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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三维框架的思考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背景和近代史研究十

分接近。中国近代史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主要

是以“帝国主义”和“阶级斗争”为线索考察近代史。

1948 年胡绳撰成并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此书从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畸形政治关系中总结的

经验教训，和稍早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

（上编第一分册，1947 年）一起，对新中国的中

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3 年

初，胡绳撰写《中国近代史提纲》初稿，用于给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学员讲中国近代史，此时他

已经形成了阶级斗争为主要线索的史观。这些看

法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1] 一文中进一

步明晰。体现胡绳理论独创性的是“三次革命高

潮”这一广为流传的概念，从帝国主义到阶级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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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史观的微妙转换也反映了中国于 1949 年以后

历史线索从外而内的变化 [2]。1950 年代初期以马

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为首，中国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开始编辑《中国史稿》，1962 年第四册

近代史部分出版。1978 年又根据该稿出版了《中

国近代史稿》。这本书是“帝国主义”论的经典，

同时也是贯穿半封建半殖民地史观的近代史。同

时 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帝国主义

史观被用作内部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1970 年

代末起，由于国家确立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方针，现代化事业成为国家和人民共同关

注和进行的主要事业，1990 年 9 月，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纪念建所 40 周年，举办

了以“近代中国与世界”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以现代化为基本线索研究中国近代史，引起了广

泛的关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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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

展开。1959 年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

院“中国近代建筑史编纂委员会”编纂了

《中国近代建筑史》，虽然没有出版但是为

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62 年出版

了上下两册《中国建筑简史》，第二册就

是《中国近代建筑简史》。当时的史观是

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类似的，1949 年以后

对于近代建筑史在帝国主义、阶级斗争的

史观支配下有很多负面的评价，因此影响

了研究的推进。真正开始中国近代建筑的

研究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了新的

近代建筑史研究，清华大学和东京大学开

始合作研究 [4]。2016 年出版了《中国近

代建筑史》[5]。回顾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批判地考察帝国

主义、阶级斗争的史观，深入地思考现代

化的史观。笔者试图将近代建筑史纳入一

个多维框架，并且更为积极地评价建筑近

代化的进程。

笔者 2017 年在《建筑师》发表过

《X+Y+Z——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史框架的思

考并纪念〈中国近代建筑史〉出版》[6] 说

明了三维框架的思考。这个框架受日本学

者沟口雄三（1932—2010）的影响。二战

后日本的中国研究被边缘化，日本的中国

研究代表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7]

