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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 movement）作为

反映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时代状况的艺术风潮和

艺术实践活动，影响了几乎全部艺术领域，所涉

及的地理范围包括欧洲大陆、英美及其有关属地，

以及东亚和中亚的部分地区。新艺术运动随着当

时西方列强的入侵而传播到了远在东方的中国，

在艺术上不仅占据着先进优势，还采取了积极主

动的文化进攻姿态，在建筑、装饰、装帧、实用

品等领域流行开来，以此实现了“应劫而生”的

东西方文化传播。[1]

一、新艺术运动的时空发展概况

19 世纪末，传统事物的残余与保持前进趋势

的客观存在和现象的缱绻一起，成就了这个时代

慌张、紧绷的精神世界，却又存在着具备广阔可

能性的光景。新艺术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境况

中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艺术风潮或艺术运动，

欧洲第一场国际性的现代艺术运动和现代建筑运

动，新艺术运动对人类历史的意义不仅是狭义上

的艺术风格，而且是作为人类近代文明形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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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末，新艺术运动以崭新的艺术面貌出现，席卷了整个欧洲并跨越了欧亚大陆，同步传播到了中国，并形成

了独属中国的地域性特征。新艺术运动中的建筑与装饰作为20世纪艺术遗产中重要的一环，对研究与溯源中国近代

建筑遗产有关键性的影响，同时，新艺术运动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选择与接受的过程。本文对中国范围内新艺术运动

的时空发展进行梳理，总结出其在中国传播的两种途径，并以三种传播模式为指引，对中国新艺术建筑与装饰的形态

特征进行解析，以完善新艺术运动在全球分布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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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rt Nouveau Movement appeared with a new artistic appearance, which 
naturally swept across Europe and spread to China simultaneously across the Eurasian Mainland boundary with 
different attributes of architecture and decoration formed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art heritage in the 20th century, architecture and decoration of Art Nouveau Movement had a key influence 
on the research and traceability of Chinese modern architectural heritage, which is also a process of choice and 
acceptan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tergrity of Art Nouveau Movement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aims at carding 
the space-time development, summed up two paths of communication in China and guided by three modes of 
transmission, analyzes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decoration on Art Nouveau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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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开放而独特的表征阐释，是欧洲文明史

上最关键的现象之一和艺术史上重要的

一环。

艺术史与建筑史的发展，一直按照以

西方为中心的艺术思维方式。在文明等级

的理论包装下，非西方地区（或非欧地区）

被界定为“文化盆地”，即使在跨文化传

播概念创立之初，也被打上“西方中心主

义”的烙印。[2] 在此前提下，以新艺术运

动为对象的史学研究是不够完整的。全球

范围内，新艺术的研究中，对新艺术运动

在中国的传播和其艺术特色有所缺失，忽

略了中国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新艺术探索和

融合。因此，以往的研究不具有全局性，

且不能构成完整的新艺术运动版图。

欧洲新艺术运动发展的雏形是在

1893—1895 年，这时，艺术家和设计师

们显现出新艺术精神倾向，并先后创作出

具有新艺术风格的作品，为新艺术风格奠

定了基本特征（图 1a）。同时，许多艺术

相关设施和机构的出现对艺术家们的艺术

实践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毫无疑问，新

艺术运动与以往很多艺术运动一样，以平

面绘画或设计为起点，随后在建筑上开

启了探索。1896—1900 年间，新艺术运

动在欧洲地区广泛传播，遍地开花，并

在 1899 年中国首座新艺术建筑建成之

际打响了跨文化传播的第一枪（图 1b）；

1901—1914 年，新艺术运动达到了其发

展历程的最高潮，成为一种被广泛认知、

深度实践和大范围讨论的国际性文化现象

（图 1c）。1915 年后，新艺术也逐渐面临

较多的批评和较复杂的其他新型思潮的冲

撞，如与装饰艺术融合，最后融入折中主

义而消亡（图 1d）。[3]

