辨识了城居历史上的诸多
存疑，也理解和透视了“古城后”的存续现象，则完整的城居“多重码”结构及相互关系原理，也就
得到了科学的诠释。这就是本“城居”专题始论时，所欲呈鉴的“前”置逻辑性链式思维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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