中批评了二战前和二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研

究倾向，提出在亚洲研究的视野下研究日

本，把逐渐远离亚洲的日本研究再次和亚

洲建立联系。在这本著作中提出了中国近

代史的十字框架，即横向为外来影响，纵

向为中国历史的延长。这个研究并没有引

起广泛重视，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中国近代

史的一个隐藏的框架，代表亚洲国家近代

化的共性。笔者思考的近代建筑史研究的

框架：

X 轴是表现了受到外来影响以及对于

海外影响的问题。笔者认为外来影响因时

期不同，性质不同，强度也不同。在中国

近代外来影响是多元的，但是 1840 年以

后到 1949 年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笔

者认为“半”是近代中国的典型特点，殖

民主义这个“他者”刺激了民族主义的产

生，因此“半”也可以理解为殖民主义和

民族主义共同存在。两者有着十分复杂的

关系，因为有殖民主义存在，刺激了民族

主义的形成，也因为民族主义的高扬，推

翻了殖民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两者针

锋相对，又在一定时期都对推进城市建设

发挥一定的作用。本文重点讨论两者的

关系。

Y 轴表现传统的近代化问题。对于“传

统”霍布斯鲍姆等著《传统的发明》[8] 论

及了传统是在不断变化中，新的传统不断

被“发明”出来的过程。本文所使用的“传

统”一词也是动态的，用 Y 轴表示。这个

轴是动态的，既是传统被不断发明的过程，

也是传统被不断更新的过程，捕捉传统的

新陈代谢的过程正是近代建筑史研究的重

要课题。和 X 轴比较，Y 轴更侧重近代化

的内面。

Z 轴反映了近代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

从古代中国的学科体系转向近代学科体系

过程中发生了重新编组和细分化，中国的

城市和建筑在这个过程中和很多新型学科

发生关系，研究相互影响和关系十分重要。

近代是学科再编、分裂、组合的时代，传

统的学科逐渐和新的学科融合、演变，西

方的学科对中国产生影响，学科和学科之

间存在着很多联系，因此在研究城市建筑

时需要考虑和其他学科的相关性。

这个三维结构反映笔者目前对于中国

近代建筑史的整体思考，目的是反思近代

建筑史观，将中国近代建筑研究纳入多维

视角，抱着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重新叙述

中国近代建筑史。笔者认为今后也有必

要将这个框架放在其他被侵略国家进行

探讨。

在这个框架下有很多值得讨论的问

题，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建

筑发展的政治动力。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

讨论。

二、“主动受容”和“被动受容”的

概念

中国近代较之古代受到更多外国的影

响。接受这些影响可以分为“主动受容”

和“被动受容”，结合图 1 说明。

“主动受容”主要是在民族主义动力

下的受容，“被动受容”主要来自殖民主

义背景下西方对于中国的各种渗透。

“主动受容”是中国近代的开始的标

志之一，这里涉及国民国家这种想象的

共同体的诞生。在清末民族主义形成之

前更多地和“忠君”“爱国”等动力相联

系。包括了“洋务运动”时期的造船、兵

器、纺织等，“戊戌变法”时期引进维新

思想，也包括新政时期引进学制，新的法

律、雇佣外国技师建设铁路、留学生派遣

等。在国民国家形成之后有明确的民族主

义意识。民国时期聘请外国建筑师进行城

市规划，留学生引进国外的市政建设理念、

建筑设计理念等。科大卫的研究让我们意

识到在中国国民国家和宗族这两种不同的

共同体之间的衔接关系和古代、近代的分

界线问题 [9]。当然古代的共同体不止宗族

图1：中国近代建筑动力机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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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有宗教的、经济的，罗威廉的研究也是力

图寻找国民国家诞生的前奏 [10]，其中混杂了血缘、

地域、经济共同体的要素。但是不论如何，在中

国，宗族是个很根本的共同体。根据科大卫的研

究，原本宗族的祠堂是同一姓氏的空间，但是清

代已经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没有血缘关系者也可

以购买放置牌位的地方，因此可以看到宗族和经

济的关系 [11]。另一种公共空间会馆则有较弱化的

血缘关联，更重要的是经济关联。而近代公共空

间如天津河北新区劝业会场（现在中山公园）则

是由地方乡绅提议建设的空间，这里不仅是个经

济共同体聚集的地方，也是民族主义萌芽的地方，

这是近代国民国家形成的表现 [12]。严复翻译的《天

演论》伴随着出版发行对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为民族主义的扩散奠定了基础。如果从中国的

主动受容来看近代建筑的开始，笔者的《中国近

代建筑学的诞生》[13] 以及王凯的《现代中国建筑

话语的发生》[14] 都是寻找主观意识的尝试。

在民族主义动力下存在“受容”和“反受

容”两个方面的力。吉泽诚一郎在《爱国主义

的创成》中研究了清末的问题，他使用了“爱

国主义”一词 [15]。中国近代“受容”和“反受容”

