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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与历史环境》一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古建保护协会俄罗斯分会副主席、俄罗斯修复科学院院
长、苏联古建筑保护协会主席0．N．普鲁金教授近50年来从事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实践的理论总结。

　
该书第一部分主要总结了苏联在吉建保护与修复方面的理论、方法及实践。
介绍了东欧国家在修复方面的理论发展和规律性经验，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欧修复的理论概念及修复
专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古建筑保护?历史观念，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修复专家的理论根据
及思想基础，苏联前数十年的修复科学与实践，1940～1970年苏联修复专家的理论，详细说明了东欧
国家修复与改建的理论基础；论述了保护与修复的条件系统，修复、整理和保护工作原则的依据范畴
，建筑遗产的价值及其评价系统，建筑修复的方法，建筑修复的最佳理论模式。
书中就古迹建筑美学的概念。
艺术一情感的概念，环境功能的更新，根据类型特征的功能分类，自然植被环境与历史建筑的关系，
自然一景观环境与历史形成物，化学大气环境，物理的作用，声学的影响作用，生物的作用等问题提
出了?己的观点。

在该书的第二部分，作者以波兰古城的保护为例，与波兰学者一起研究探讨了修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受损的华沙古城中心问题，研究题目包括历史形态下的修复，修复的风格问题，改造建筑和城市空
间布局的关系(古城建筑群的防御工事，植被与周边的古街道，颜色的选择，被修复历史街道上的现代
建筑形式，重建古老历史城市街道的经验。
重建的方法等)，对保存下来的建筑物和古老的城市空间布局。
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沙古城修复深厚的理论基础。
特别是使用和完善古街道的新的功能，在遗留下来的古城中心的进行现代化新建筑的建造，建筑颜色
选择，古老的历史城市中心综合体的形成等方面积累了良好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丰厚的理论积淀。

 书中不仅论述了严谨的理论，而且具有丰富的实践技术经验。

本书对文物建筑保护工作者、修复专家、历史研究者、城市规划工作者、建筑师以及建筑院校的师生
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图文并茂，共有图片300多张，是直观了解东欧传统建筑艺术、城市规划、吉建保护与修复艺术与
技术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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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列克·伊万诺维奇·普鲁金，1926年生于莫斯科，1948年毕业于莫斯科建筑学院。
曾在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卡鲁科以及莫斯科的许多地区，组织领导研究了这些地区550多个文物古
迹建筑。
1963年因在古迹文物建筑修复中应用超声波控制方法而获得建筑科学博士学位。

　　普鲁金教授1980～1985年曾任苏联最大的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研究院院长。
普鲁金教授突出贡献之一是他于1991年在莫斯科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高等修复学校，1993年组织创立
了俄罗?第一个修复科学院，为修复专业人员教育提供了广泛的教学课程。

　　普鲁金教授在文物古迹建筑保护与修复领域发表了140多篇学术著作，曾在苏联、波兰、意大利、
印度、德国等国家发表，这些著作包括《城市与文物古迹建筑》、《建筑与历史环境》等书。

　　普鲁金教授是苏联建筑师协会的资深会员，而且曾先后担任苏联吉建筑保护协会副主席、主席之
职位达十年之久。
他还是俄罗斯文物古迹建筑保护中心委员会成员，文化部科学方法委员会成员，俄罗斯人文科学院院
士，联合国吉建保护协会俄罗斯分会副主席，并且荣任多家博物馆的艺术委员。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筑与历史环境>>

