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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康乾期中西建筑文化交融》，本书把握中国17～18世纪的宏观背景，首次从双向的角度关注中
西建筑关系，挖掘和梳理了康乾期这200年间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主要线索，廓清了相关史实，探索了
这一时期建筑文化交流的理论框架。
内容包括背景、西学东渐的中国建筑、中学西传的西方建筑三篇，从已有研究中忽略或遗漏问题入手
，进行分析研究，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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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晓丹，2004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获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居环境、中西建筑文化交流、文物建筑
保护、城市公共空间、开采沉陷区建筑及矿业城镇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研究，负责国家自然基金项目1
项，主持和参加建筑设计、室内设计、规划设计等方面的大、中型工程项目2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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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本质结果在这次文化交流当中，正如张西平先生所说，“在向对方的学习中，西方走出了
中世纪，借东方之火煮熟了自己的肉，而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运动终未酿成社会大潮。
”正如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新兴资产阶级需要利用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作为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武器
，17、18世纪启蒙时代，一部分哲人受中国文化启发并借助中国哲学（以耶稣会士为中介）为武器，
进一步阐述自己的主张。
中国这一处于东方的，与西方气质完全不同的独特文化，给启蒙运动注入了精神力量，中国文化风靡
一时，对西方当时社会及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英国学者赫德逊也承认：“亚洲文化参与了欧洲传统本身的形成⋯⋯在19世纪以前，亚洲对欧洲
的影响要比欧洲对亚洲的影响深刻得多⋯⋯，在18世纪，令人神魂颠倒的则是中国。
”　　在双方文化的接触当中，彼此从认识、知道对方的存在到熟悉的过程中，不仅在潜移默化中改
变了双方看待世界的方法，而且也改变了各自的审美。
建筑上，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先后出现西式建筑，甚至在中国的皇家园林中也引进了西式元素，而且在
建筑技术、建筑表现技法等方面均有变化，成为19世纪后中国近代“中西交融”建筑思潮的滥觞。
而西方出现了深受东方和中国影响的洛可可建筑，中国园林的西传也从根本上影响了西方造园艺术的
改变。
日后“中国热”消失，西方造园艺术并没有回到纯净的古典主义去，至今仍维持着自然风景园的基调
，所以，中国造园艺术对西方的影响一直维持到现在。
　　二、争夺“东方黄金”　　西方各国为了争夺海上霸权，争夺“东方黄金”，展开激烈争夺。
　　（一）捷足先登--葡萄牙、西班牙商人与沿海地区西式建筑的诞生16～17世纪，中国和西方的贸
易被葡萄牙和西班牙所垄断。
　　16世纪，是葡萄牙在远东海洋上称王称霸的时代，它是第一个闯入中国的西方国家，也是第一个
和中国直接进行贸易的西方国家。
葡萄牙人第一次与中国人的相会是在马六甲。
1514年（明正德九年），两位葡萄牙商人、航海家科尔沙利（Corsali）、埃姆波利（Empoli）到达广
东沿海进行贸易，成为16世纪最早到中国的西方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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