多呈现交替的现象，例如 19 世纪 70 年代派幼

童赴美学习，之后又出现反美倾向，20 世纪初

代之以学习日本，五四运动以后抵抗日货，逐

渐出现抗日高潮，又因为庚款而留学美国，以

后又学习苏联。在“帝国主义”史观的前提下

多数研究探讨的是“反受容”，如义和团运动、

抗日战争等被用作典型实例表现中国人民抗击

外来侵略的经典。又如为了夺回铁路路权中国

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都是论证“帝

国主义”史观的最好素材，因此在 1949 年以

后的近代史研究中得到较充分的挖掘。与之相

反，近代城市和建筑高度体现“主动受容”的

领域内容，从洋务派如何建设工厂到中国近代

建筑学、土木学的引进，再到回国建筑师的活动，

这些是近代中国建筑史的核心内容，不承认“主

动受容”的存在就不能解释上述一系列现象，

因此应该既强调民族主义动力下“反受容”，更

应该承认民族主义动力下大量“主动受容”的

存在。

民族主义是政治动力之一。民族主义的产生

是因为有“他者”的存在。因此我们不能单独讨

论民族主义的动力问题，这里涉及殖民主义动力

的问题。

关于殖民主义的研究有很多 [16]。在世界范围

殖民主义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在中国也是这样，

并且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造成了

更为多样的表现形式，有东北日本的侵占地，在

天津有九国租界，在上海有公共租界，在中国香

港还有港岛、九龙、新界三种不同的侵占形式，

这些都是属于在殖民主义背景下的“被动受容”。

在中国，笔者认为由殖民主义引起的“被动

受容”具有两面性。马克思曾经总结以殖民主义

为背景的殖民过程：“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

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

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

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17] 德鲁兹（Gilles 

Deleuze）用“去疆界化”（Deterritorialization）“再

疆界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话语概括了类

似的殖民步骤，这两个过程随时都在发生，而且

不仅限于地理、城市等物质意义上内容，也包括

了制度、概念等多种非物质意义上的内容。德鲁

兹认为欧美帝国在与其他帝国之间的竞争会导致

世界范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资本主义机器”

特有的病症，“资本主义机器”在新的接触地带反

复进行着“去疆界化”，为了从物质流动中榨取剩

余价值而对之进行解码并且使之成为公理，资本

主义的辅助设施，如政府机构和法律与秩序的力

量，就越是要尽其所能疆界化 [18]。而何伟亚（James 

L. Hevia）认为英国对于中国的“规训”就是从“去

疆界化”到“再疆界化”的过程。“去疆界化”的

过程有柔和的和暴力的两个方面，通过贸易和宗

教是个柔和的过程，而通过军事行为则是暴力的

过程。欧洲早期在美洲的殖民是通过暴力实现的，

后期英国逐渐采用外交的手段实现殖民，这种怀

柔的殖民方式从印度就开始了，鸦片贸易就是一

个打破原来区域封闭贸易的“去疆界化”过程，

将中国拉进世界贸易市场，如果外交无效才动用

武力。鸦片战争、中法战争、镇压义和团都是去

疆界化过程。占领紫禁城是摧毁中国自尊的深层

去疆界化过程。英国在日本采用了更为柔和的办

法，甚至英国驻日本全权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1807—1897）[19]1863 年因为擅自向日

本鹿儿岛炮击而被英国外交部撤掉公使之职，这

反映了英国的殖民政策的转变。因此，“去疆界化”

是为“再疆界化”做准备。

在天津，八国联军攻破天津老城，拆毁四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727653.html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7276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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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城墙，这就是“去疆界化”过程。而

八国联军在占领天津之后组建了都统衙

门，建立了一系列管理和建设城市的制

度，包括警察制度，都是“再疆界化”

的过程，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以帝国为

核心新体系。“被动受容”的话语主体是

被殖民者，“去疆界化”以及“再疆界化”

的话语主体是殖民者。

 “被动受容”如果可以作为近代开始

的指标之一，那么有必要探讨“被动受容”

