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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历史建筑保护和再利用过程中新旧空间之间关联理论和关联模式作为研究内容。
全书包括绪论，多维视野下的历史建筑及其价值，历史建筑保护和再利用的历史与理念，历史建筑再
利用及其新旧关联模式，新旧空间关联及其相关建筑理论研究，我国历史建筑保护与再利用问题研究
等。
　　本书可供广大建筑师，规划师，建筑历史与理论工作者以及建筑院校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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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多维视野下的历史建筑及其价值　　2.1 多维视野下的历史建筑　　2.1.1 时空关系中的历
史建筑　　“时是伟大的创作者，时迹是伟大的破坏者。
历史的楼台是他的创造的工程，历史的废墟是他的破坏的遗迹。
世界的生灭成毁，人间的成败兴衰，都是时的幻身游戏。
”　　——李大钊　　正如李大钊先生所言，时间创造了历史上所有的建筑，使其拥有了生命，拥有
了其存在的过程，但同时，“时迹”即时间的流逝，也使得历史上所有的建筑不可避免地经历着一次
次由新建筑向历史建筑过渡、演变，最终成为“建筑的黄叶”即废墟的过程。
　　如果不论某种突如其来的自然力或某些人为因素的作用，暂时排除导致建筑加速向废墟演变的某
些外在因素的影响，大量建筑在其存在的完整的生命周期中，都将在“时迹”的作用下，经历以下两
方面的变化：其一，“时迹”通过自然环境中的雨、雪、风、霜等自然力直接作用于建筑，使一切建
筑势必经历由生到死的衰败过程；其二，随着建筑所处时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影
响因子的变化和转型，“时迹”必将促使大量历史建筑逐渐落人到初始功能丧失，难以适应其所经历
的后续时代的时效性、社会性、经济性，且远离其产生时期所代表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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