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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

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6》是中国建筑学会控建筑只学术委员会编纂的《中国控建筑研究与保护
》丛书中的第六辑。其中收载了2008年中国控建筑只国际研讨会的125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邻边界地
区城市及建筑之研究与保护；近代城市及建筑发展之考察研究；近代建筑类型与样式研究；近代历史
地段考察研究与保护；工业遗产考察研究与保护利用；近代建筑考察研究；近代建筑保护与再利用；
近代建筑综合研究；近代建筑理念及哈尔滨研究；近代建筑师、建筑教育及建筑业界研究诸方面。反
映了近两年关于中国控建筑史研究，是一部具有学术代表性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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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  言
空间文化资源的评价及其继承——写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国际合作20年之际．
邻边界地区城市及建筑之研究与保护
文化、地域与近代建筑——云南近代建筑研究的文化视野
论云南地区的基督教堂及其建筑文化
20世纪初昆明城市更新的探究
昆明近代公共建筑的发展特征研究
昆明近代居住建筑形态特征初探
近代喜洲白族民居门楼上的装饰符号
昆明工业遗产的历史、现状及其保护
昆明历史建筑保护策略新思路——历史建筑保护图则编制模式与建议
藏区边境城镇空间的历史特色研究
吉林省延边图们江边近代朝鲜族村落的形成和住宅的现状
哈尔滨城市边缘建筑文化特质解析
哈尔滨“新艺术运动”建筑形态特征溯源
哈尔滨道外边缘建筑文化构成与建筑形态解析
哈尔滨道外近代建筑的文化整合浅析
中西建筑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哈尔滨道外区中西合璧式近代建筑的窗形态母　题
多元文化，多彩呈现——浅谈哈尔滨近代城市建筑的色彩
近代建筑色彩的独特性研究——以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为例
圣尼古拉教堂广场的空间艺术解析
哈尔滨通江街区段宗教建筑考察研究
哈尔滨的两座墓地教堂
中东铁路管理局办公楼研究
哈尔滨中东铁路技工学校建筑考察
哈尔滨历史建筑保护策略研究
哈尔滨市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建筑保护研究
近代城市及建筑发展之考察研究
长沙近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
鞍山近代城市与建筑历史研究
西安近代建筑发展历史述略．符英
两江拱一城——芜湖市城市发展变迁及其特征剖析
近代厦门城市规划的发展及其外来影响
多元社会结构对近代沈阳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南阳近代建筑的初步考察与研究
近代建筑类型与样式研究
岭南近代基督教堂建筑艺术
山西近代学校建筑的地域性研究
近代川西地区天主教堂建筑的立面造型分析
北京近代大学图书馆建筑评述
北京民国时期的剧场建筑
民国时期沈阳的影剧院建筑
从异质文明的冲突融合看沈阳早期近代银行建筑
营口近代炉银类建筑概述
青岛近代教堂建筑探析
近代青岛的地域性建筑——里院建筑
近代青岛百年特色老街——劈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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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近代Art Deco建筑解读
从中国银行看ArtDeco风格
对上海20世纪30年代建筑产生的影响
近代历史地段考察研究与保护
长城沿线传统聚落的保护与更新——以辽宁绥中小河口村为例
冀南伯延镇近代民居初探
现代城市进程中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以汉口“一元片”历史街区保护规划设计为例
激发活力的传统商业街保护与利用研究——广州黄埔村黄埔直街商业开发潜力分析
植根过去，立足当今，着眼未来——浅谈营口市西大街历史地段的建设性保护规划原则
从营口辽河西大街改造设计浅谈历史街区的保护
近代历史街区保护与可持续操作模式初探——以广西东兴市中山路为例
从浙兴街区看上海近代民居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
温州近代街道建筑风貌保护——解放北路沿街建筑立面的维护利用
红岩村保护的坎坷之路
历史街区的保护策略之思考
商业开发模式下历史建筑保护策略的思考——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实践问题探究
工业遗产考察研究与保护利用
民国时期古都西安产业空间转型研究
西安的近代工业建筑
德租时期青岛工业建筑简述
论铁路建设对武汉近代城市规划的影响
石景山钢铁厂历史发展及其近代建筑状况研究
首都钢铁公司近现代工业建筑的保护与利用
近代建筑考察研究
清华大学大礼堂历史与现状初探
清华大学西体育馆研究
清华大学生物学馆的建造
日据时期台湾基隆要塞司令部厅舍建筑“核堡”意义探讨
山海关原八国联军营盘考察
广州原黄埔军校近代建筑与环境考略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近代建筑遗存考证
鄂西北近代外廊式建筑群薤山别墅初探
河南安阳袁世凯陵考察
二十四顷地天主教堂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天主教徐州耶稣圣心堂及修女院建筑测绘与再研究
雄霸奉天省的金融中枢东三省官银号
杭州中山公园近代亭子之初步考察
近代建筑保护与再利用
庐山别墅风貌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无锡近代园林的建造、保护和利用
韩国明洞圣堂的建筑艺术特征和修复工程
清华大学科学馆的保护性更新
世界视野与地域融会清华园近代住宅的建筑历史价值及其有效保护