的起始。传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西方向

中国传教的历史一般从景教开始，但是这

里只论及殖民时代的传教问题，基督教在

中国传教虽然给中国传播了西方科学技

术，在中国建立教堂、学校、医院，这些

实质上是规训的工具或者手段，传播宗教

是最重要的目的。传教过程也有大量的经

济活动，这为“帝国主义”开拓殖民地铺

垫了道路。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

论证了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ee 

Henry the Navigator，1394—1460） 不

仅是为了寻找黄金和香料，还是作为基督

教大主教去传播福音的。他认为“贸易和

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成为西方建立帝国的

不可或缺的原动力。”[20] 何伟亚在《英国

的课业》余论中的精彩评述：“毫无疑问，

按照理解 19 世纪殖民主义的一般标准，

中国并不是欧洲的殖民地。但我认为，这

些主要涉及政治控制程度的标准，未能全

面反映 19 世纪欧美帝国构建过程的多方

面表现。如果用更宽泛的文化标准理解殖

民主义，或者把殖民主义理解为一系列建

立霸权的工程，那么，欧美的外交官、商

人、传教士和士兵们在中国的作用，就与

他们在非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作用极其相

似。”[21] 余凯思（Klaus Mühlhahn）认为：

“传教不仅是殖民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它在殖民主义当中还能够发挥着整合

作用。”[22] 另外周锡瑞认为传教士支持鸦

片战争，支持武力 [23]。这种受容也还值

得探讨，传教早于殖民活动，也许有的是

反对殖民活动的，还有一些西方研究者的

活动也有相同的问题。因此本文讨论的“被

动受容”更主要指殖民主义背景下的受容，

这个部分至少笔者认为传教也属于“被动

受容”。

比较少的案例是传教士受雇于中国皇

帝从事建设活动。例如圆明园始建于 1709

年（康熙四十八年），是康熙赐给尚未即

位的雍正的园林。西洋楼景区于 1747 年

（乾隆十二年）开始筹划，至 1759 年（乾

隆二十四年）基本建成。整个占地面积不

超过圆明三园总占地面积的 2%，只是一

个很小的局部而已。但它却是成片仿建欧

式园林的一次成功尝试。由西方传教士郎

世宁、蒋友仁、王致诚等设计指导，中国

匠师建造。笔者认为圆明园的西式建筑是

朝贡体系的延长线上的副产品。清帝国的

对外关系来自朝贡体系，费正清用很多精

力研究了朝贡体制，他成功地说明了朝贡

体制目的是为了建立帝国的威信，巩固自

己的统治。圆明园的建设反映了当时清朝

对外关系的自信。在那之后，外交的平衡

逐渐发生变化，何伟亚在《怀柔远人》中

以马嘎尔尼使团的例子建立了另一种言

说，即两个帝国的较量 [24]。这样的较量开

始英国的“教程”，也让中国从朝贡体系

的主动式外交关系转换为以殖民主义为背

景的“被动受容”的外交关系。这个转折

点也让我们思考在建筑方面的古代和近代

的结合点问题，如果以“被动受容”作为

近代中外关系的开端，那么这个案例应该

属于近代以前的对外关系体系。可以理解

圆明园和殖民主义开始的近代意义不同，

这也是可以划分近代的分水岭。笔者认为

近代的划分可以有多种多样，取决于论述

的角度。如果从“主动受容”的角度考察

可能就不能以 1840 年为界限划分近代，

新政改革是一个很清楚的“主动受容”分

水岭。此外各个学科的近代化进程是不同

的，医学、考古、建筑、人类学的近代其

实划分界限都应该不一样，应该深入进行

各个领域的近代化进程研究，从而形成总

体认识。

在建筑方面随着海外资料逐渐被发

现，在宗教和租界方面的研究有了重要的

进步。关于贸易口岸的研究，海外建筑师

的研究，租界的研究都有长足的进步 [25]，

这些研究都反映了对“被动受容”研究的

推进。

三、关于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动力

机制的讨论

1.“+”和“-”的作用力

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

动力都带来“+”（建设）和“-”（破坏）

两个方面的结果，殖民主义可以理解为“去

疆界化”和“再疆界化”两个过程，前者

往往和“-”面作用联系在一起，“再疆界化”