空间上，新艺术运动涉及的领域几乎

涵盖整个欧洲范围。包括中国在内，新艺

术运动发展范围达到 51 个国家。中国的

新艺术运动基本与欧洲同步，伴随着修建

铁路和租界而到来，影响了 11 座城市近

代建筑风格的形成。

新艺术运动第一阶段发展主要在伦

敦、布鲁塞尔和巴黎。英国插画家比亚兹

莱（Aubrey Beardsley）从莫里斯（William 

Morris）继承而来的线条影响了比利时建

筑师霍塔（Victor Horta）的建筑设计，他

在 1893 年成就了新艺术运动建筑实践

的首例。1895 年，萨穆尔·宾 （Samuel 

Bing）在巴黎开设一间名为“现代之家”（La 

Maison Art Nouveau）的商店并找到亨利·范

德威尔德（Henri van de Velde）做室内设计；

同时，吉玛德（Hector Guimard）参观完

霍塔的建筑后对结构理性主义有了崭新的

认识，并开始把目光投向挖掘铸铁的潜能，

法国新艺术拉开序幕。[4]

新艺术运动的第二、三阶段，在巴黎

和都灵博览会之间，新艺术突飞猛进。但

同时，国家之间的风格差异相当明显，比

利时和法国几乎完全强调了纯粹的装饰方

面，但德国人除了纯粹的装饰之外，还尝

试了建筑、规划和实用品。法国新艺术运

动装饰性的鼎盛发展被俄罗斯吸收并与其

民族传统特色融合，成为独树一帜的俄罗

斯新艺术风格，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新

艺术风格从俄罗斯到达了中国，建于 1899

年的“哈尔滨老站”（已拆除）是第一座

在中国建造起来的新艺术风格建筑，此后

随着租界的建立而传播到了更多的中国城

市。这个时候，新艺术以其难以计数的艺

术作品和传播的广度证明了这一思潮在当

时所占据的绝对主导性地位，成为“时代

的潮流”。

新艺术运动最后一个阶段，新艺术陷

入时尚论证和装饰智能化的死胡同，在欧

洲地区开始衰落，迅速进入装饰艺术运动，

并迈向现代主义进程，但中国范围内的新

艺术运动还在继续，表现为更抽象化和简

洁化的装饰符号反复且规律地出现，成为

建筑形式模件和艺术表达的一部分。

新艺术运动在欧洲的发展历程集中在

1894—1910 年之间，短短的十多年实践，

对中国城市、建筑及各领域的影响却持续

了近三十多年，并且对中国设计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新艺术运动进程中，中国的加

入不仅使其范围在空间上从欧洲跨到了亚

洲，时间线也因此延长了超过 10 年之久，

这对新艺术完整性的研究至关重要。

二、新艺术运动在中国的传播和

演变

新艺术运动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其延

伸的范围远达中国多个主要城市，完成了

跨文化区域的传播（图 2）。在全中国范围

内的主要城市，新艺术运动实践主要由俄

罗斯、德国、英国和法国传入。

新艺术运动从欧洲传播到中国主要城

市，主要有两种途径——铁路修筑和租界

发展。最开始，新艺术运动随着中东铁路

的修筑而来，中东铁路及其附属地建筑的

修筑时间（1897—1927 年）与欧洲新艺

术运动的扩展传播（1896—1900 年）和图1：新艺术运动在各国的传播时间跨度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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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高潮（1901—1905 年）阶段同步。

