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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建筑学会近代建筑史学术委员会编纂的《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丛书中的第六辑。
其中收载了2008年中国近代建筑史国际研讨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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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建筑理论及史学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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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建筑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是一部具有学术代表性的重要文献。
    本书对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人员吸取近代建筑历史经验、从事现代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具有指导作
用，对政府相关领导、文物保护部门和开发单位保护与再利用近代建筑、开发历史地段也有参考价值
。
本书既可作为建筑历史研究资料、高等院校建筑学专业历史理论教学辅助教材，也对了解当地风土人
情、历史、城市变迁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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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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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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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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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理论及史学研究近代建筑师、建筑教育及建筑业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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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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