书籍目录

一版中译本序
二版中译本序
前言
上篇　历史环境中的建筑
第一章　国内外关于历史建筑修复的理论及其概念
第一节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欧修复的理论概念及修复专家
第二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古建筑保护的历史观念
第三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修复专家的理论根据及思想基础
第四节　苏联前数十年的修复科学与实践
第五节　1940～1970年苏联修复专家的理论观念
第六节　现代东欧有关修复的理论观点及其流派（原民主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
第二章　修复的规律性理论
第一节　修复与改建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　保护与修复的条件系统
第三节　修复、整理和保护工作原则的依据范畴
第四节　建筑遗产的价值及其评价系统
第五节　建筑修复的方法
第六节　?筑修复的最佳理论模式
第七节　修复过程的方法论
第三章　建筑历史环境
第一节　方法论及其概念
第二节　历史城市规划建设的概念
第三节　建筑美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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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新老建筑高度、轮廓线的关系，周围建筑高度限制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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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木建筑博物馆总体规划形成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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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波兰古城保护的历史概述
第七章　恢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破坏的古城中心
第一节　历史形态下古城中心的恢复
第二节　受破坏古城中心的现代建筑的设计与建造
第八章　遗存的古城街区的修复问题
第一节　遗存建筑状态的特征
第二节　影响建筑和空间布局改变的城市综合体的功能
第三节　交通运输与遗存建筑的保护与修复
第四节　使用和完善古街区的方案
第五节　在遗留下来的古城中心的现代建筑
第六节　关于保护古历史城市和街区上建筑遗产思想的改变
第七节　连体街道建筑的形成
第八节　遗存建筑的色彩选择
第九章　关于历史城市综合体修复与保护的建议
第一节　古老的历史城市综合体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对城市中心作为建筑遗产的评价和修复干扰界限的研究
第十章　石砌建筑遗产的修复
第一节　历史建筑物和建筑群的更新
第二节　历史石砌建筑物被破坏的特征和它们出现的原因
第十一章　保护建筑遗产的方法
第一节　临时性保护的方法（预防性保护方法）
第二节　长期保护的方法
第十二章　重建和加固建筑物的承重结构
第一节　加固建筑物的地下部分
第二节　重建和加固建筑物的地上部分
第三节　石砌建筑物的矫直
第十三章　建筑遗产表面修复的措施
第一节　石块和砖块的保护与修复
第二节　灰泥覆盖层的保护与修复
第十四章　保护和修复建筑遗迹
第十五章　建筑文物的挪动和转移
文献索引
一版译后记
二版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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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现代城市规划建设中应考虑现代的人口规模，保证大多数居民之间的广泛交流。
德累斯顿城的单体建筑、商场、电影院成功地解决了该城新区的建筑-空间的协调问题。
显而易见，在开放的空间中建设新建筑要比在历史城市中建设新建筑简单得多，后者难就难在要保证
新建筑与历史建筑在距离、规模、建筑风格等方面的协调统一。
在特定的情况下建立最佳的人的尺度与建筑尺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帮助建筑师从专业方面理解：建筑
的形体-空间环境，这包括规模上的相互空间关系，建筑立面的相互协调，现代新功能对古建筑的保障
作用。
可以这样认为，在建筑德累斯顿古城现代中心的过程中全都考虑到了这些因素，特别是在建设巴拉斯
特文化宫这个建筑中。
德累斯顿——原民主德国南部的大城市之一，这个城市在修复与保护事业上，在现代修复的方法学上
采用了许多很现代的观点，这里的保护工作采用以下方法：修复历史街区，修复古老的街道，综合性
地解决历史环境中的建筑保护问题；单体古迹建筑的修复，将新旧建筑创造性地相结合，给旧建筑赋
予新的功能，是摆在世界各国建筑学家、修复学家、建筑理论研究家及建筑历史学家面前的课题。
德累斯顿的大部分历史建筑都保留了其当初的社会功能——住宅。
最后，在这个历史古城中很成功地解决了如何得体地在住宅之间、在开放的景观地段、广场上建设新
的大型的高层建筑问题。
除了保护历史建筑遗产这个任务之外，现代修复工作还具有其他的目的，其中包括重视历史古迹的价
值，展示能工巧匠的创造性才华，表现现代人对自己原民族历史的热爱。
从学术角度来看，原民主德国所进行的修复理论与实践很有系统性，亦包括在此修复过程中的方法。
例如在大部分的历史城市中，在分析其历史的、历史城市规划的街道因素的价值意义后，所进行的修
复及保护历史城市结构、韵律、古街区的高度、形体、立面等。
街道和广场的规模也应得到保护。
而在历史街区中的新住宅或公共建筑的建造无论是保守的或激进的行动都应经过深思熟虑，这样新老
建筑才有可能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例如德累斯顿、托尔高、迈森等城通过整修历史街区、街道、保护周围建筑的历史环境而采取的整体
性的修复措施。
应特别注意在德累斯顿城历史中心区服务性建筑的建设，在该城中心的巴拉斯特文化宫是一个较醒目
的巨大的新建筑，其主要立面面向阿尔特马拉克特城市广场。
这个广场是为了在文化宫举行活动时的停车场。
文化宫建筑的立面采用现代结构形式，装有大面积的玻璃幕墙。
该建筑设计的成功之处在于：合理的总体规模；建筑高度的确定与周围老建筑的高度及总体体积相联
系。
该建筑的最主要特点是：审视新建筑的主立面，由广场中心到街道开阔空间的衔接，很明显地展示了
周围古建筑的线条轮廓。
这就是当初设计该文化宫时考虑的基础，甚至不用看该建筑的室内设计，就可以体会到建筑师们的创
造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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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普鲁金的书重在说理，用实例以明理。
由于民族的学术传统不同，因此，我们会觉得普鲁金的书有点儿沉重，读起来费劲。
不过他并没有像时下某些人那样，摆精神贵族的架子，玩弄小圈子习气，故作姿态，把文章骂得教人
看不懂，他不过是追求概念和表达的严谨而已。
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建筑历史学评论家 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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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与历史环境》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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