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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前言 ：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中国近代

建筑史”研究？
Preface: What Kind of Research on “Architectur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Do We Need?

李海清  LI Haiqing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在进入 21 世纪第二

个十年之后迎来了快速发展期。

全国规模专题会议的持续召开以及相关论文

集的出版，特别是汇集海内外近 40 所高校、80

余位学者合作完成的五卷本《中国近代建筑史》

于 2016 年正式出版并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

铸就了相关研究领域的里程碑。而 2016 年以来

分别于沪、穗、宁三地召开的有关学术会议则就

后续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交流与研讨——我们究

竟需要怎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这是面

临“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学者必须警醒的重

大战略问题。

在此背景下，受笔者与汪晓茜老师的邀请，

近 20 位海内外学者于 2019 年 6 月初齐聚金陵，

参加由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主办的“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专家咨询暨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研讨会”，

试图从不同层面、以多种视角回应上述问题，在

技术史、思想史与观念史方面有新的开掘和拓展。

本专栏藉此汇集部分成果，与同道分享、交流。

资深学者专注于特定研究视角的持续观察与

理论探讨，赵辰认为“中国近现代建筑”是全球

化进程中的现象，必须立足于此重新看待中国文

化与世界的关系。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地

位的变化，也必然要求有关研究任务适时作出相

应调整；徐苏斌则从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框架延

伸至其发展动力机制的再思考，依据历史学意义

上的“主动受容”与“被动受容”之辨析，提出

“划分近代的分水岭”，以及中国近代建筑发展之

两种动力并行交织的机制；李华从现代性的自觉

与自省、中国建筑中的现代性问题和作为方法的

知识构成等若干角度，展开对技术与建筑之关系

的探讨，指出以现代性反思为基础的问题和知识

视角，是检省当代问题及这一历史过程的镜子和

契机。

在案例研究的精微分辨与体系建构的宏观考

察之间“搭桥”的工作也极为重要，彭长歆、顾

雪萍考察近代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建筑中的体育场

所，认为其贡献并不限于体育空间之建筑学设计

知识的形成，更在于和具体使用方式及特定使用

情境相调适——因承载社会改革使命而作出相应

设计改进，从而超越其西方原型 ；李海清、敬登

虎基于发明与传播是全球流动背景下技术研发与

输出的主要形式，而后发地区建筑活动技术策略

也并非仅限于被动输入之一途的学术判断，指出

抗战时期中国后方“战时建筑”在结构、构造方

面采取混合策略是基于设计思维转变的建筑技术

进步。

结合实践应用的探讨也彰显出本领域研究的

现实意义和社会需求。刘亦师着眼于教学实践，

以清华大学中国近代建筑史课程为例，论证发掘

一手资料、开展普查研究的重要性。进而又从技

术史、观念史、思想史等方面入手展开讨论，提

出生长出多样化叙事方式和研究范式的期待；冷

天则结合遗产保护实践，重拾中国营造学社开启

的“二重证据”研究法，基于建筑本体勘查、历

史影像数字化还原、特殊节点构造拆解分析、实

物湮灭后的类型化推测等分析，检视“历史的真

实”这一学科根本问题。

受约稿时限和公务繁忙等影响，多位学者难

以如愿及时完成写作，引为憾事。好在以上研究

题旨虽未能覆盖会议交流成果之全部，但都从技

术史、思想史与观念史方面有针对性地回应了会

议主题，不仅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且能在宏大叙

事和精微分辨两极之间自如切换而“林木互见”，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研究领域的水平与共识。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期待“走过春天的

南京会议”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不断结出硕果，为

学科繁荣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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