往往和“+”面作用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再

疆界化”产生的“+”面作用和“主动受容”

产生的“+”面作用都可能达成推进近代

化的结果，它可以解释推进近代化的细节

原因，但是性质完全不同。

我们研究的近代城市和建筑发展多属

于“+”的过程，这是近代城市史和建筑

史研究的特点。这个特点是在“帝国主义”

史观有意逃避的话题，需要以新的框架补

完。外国列强在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建

立了表现西方文明的租界区，或者像日本

在大连、长春等建设了近代化的城市，这

些城市的规划甚至比日本本国还要先进，

日本在华北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城市规划

理念进行规划，成为天津经济开发区新港

的基础，但是这是“再疆界化”的成果，《英

国的课业》告诉我们“再疆界化”就是殖

民主义者建立的一个新的编码。面对“他

者”在中国进行“去疆界化”以及“再疆

界化”的活动，中国人反映出来的“反受

容”就是拒绝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再疆界

化”的过程，防卫和强化自己已有的疆界。

2. 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相互作用

同时期，在朝鲜、中国台湾日占时期

总督府完全受到日本的控制，民族主义被

压抑到不能和殖民主义势均力敌的状态。

而在清末民初仅仅在沿海和中国台湾、东

北的局部地区受到殖民主义控制，中国依

然始终有自己的政治控制力，机器局的建

https://baike.so.com/doc/5385110-562155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85110-562155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69438-6182395.html
https://baike.so.com/doc/1687086-17839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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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李鸿章七十大寿在天津英租界英国工部局戈登堂接受各国公祝（1893年） 图3：周学熙和日本顾问藤井恒久、北洋财政处顾问佃一豫、考工厂艺长盐田真合影 
（1906年于李鸿章祠堂）