新艺术风格作为一种新潮的风尚、先进的

文化，由俄国引入中东铁路工业建筑实践，

被选为代表中东铁路的官方建筑风格，大

批优秀的设计案例被相继推出并付诸建

设。[5]1903 年中东铁路全面通车后，便利

的交通促使俄国开始向中国城市（如哈尔

滨、长春、沈阳等）大量输出移民。随着

人口的增加，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以及

各种随之而来的经济现象和实体，包括商

业、加工业、金融业、运输业等沿铁路聚集，

逐步形成了以铁路为纽带，以铁路附属地

为节点，具有空间分布完整性和相对集中

性的新艺术运动建筑群。此外，中国东北

地区的俄国移民和中国居民的交往，代表

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

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因此衍生产品都具

有显著的新艺术风格。

在 20 世纪初，殖民者在开埠后纷纷

设立租界，西方人对租界的经营和经济追

求对近代城市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租

界成为西方文化的传播桥梁，新艺术运动

随之到来。青岛和济南由德国殖民者主导，

如德国建筑师魏尔纳（Werner Lazarowicz，

1873—1926）[6] 设计的德国总督官邸是一

座德国青年风格（Jugendstil）的建筑，它是

青岛近现代城市发展的见证，也是整个城

市风格走向的“定海神针”[7] ；天津的新艺

术运动来自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的风格

实践，以永和工程司、义品公司和意大利

工部局为建筑行业的主导；南京和武汉的

新艺术实践主要来自英国，在武汉最有名

的四座新艺术建筑中，两座是由英国建筑

工程师穆尔设计建造的，另外，平汉铁路

局是由中国籍建筑师夏光宇（1889—1970）[8]

设计建造的；上海和广州的新艺术实践主

要由法国引入，相比其他租界，主要表现

在建筑局部的装饰上，在上海具有明显的

与装饰艺术融合的趋势。相较于中东铁路

带来的新艺术运动对建筑、装饰以及装饰

品的深重影响，租界的新艺术风格集中体

现在建筑局部上的铁艺和曲线装饰。

两种不同的传播途径为这些城市带来

了显著的近代城市发展和城市建筑的多样

化特征。中东铁路的运行，带来了先进的

工业文化的技术，对铁路沿线区域城镇和

乡村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工商

业的发展，使东北地区走向了城市化的初

级阶段，重塑了周边城镇面貌并改变了社

会景观。除此之外，新艺术运动在中国的

传播，为中国近代城市建筑形成多样性和

独特性的特征形成贡献了力量，尤其是新

艺术风格极具兼容性的特征，使建筑从规

模到功能类型，以至建筑风格的融合，都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

三、中国新艺术运动文化传播的三

种模式及其特征

美籍黎巴嫩裔传播学者马尔文·克雷

迪（Marwan M. Kraidy）研究后殖民主义

理论家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Waefie 

Said）首创的跨文化主体“再接合”分析

方法，对两个先后于 1960 年代和 21 世纪

初在媒介传播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理

论框架“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

进行了比对和辨析，提出了“批判的转文

化主义”的理论架构，从而形成了三种理

论架构及其所对应的传播模式——国际传

播、跨文化传播和转文化传播。

新艺术运动是一场艺术运动而非一种

特定的风格，欧洲各国艺术实践既有不同

也呈现互通，中国新艺术运动源自四个不

同的国家，艺术实践的特征与欧洲相同。

中国范围内的新艺术运动从 19 世纪至今

经历了三种传播模式，其文化模式表现为

单一文化传播、多元性文化融合以及综合

性第三文化的发展。[9]

中国新艺术运动建筑大多是围绕着长

期占领和战略发展的目的而建造的。一开

始的传播以国际传播为传播模式，其理论

框架为文化殖民主义。新艺术运动文化传

播期间，欧洲国家对中国采取借地筑路、

殖民地建设等侵略政策，使中国逐渐失去

本民族文化的发展规划，在建筑上表现为

整体性的移植。此外，俄罗斯建筑师主动

把本国的新艺术特征与中国地域属性（如

材料等）进行调适，即充分利用一定时期

的艺术规律，使之与地域性特征融合，呈

现出一种明显的、重要的中国新艺术运动

特征，显现出跨文化传播模式；同时，新

艺术风格作为当时全球性的时尚标杆，随

着贸易和移民文化的延展到了中国，大多

体现在建筑局部装饰或生活实用品上。

1. 新艺术运动国际的传播模式

新艺术运动在中国的国际传播模式呈

现出向度单一的特征，以建筑与装饰的移

植为建设形势，铁路沿线与殖民地的建筑

风格迅速成形，当时风头正盛的新艺术风

格自然是首选。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具

有深远象征意义的火车站可以最大限度地

传播一定时期内的社会信息，各国列强以

站舍建筑为媒介，并以与铁路相关的建筑

物作为串联点，形成固定的区域，以对中

国实施进一步的控制，这是新艺术运动国

际传播模式下最关键的建造。

作为中东铁路上规模最大、历史最久

的站舍建筑，哈尔滨站是中东铁路全线唯

一的一等站，也是揭开中东铁路新艺术运

动建筑序幕的重要标志，标志着一种重要

的创新和转变（图 3a）。[10] 同时期的站舍

建筑，包括绥芬河站和满洲里站，都与其

有异曲同工之妙，站舍立面强调垂直划分，

细致严谨（图 3b、c）。从当年的设计图可

以看出，大连和博克图的火车站都呈现出

精彩的新艺术风格特征（图 3e、f）。虽然

最后舍弃了最初的新艺术建筑风格设计，

图2：新艺术运动在近代中国主要城市的分布和两种传

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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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东铁路新艺术运动所带来的国际传播

