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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唐代天宝年间（742－756）设立华亭县，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设立上海县以后，由于处
在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特殊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地位，上海经历了一个城市快速成长的过程。
尤其是1843年11月开埠以后，不仅完全改变了唐代以来千百年的市舶贸易传统，而且也完全打破千百
年来中外封贡的贸易关系，开始了近代西方海关贸易制度，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
。
这一系列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上海作为港口城市的发展。
　　上海这座城市所展现的几乎是一部活生生的世界城市建设和建筑史，既有老城厢的中国传统的团
城，又有按照欧洲的模式并顺应政治因素而建立的租界，也有中国建筑师按照欧洲古典城市的范型并
结合中国传统理念而规划的新城；既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卫星城，也有按照现代信息社会的要
求规划与建设的商务区，城市的结构一直处于动态调整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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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建设成就是其近百年发展成果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而稳定有效的建筑控制是贯
彻这一历程的首要因素。
上海公共租界在拥有先进的建筑控制制度之同时，也具有完备的建筑管理机制和建筑法规体系。
本书以建筑控制的制度依据——建筑法规作为切入点，主要研究1845-1943年间在不同政治、经济、社
会、人文等背景下上海公共租界建筑管理制度和建筑法规之形成及发展过程，探讨这些制度法规形成
的背景、动因、对当时社会关系和建设行为的调控作用，以及对上海城市格局和都市建筑空间之形成
与演进的重要影响；同时本书还对公共租界建筑法规的“源”与“流”，即来源与影响进行了专门研
究。
    本书为从制度法规的角度理解近代建筑形式和城市空间形态等提供了重要视角和研究依据，可供建
筑学、城市规划、建筑历史、建筑管理等专业工作者和研究者阅读，并对相关专业大专院校师生的教
学和学习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本书对当今上海优秀历史建筑的修复、历史风貌区的保护有重要指导
意义，为政府部门对历史建筑保护和修复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借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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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2.3 影响和意义　　1877年的建筑章程最终无奈夭折，但其作为《土地章程》之外，第一次以建
筑规则的方式对营建活动加以控制的尝试，意义有三：　　第一，1877年的《华式建筑章程》确立了
公共租界日后建筑章程的框架，即围绕公共卫生和防火与安全展开。
尽管日后建筑规则的篇幅和广度、深度都大幅增加，但这三个中心点始终没有改变；　　第二，如前
文所述，1877年《华式建筑章程》以华式建筑作为控制对象，因此章程的条文并非直接引自欧美，而
是和当时的华式建筑的特征密切相关。
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第一部根据中国建筑量身定做的建筑控制文件。
　　第三，1877年《华式建筑章程》的讨论与审议过程增加了工部局日后制订此类规则的经验。
工部局在这一次的规则制订过程中认识到，建筑规则的制订还需要租界根本法《土地章程》相应条款
的修改和新条款的制订来赋予其法理上的依据，这对1898年《土地章程》的修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工部局通过此次规则制订也意识到，没有领事团、公使团和华界的配合，建筑规则的制订与实施是难
以进行的，因而无论是在具体条款中，还是日后的施政过程中都越来越重视领事团、华界的作用与影
响。
　　然而，1877年建筑规则的早夭使得租界内原有华式建筑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改善。
《土地章程》及其附则中有关建筑物和建筑活动的规定也很少，除了一些零星的条例外，工部局对租
界建筑的管理越来越力不从心；且随着租界各方面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人口的进一步增多，矛盾还日
益突出，事故频发，因此租界西人对制订建筑章程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例如，1882年9月玛礼逊先生提请工部局“注意目前在租界各处所建造的那些极不牢靠的房屋，他并询
问是否有办法强制华人按照新的工部局章程的规定来修建房屋”。
当时董事会认为，“工部局能够制止华人修建不安全的或危险的房屋，并建议所有新房屋应经测量员
或其助理检查，如果他们认为不安全或是有危险性，则应通知业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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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专著是作者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多年研究基础上整理并完善的，她在研究过程中重视建筑法
规的形成、产生与制定的过程，探讨其复杂的因素，讨论都市社会的结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同
时也将上海的有关制度与欧美国家先例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重点研究了1877年，1901至1903年，1914至1916年，以及1936年这四个重要的时期与建筑法规的关系。
作者查阅了大量档案文献，掌握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这本专著的出版为研究上海城市空间的形成和近代建筑史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也说明许多青年学
者正有志于研究上海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都市建筑控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