图4：在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动力的共同作用下的四种可能性

义和团摧毁
天津租界

清末铁路建设
和贷款国技师派遣

天津机器局的建设
和1900 年被破坏战争

筑也就应运而生了。我们看到第二次鸦片

战争后“被动受容”和“主动受容”之间

的关系，李鸿章一面是制造军火的天津机

器局的缔造者，另一面是又是英国工部局

的座上客（图 2）。袁世凯一面是义和团运

动以后新政改革的实行者，另一面又和具

有殖民地性质的租界关系密切，原大阪府

商品陈列所所长藤井恒久 [26] 担任日租界

管理机构租界局行政委员职务，同时也受

到袁世凯重用，担任北洋工艺总局顾问和

工艺学堂总教习。此外袁世凯还雇用了北

洋财政处顾问佃一豫 [27]、考工厂艺长盐田

真 [28] 等众多日本顾问（图 3）。中国的城

市和建筑不断地学习“他者”的经验，在

各地建设了“拟洋风”的建筑（例如北京

大栅栏、陆军部等），而“他者”则模仿

中国的建筑样式建设了学校、医院（例如

协和医院、燕京大学等）。这样的矛盾反

映了半殖民地中国的典型特色，即同时存

在“主动受容”和“被动受容”。清末是

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初期，在这个转折点

笔者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天津机器局、

大沽船坞还带有“忠君”“爱国”的色彩，

然而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威胁促使清末中国

民族主义迅速形成。

德国余凯思（Klaus Mühlhahn）也在《在

“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通知与抵抗——

1897—1914 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

中描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再疆界化”过

程，并说明“对抗”和“相互作用”表明

了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共同作用 [29]。

3. 合作的四种模式

笔者归纳了 X 轴中民族主义和殖民

主义力的共同作用有如下四种可能模式

（图 4）：

第一，民族主义背景下的“+”作用

和殖民主义背景下的“+”作用的叠加在

客观上起到了推进近代发展的作用。例如

清末铁路建设是中国政府和外国签订借款

合同，在合同中多有对于国外技师雇佣的

附属条件，这些合同的签订和技师的雇佣

是在整个殖民主义背景下发生的，其目的

是获得中国的路权。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中

国也看到铁路的重要性，在 19 世纪 80 年

代以后从唐山胥各庄开始自主创建铁路，

在当时的条件之下不得不借用国外的资金

和技术，其作用是建设了中国自己的早期

的铁路 [30]。

第二，民族主义背景下的“+”作用

和殖民主义背景下的“-”作用叠加。天津

机器局是在 1860 年英法联军从天津登陆

进攻北京，掠夺和破坏圆明园的活动刺激

了中国民族主义，从而建设的北方军事工

业基地，但是 1900 年被八国联军彻底破

坏。“去疆界化”在此发生作用，殖民主

义的破坏和民族主义的建设相抵触。

第三，民族主义背景下的“-”作用和

殖民主义背景下的“+”作用叠加。1900

年义和团对使馆区的围攻，义和团摧毁天

津租界是中国人抵御“他者”的案例。

第四，民族主义背景下的“-”面作用

和殖民主义背景下的“-”面作用叠加。这

样的破坏多发生在战争期间。战争给中国

带来灾难，也阻碍了近代发展。

以上四种情况划分了历史的不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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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这只是一种表述，试图说明中国近代发展的

复杂性。城市建设和建筑事业更多表现为第一种

现象，在天津，租界的建设成为华界建设的“教

程”，更重要的是成为刺激华界建设的作用力。除

了中国留学生出国学习城市管理和建筑之外，租

界成为最直接、最近距离的老师。

进一步讨论可以发现这四种模式可能在不同

的地区反映出不同的程度与具体状况。随着殖民

程度的不同有不同的表象，在殖民地城市民族主

义权力受到强烈的压抑，因此不可能有很多主动

性活动，多位学者都在强调不同地区的细化研究，

我们可以尝试从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角度来比较

和定位不同地域的近代化发展特征。中国的差异

很大，例如在中国香港、大连、青岛等地主要的

建设活动是殖民性质的活动。而在中国的内地则

受到这种活动影响较少，因此更多地呈现出“主

动受容”的表象，在山西等内地则表现出更多的

中国自己的近代化尝试，不能单线索地比较而认

为内地落后。沿着这个思路可以深化不同地区的

近代城市和建筑研究。当然不一定就限制在中国

内，以日本为例，日本几乎没有受到中国这样的

割地赔款就进入“主动受容”阶段，背后的原因

有很多，这正给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近代化取向是改革开放后研究近代史的主流，

那么近代化研究什么？可能最关心的是近代性问

题。在 19 世纪很大成分是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

的较量，两者是共存的，而且广泛传播，谈到近

代性问题首先就要细化这两个问题，思考动力机

制问题。

四、小结

近代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此在

城市建设上也反映了“半”的特征，即民族主义

和殖民主义共同作用。这样的特征不同于完全被

殖民的国家。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两者的合力就

是近代中国城市建筑近代化的政治动力。

笔者认为两者之间充满矛盾，是对立的关系，

也是“共谋”的关系。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的

内容。在近代政治史研究上比较强调对立的一面，

但在论及城市和建筑的历史的时候，应该考察其

推进近代化的一面，否则无法解释并全面、客观

地评价近代城市和建筑的近代化进程。

笔者认为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两者动机完全

不同，这决定了他们的冲突，但是在城市建设方

面殖民者尝试最先进的手段推进殖民地或者租界

的建设时又让民族主义者暂时“忘记”了动机问

题，选择了“合作”。或许这种“合作”正是马

克思所指出的历史发展的“合力”？然而民族主

义和殖民主义的合作并非一种安定的“合作”，他

们从根本上是对立的，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为了反

对殖民主义而诞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为

这种“合作”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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