并没有因此被切断，文化线路的共享特性

沿着交通线路分布，形成了历史文化的相

关性。济南老火车站是津浦铁路的“远东

第一站”，是德国新艺术的青年风格与日

耳曼风格的结合，其强化功能的同时，在

形态上更具立体感（图 3d）。[11]

此外，商业和住宅建筑推动社会发展

历程且具有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各项市政机

构和商业设施，是与历史相关的建筑见证。

中国各城市中的新艺术运动建筑几乎都具

有强制性的移植和复制，在建筑整体形态

图3：中国新艺术运动建筑对欧洲新艺术建筑的直接复制

a.哈尔滨老火车站，1899年 b.满洲里老火车站，1901年

c.绥芬河老火车站，1902年 d.济南老火车站，1908年

f.博克图火车站设计图，1903年e.大连火车站设计图，1902年  

g.青岛德华银行旧址，1901年 h.天津百福大楼，1926年

方面，具有非常纯正的来源国新艺术建筑

的特征，如俄罗斯新艺术特色，兼有莫斯

科的“新俄罗斯风格”、德国“青年风格” 

（图 3g）及以表面为陈述重点的装饰风格

（图 3h）等，中国原生文化则处于对新艺

术风格的“被动接受”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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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艺术风格在中国地区的移植和传播

还表现在建筑局部装饰上，完备的形式语

言和细部做法是建筑形式模件的一部分。

最典型的形式元素就是装饰性凹线、抹圆

弧角的窗套、抽象自植物藤蔓的曲线装饰，

等等。这些模件化的符号不仅组合成完整

的新艺术风格建筑，还常常被当作点缀性

的要素，出现在一些形象普通的建筑外观

以及室内装饰中，如楼梯栏杆。楼梯装饰

呈现多姿多彩的形态，充满丰富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图 4a~f）。

更甚者，俄国人对新艺术风格在中国

东北地区的文化渗透和传播可谓煞费苦

心，其表现在运输载体上，俄国人在作为

穿越中东铁路的载体——铁路车厢和作为

建材运输的水运船舱中（“阿尔贡”与“阿

穆尔”号轮船），也把新艺术运动装饰元

素发挥得淋漓尽致（图 4g~i），这在欧洲

本土载运工具上也鲜有可见。

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欧洲国家基于

对自身文化的某种优越感而力图把当时被

誉为最时尚且现代的新艺术风格建筑与装

饰应用于中国城市和建筑的建设上，以通

过建筑文化的传播，把自身的意识形态、

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中国的民族文

化之上，进而削弱民族的向心力。就中国

正统文化的主体而言，中东铁路全线几乎

都处于边缘文化区，俄罗斯以大量建筑与

装饰作为引线入侵中国东北，让铁路沿线

城市在文化殖民主义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

发展，以达到重新建立这些地区文化特性

的目的。在青岛、天津等较为发达的开埠

城市，欧洲国家在区域内建造规模较大的

新艺术风格建筑物，其大多为商业类建筑。

在中国，欧洲建筑师们显得更加无拘无束，

在移植的前提下，将新艺术运动风格表现

得淋漓尽致之余，也逐渐朝着更现代化的

建筑特征迈向。

图4：中国新艺术运动建筑装饰对欧洲新艺术建筑装饰的直接复制

a.扎兰屯避暑旅馆楼梯栏杆，1903年 b.青岛红房子宾馆阳台栏杆，1905年 c.华俄工业技术学校窗户，1906年

d.青岛总督府窗套，1906年 e.广州广播事业管理处楼梯，1926年 f.上海西湖公寓外墙装饰，1928年

g.中东铁路餐车厢 h.中东铁路休闲车厢 i.船舱中的女士舱

2. 新艺术运动的跨文化传播模式

由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实践相对应的不

同知识范畴，如跨文化沟通、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对话等可见，跨文化传播呈现的是

