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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建筑的理论与实践》

内容概要

《地域性建筑的理论与实践》以满族建筑发展为脉络，介绍了社会对古建筑的考证与保护、为“沈阳
一宫两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对具有满族特点的纪念性建筑的保护与开发、对民居建筑
的调查与采风等内容作了介绍。城市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聚焦点，是特质文明、精神文明的载体。对
城市发展与建设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正当迎来振兴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契机之时
，如何给老工业基地以鲜活的生命力，同时又要注重环保、气候、资源、生态⋯⋯如何使老工业基地
迅速崛起又能够保持可持续地发展和不断发送人民的生活环境，又如何建设中国国际化的大都市，这
是许多建筑工作者、教授、专家、学者是关注的焦点。作者对此可谓倾注心血、努力为城市规划与发
展献计献策，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思考与设想，提供给领导作为决策参考。
收录在《地域性建筑的理论与实践》中的文章共有62篇，其内容涉及建筑历史与历史建筑保护、城市
建设与建筑设计以及建筑教育三大领域，对建筑理论研究与实际城市建设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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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伯超：男，1948年生，广东南海人。沈阳建筑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兼职研究
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2年1月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原哈尔滨建筑工
程学院）建筑学专业。毕业后到沈阳建筑大学（原沈阳建筑工程学院）工作至今。此间，曾在重庆大
学（原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完成了研究生学习，并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美术
学院和瑞典国家建筑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曾任沈阳建筑工程学院院长、建筑系主任等职。出于对建
筑学专业的追求与热爱，于2001年主动辞去了院长职务，并组建了建筑研究所，专心于专业工作。 在
科研方面，主持完成有国家级等纵、横向科研课题几十项，其中多项获科研成果奖项；出版学术著
作20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在工程方面，主持完成建筑、规划、景观等工程设计项目几十项，其
中多项获国际、国内建筑设计奖。在教学方面，培养出众多建筑学领域的毕业生，包括硕士、博士研
究生几十名；完成教学研究课题多项，其中有获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等奖项；曾获全国优秀
教师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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