保护文物建筑延续历史信息浙江省高等法院及杭县地方法院旧址保护修缮
上海优秀近代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由张叔驯故居的使用现状引发的思考
中国近代大学校园的价值与保护以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为例
整合与对话以东北育才东关模范小学的改扩建设计为例
再现历史记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纪念馆设计
近代中国建成遗产保护思想的国际性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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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近代建筑遗产“无形文化线路”理论研究
《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第一批)》中的近代建筑登录
近代建筑综合研究
关于仁川清朝租界的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土耳其现代建筑民族化的历史背景及其与近代中国的比较
殖民地时期的城市规划与技术人员的流动呼和浩特、长春、大同的城市规划比较
从文化控制看近代长春与哈尔滨的城市形态变迁
近代中国外人居留地.租借地的演变及其规划建设比较研究
从《京外改良各监狱报告书录要》看中国近代监狱建筑型制的西学影响
中国近代机场候机楼的发展历程和设计特征
道院及世界红卍字会建筑考察研究
中国教堂印象
近代外廊式建筑在闽南侨乡大量形成的原因分析
闽南建筑风格类型概论：以厦门为例
澳门“近代晚期”建筑发展特点研究
开平碉楼的空间营造及近代侨乡村落空间演进中的文化承续
南洋劝业会与近代城市空间的创出
近代建筑理论及史学研究
“各美其美，精致并存”浅议近代以来中国内陆乡土建筑之“西风东渐”现象
“建筑的历史”还是“历史的建筑”对两种建筑史观的简要探讨
细节的暗示基于案例分析的近代建筑再思考
和合精神论武汉近代建筑中的中西“和谐”观
对现代建筑“中国性”思想中本质主义的解析
早期现代中国建筑话语中的“卫生”(1890一1937年)傅兰雅、《居宅卫生论》与卫生话语
略论近代我国历史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建筑本位论近代建筑保护及再利用的理论与实践
从近代建筑史学的角度看建筑的可持续发展
历史文化名城中历史符号及其文化信息的保留和运用
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中的公众参与
韩国的历史环境保护制度
近代建筑师、建筑教育及建筑业界研究
中国近代建筑师贝寿同(18761941年)
基泰工程司的两个作品分析北京大陆银行和北京交通银行
参与“新京”建筑活动的几个日本国内建筑师
近代时期国外建筑师在汉口的设计活动初探
19111931年间奉天本土建筑师和传统工匠建筑实践的背景
沈阳近代本土建筑师与建筑设计机构的来源与发展
沈阳近代建筑师在建筑近代演进过程中的作用
台湾地区近代庙宇建筑匠师陈天乞的传承、技艺与作品之研究
俄罗斯专业教育模式主导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早期建筑教育
建筑期刊与近代上海中国职业建筑师的社会架构
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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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化、地域与近代建筑——云南近代建筑研究的文化视野　　一、建筑的文化视野　　1．建筑
文化特征　　文化是一种行为，是一种方式，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包容了物质的和精神的
多层次内容。识别文化，物质的与精神的层面同等重要。物质是精神的表现，是精神的物化，更是在
精神的指导中才得以形成。物质的层面也是我们识别或说是认知一个文化现象的开始。而精神则常常
是依附于物质的形态而存在，借物质而得以表达，精神对于物质具有控制性的作用特征。　　作为人
类文化之构成部分的建筑文化同样具有这一属性。作为物质的文化，建筑文化所具有的真实的、具体
的、可见的实物的存在是其最有力的表现；作为精神的文化，建筑文化不仅具有物质的存在，更有其
多层次的、内容丰富的含义系统，是建筑文化整体构成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于建筑
文化物质的层面，从总体上来看，它是一个联系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具有延续性的特征，构成建筑
文化的物质性要素：诸如结构、技术、空间、装饰等，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得以持续、沿用，或是经过
调整、变形后以其他方式出现，如此，保证了某一文化体系中建筑形态之间的联系，使其具有可识别
性。但于某一具体的建筑形态构成而言，产生与演化，变形与异化，都是不断发生的现象，也是极为
常见的。某一具体的形态会在某一特定的时空内产生、存在，进而转化或是消亡，因此，就物质形态
的可识别性特征而言，它的变化是明显的，容易识别的。任一形式都有其生命存在的时空限定，是短
暂的，但整体的是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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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想看看近代的建筑保护和研究现状是可以看看这本书论文的方向很全面呢
2、应急之用，例会常开常如此而已
3、“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系列是研究中国近代建筑的好书，每一本都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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