一种多元文化观的参与，是对不同文化的

调适。[12] 中国本土“主位”文化经历了一

种超越文化认同本身并将“客位”文化（新

艺术风格）逐渐“内化”的过程，同时也

表现为欧洲建筑师对中国地域性特征的正

视，如中国东北对俄罗斯建筑文化有先天

的适应性，东北原生文化从“被动接受”，

继而转向“主动迎合”。[13]

1905 年前后，新艺术运动既持续散

布，也有相当多的国家开始转向摒弃它，

新艺术在俄罗斯已经开始呈现颓势而倾向

更民主化的呈现。[14] 与此形成有趣对照的

是，在中东铁路及沿线附属地，新艺术风

格在建筑上的表达从一开始鲜明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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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艺术建筑风格转向了后期逐渐反映出明

显的中国地域特色，实木在新艺术建筑中

应用的比例增大，与砖石的结合极具寒地

建筑特色。在建筑上采用大量的东北木材

构建的大屋顶、木构窗户框架和装饰是最

显著的中国新艺术风格（图 5a~c、f），成

功通过调适融合了俄罗斯新艺术风格与中

国传统地域特性。青岛地区的新艺术建筑

则完美诠释了德国新艺术与现代建筑的结

合，在新艺术运动历史上形成了属于中国

的新艺术建筑特色（图 5d）。此外，来源

于英国新艺术的汉平铁路局，其最精彩的

是建筑立面的浮雕装饰，建筑师夏光宇延

续英国新艺术晚期的装饰风格，在细节处

理上，与英国新艺术运动建筑师哈里森·汤

森（Charles Harrison Townsend）的设计有异

曲同工之处（图 5e）。他主动接收新艺术风

格并应用到新艺术建筑的建造中，实现了

跨文化传播的意义。

贸易活动同样是跨文化传播的主要途

径之一。应用于建筑室内外的装饰品以

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实用品普遍具有新艺

术风格特征。如马迭尔宾馆的室内镜饰 

（图 6a）、张学良故居的室内装饰瓷砖 

（图 6b）和天津民居的彩绘玻璃（图 6c），

都具有鲜明的新艺术风格特征，在纹样和

色彩上也有很强的装饰性，对 20 世纪初

中国的商人和富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事

实上，这些装饰品都是住宅主人通过外贸

商人购买并要求设计师应用在建筑内外部

图5：新艺术运动建筑与局部跨文化特征

a.中东铁路官员宅邸，1904年 b.中东铁路俱乐部，1904年

c.中东铁路理事事务所，1908年 d.青岛药房，1905年

e.武汉汉口汉平铁路局，1911年 f.阿穆尔军区司令将军官邸，20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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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中国新艺术运动装饰、实用品与装帧的跨文化特征

a.室内镜饰，1906年 b.室内瓷砖，1914年 c.彩绘玻璃，20世纪初

d.哈尔滨俄罗斯烟盒，20世纪初 e.中东铁路实用品，20世纪初 f.镜柜，20世纪初 

g.《君山》封面，1927 年 h.“双凤”商标，1928 年 i.啤酒海报，1929年 

装饰上的。新艺术风格实用品散落在人们

生活的方方面面，由移民传播而来，但由

于其极具时尚风采的艺术表现，受到了不

少中国民众的喜爱（图 6d~f）。

除此以外，在很大程度上，跨文化交

流得益于丰富的传播媒介，如招贴画等印

刷品的普及。显著的新艺术装帧艺术实践

大多出现在 1920 年代，中国新艺术平面

装帧设计大多出自中国本土设计师，他们

受到比亚兹莱的影响，并在人物与造型上

融合了新艺术线条与中国传统元素，如图

书装帧、商标和广告海报（图 6g~i）。

相比西欧，中国新艺术运动无论在建

筑、装饰还是其他设计上，都具有相对的

独立性与鲜明的个性。来自欧洲的新艺术

特征与中国本土文化呈现出一种温和的碰

撞，欧洲建筑师和设计师们主动适应了中

国地域性的特征，中国建筑师和民众主动

接受了新艺术风格在本国的传播。一致的

是，他们通过“镶嵌”的方式找到了中国

本土文化与新艺术文化的结合点，呈现出

适度的“选择”和“融合”，这是一种相

互制约和影响的文化传播过程。

3. 新艺术运动的转文化传播模式

转文化传播是指不同文化体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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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中国新艺术模件化符号作为点缀性要素

