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楔入与涵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楔入与涵化>>

13位ISBN编号：9787564123734

10位ISBN编号：7564123737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东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雳

页数：196

字数：2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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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楔入与涵化>>

前言

　　在中国近代开埠城市当中，西方外来建筑的移植成为城市建筑的一大特点，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
融深深影响了建翁风格。
在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领域，人们普遍认为民族性和现代性是一个核心问题，但在德国占领时期的青
岛呈现出了不同的建筑现象。
　　青岛是一个特色鲜明的近代城市。
在近代历史中，青岛不但被德国人侵占，而且被日本人两次占领，又经历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和国民政
府的统治。
独特的政治背景，不仅导致其近代城市形态非常奇特，建筑形式也与众不同。
在这些复杂的历史变革中，德国人的占领阶段是城市的开创时期，无论城市形态还是建筑形态都经过
了精心的规划设计，从建筑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
　　德国人对青岛市区采取全部规划重建的策略。
在某种意义上，青岛新城可以被看作是一座德国城，因为中国文化的影响在这一区域极其有限，所谓
的民族性在这一阶段的建筑中并不突出。
德国的入侵主观上是为了扩大势力范围，掠夺中国的财富，但客观上也给青岛这座城市带来了现代文
明。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德国是现代建筑起源地，这一时期也恰恰是欧洲新建筑酝酿的关键时期，但此时
的青岛代表现代意义的建筑风格并不是城市的主体格调，城市中最典型的是德意志传统建筑风格。
仅从这两点上看，德租时期青岛建筑形态具有特殊性。
个人认为，针对这种特殊性展开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陈雳是我的博士研究生，长期生活在青岛。
经过了多年的积累，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他提出了“楔入和涵化”的概念，以此作为理解青岛近代
建筑的切入点，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
他的论文经过了深入的考察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这些见解对于理清青岛城市建筑的发展脉
络，理解历史建筑发展的深层原因，研究当今城市发展与近代历史建筑的保护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的一些观点值得关注：　　首先是土地管理制度对近代城市发展作用的研
究。
德国人在青岛施行的土地政策是一个创举，是青岛近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这一点在中国近代
城市发展中绝无仅有。
这些土地政策不仅对青岛，对近代中国，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台湾乃至欧洲都产生过影响，而且对于
当今的城市发展也有借鉴意义。
　　其次是对青岛独特建筑风格的深层成因分析研究。
青岛是德国人重新建设的完整城市，与中国其他一些由租界构成的城市有很大的不同。
起初青岛最典型的建筑风格并非当时欧洲流行的新建筑样式，而是典型的德国传统建筑形式——新罗
马风建筑形式，其次才是代表新建筑思潮的青年风格派建筑形式，此外还有其他的建筑风格。
这些风格的出现都有其内在的文化原因，作者的分析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作者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德国占领青岛时中西文化相互作用和融合。
晚清时期胶州地区是比较封闭的农业社会，德国人的占领带来了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中西文化二者
之间的冲突和作用不可避免。
德国人尝试推行了不同的文化政策以加强其殖民统治。
在建筑形态上，当时青岛地区是以欧洲建筑文化为主体，中国文化不断对其进行作用的一种形态。
这种交融是缓慢的、潜移默化的，其中有政治的原因、文化的原因，也有工业化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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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将建筑与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为人们理解近代建筑与城市文化提供了新
的视角。
1897年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占领青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德国人对青岛重新进行规
划建设，实行了分区管理规划，同时采取了先进的土地管理制度，奠定了青岛城市的基本结构框架。
    德租时期，各种建筑风格被移植到了青岛地区，青岛成为德国建筑在海外的展览场，其中新罗马风
是最主要的建筑风格，青年风格派是另外一种重要的建筑风格。
    该时期的青岛建筑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中西方建筑文化的融合。
随着新兴行业的出现，加剧了两种观念的碰撞与交融，这一点在建筑上也有明显的体现，这种中西建
筑文化的融合受到社会多元势差的影响，体现楔入与涵化的特点。
    德租时期青岛华人社区的合院式住宅是一种独特的居住建筑形态，它的外在形式，内部空间，街区
组织和文化背景都有自己的特点，是研究青岛近代城市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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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的各种学术思想、西方特有的宗教的差异和矛盾冲突⋯⋯种种差异决定了整个社会内部必然
经历剧烈的冲突、整合过程。
一方面德人试图强行将西方城市和建筑形态楔入到胶澳地区，但是中西之间各个方面差别悬殊，其文
化体系绝不可能对中国文化实行全面涵化。
不论何种力量都无法中断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的自然历程，中国文化潜移默化地对外来的楔入产生作用
；另一方面，面对强势文化的巨大压力，租界区的华人在文化基本形态上不同程度地形成了转变，他
们在痛恨和抵制外来同化张力的同时，也萌发了对现代文明的向往。
　　从建筑上看，在中外合力作用下，胶澳地区外来建筑形态呈现出一种渐进式的涵化现象，即从纯
粹的西洋风格向中西交融的涵化状态转变。
德租时期的建筑群体之中，中国建筑现象屡见不鲜。
但是总体上看，这种涵化过程是缓慢的和渐进式的，不可能出现全新的城市主体建筑风格，青岛依然
是西化的城市，主体建筑依然是西式的建筑。
1905年前后，德国殖民当局似乎也乐于接受这种建筑文化的融合涵化现象。
　　当时欧洲大陆折中主义手法方兴未艾，在青岛的德国建筑师也受到影响。
他们从中国建筑文化中寻求素材，并运用到设计中去。
这些建筑显示出外来建筑师对中国文化的某种好感与好奇。
中国工匠是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在整合建筑细部方面驾轻就熟，完成了许多精品建筑。
如果仔细观察这短短十六年间德国人兴建的建筑，就会发现，中国建筑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传统痕
迹比比皆是。
这些建筑类型包括文教设施、新兴行业的华工住所、华人贵族的仿欧式住宅等等。
此外，在建筑细部也有许多中西结合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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