a.阿城兵营，1902 b.原密尼阿久尔茶食店，1926 c.一面坡住宅，20世纪初 d.富拉尔基住宅，20世纪初

a.马迭尔招牌，1985年 b.旧厂房改造餐厅，2013年

图9：当代中国新艺术建筑的实践

c.太阳岛风景区大门，2004年 d.哈尔滨新火车站，2019年

图7：新艺术装饰风格与中国传统装饰相结合

a.牛腿装饰，20世纪初  b.檐下装饰 c.墙面装饰，20世纪初

装饰性的符号的组合逻辑）的重塑，形

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艺术模件化符号 

（图 8）。只有在完成组织制度层面的文化

流动之后，才会触及文化的核心层面即思

想观念。最后，人们接受了这种建筑形式，

开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模仿，进行再次加

工，融入本民族的建筑符号，至此，新艺

术建筑符号在民众的内心深处生根发芽。

转文化传播还具有延展性的特点，这

种延展性是中国新艺术传播最重要的特色

之一。尤其在被日本人称为“新艺术之

城”的哈尔滨，新艺术建筑与装饰的再生

产在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体验

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对新艺术

建筑遗产的保留和延续，新艺术建筑遗产

在城市与公众之间的情感联结还体现在

哈尔滨当代建筑和装饰沿用了新艺术运

动风格（图 9a、b）。例如重建当年哈尔

滨火车站（图 9c）以及太阳岛大门设计 

（图 9d）中，再现了新艺术建筑风格（图

9a~c），让新的建筑与建筑遗产之间产生

了关联，以唤起公众对新艺术建筑遗产的

关注，直接引起了公众对于历史的情感依

恋和记忆。

通过交流和碰撞而产生转型，进而形成

新的跨文化主体和社会文化形式。新艺

术运动在中国城市的转文化传播，其很

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风格具有极强的兼

容性和装饰性。在新艺术运动已经退出

历史舞台的 20 世纪初，在中国，转文化

传播体现了其理论层面的对话性。建筑师

和工匠们在经历大量的实际工程之后，在

潜意识里将新艺术建筑符号规范化，程

式化，渐渐形成了本地的符号制度和编

码、译码体系（图 7）。此外，对中东铁

路建筑的形式语言和细部做法，（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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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新艺术运动的遗产价值

铁路的修筑、租界和贸易活动使中国很多城

市迅速成为大都市，它们开放的国际化商埠的姿

态对艺术风格的发生有明显的影响。新艺术运动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欧洲地区担任着重要

的艺术变革主体，到了中国，其作为一种文化载

体，在艺术和城市发展以及社会活动中都占有重

要地位。

1. 文化与意识的传播和参与

新艺术运动在中国的传播是一场自由的跨文

化传播实验，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跨文化实践。

作为当时欧洲范围文化主体的各国新艺术文化与

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跨越了洲际和国

界，但这并不是一场平等的文化传播，而是具有

强制性和取代性的推行，这样的文化传播是为“涵

化”的过程。新艺术运动在中国各城市的“涵化”

过程导致了城市艺术风格的整合和创新，包含了

多类型、多层面、多形式的跨文化传播。[15]

新艺术运动跨文化传播的“创新”包含了原

本流行于欧洲文化强势国家和地区的新技术、新

风格和艺术新样式的引入。新艺术的传播体现在

中国范围内的建筑领域，是建筑设计及建造形式

上、艺术理念与城市规划方法上的创新；在中国

新艺术风格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丰富的艺术蕴涵，

即文化演进的动态展现，技术与艺术的兼收并蓄，

文化气质的和而不同。 

2. 艺术风格与特征的“合璧”

新艺术风格类型作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

洲侵占中国各城市留下来的历史产物，它们在很

大程度上如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欧洲各国在建筑

思想上的剧烈变动，甚至影响了中国城市风格的

形成。中国范围内的新艺术运动实践原本就在新

艺术文化圈以外的地区，通过铁路的修筑和租界

才和俄罗斯乃至欧洲的文化区发生联系，实现跨

文化的传播，以至于中国所处的空间具有开放性

的特点。同时，由于边缘文化区的特性，西方文

化在中国也获得了更大的创作自由度。

中国范围内的新艺术运动呈现出的文化多样

性、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系统性都是独一无二的，

是早期工业化、近代化进程的实物例证。新艺术

建筑在这种环境里也表现出了高度的兼容性，尤

其在其发展的中后期，从建筑类型上看，这种风

格几乎覆盖了所有建筑类型，多样性甚至远远超

过它的来源母体俄罗斯和欧洲。其中，中国东北

地域的木材在建筑装饰上大量采用，它们呈现出

一种明显的、重要的中国新艺术运动的艺术特征，

即能够充分利用一定时期的艺术规律，显现出跨

文化的特征，并且在艺术效果上具有一定的审美

感染力。

3. 新艺术运动发展进程的完善

根据统计，中国新艺术运动所涉及的艺术领

域包括建筑、室内设计、家具、实用品和招贴画

设计，欧洲国家中，囊括艺术领域比中国更广的

只有法国和奥地利，以此可证中国新艺术运动是

整个运动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只有加入

中国，全球范围内的新艺术运动进程才得以完善。

新艺术运动的艺术表达经历了从一开始欧洲

各国鲜明的新艺术风格，到后期逐渐反映出明显

的地域特色，直到新艺术运动在欧洲地区全面消

亡而进入装饰艺术运动的过程。此后，中国范围

内的新艺术运动还在继续，其表现为更抽象化和

简洁化的装饰符号。新艺术运动在中国，不仅是

一场艺术运动，甚至更成为成熟的建筑风格和现

代化社会生活的标杆。不断的探索使得新艺术风

格在中国的持续时间较长，延续到了1930年左右，

而新艺术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时间线也因此延长

了超过 10 年之久。

4. 当代建筑与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

新艺术风格的艺术实践，在艺术材料、技术、

形态特征的使用上与当时的欧洲基本保持一致，

并且实践质量较高，单就建筑而言，大部分至今

仍可继续使用。新艺术运动建筑的保存情况相对

较好，其中很多建筑因为具有很高的历史与文化

价值而成为城市的名片，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功

能上的延伸，成为中国 20 世纪遗产的重要组成

部分。

新艺术运动在近现代中国城市建设史上有重

要地位，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孕育了体现中

国城市精神的代表性作品。它们能反映近现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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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且与重要事件，是城市空间历史性

文化景观的记忆载体。新艺术运动建筑不

仅能反映城市历史文脉，具有时代特征、

地域文化综合价值的创新型设计作品，还

对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等方面产生过重大

影响，是技术进步与设计精湛的代表作，

具有建筑类型、建筑样式、建筑材料、建

筑环境、建筑人文乃至施工工艺等方面的

特色及研究价值。

五、结语

新艺术运动作为一场深刻地影响了几

乎所有艺术领域的装饰艺术风潮，传入中

国后，对几个开埠城市的工艺美术、建筑、

室内、装帧等在内的各个相关艺术领域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对近代中国新艺术

运动跨文化传播进行梳理和研究，目的在

于更多获取其全貌信息，充实新艺术运动

领域的完整研究，并且从新艺术运动对历

史和传统文化所抱有的灵活态度和设计模

式中，反思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艺

术与当代设计文化的融合与碰撞。同时，

新艺术运动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使其无论对

艺术史还是建筑史，都存在源源不断的信

息输入；在中国，特别是非主要城市的新

艺术运动实践，都值得深入发掘，以实现

更完整的近现代建筑历史图景，在更大程

度上把中国新艺术运动推向世界。

注释

[1]  参见李国友，徐洪澎，刘大平 . 文化线路视野下的

中东铁路建筑文化传播解读 [J]. 建筑学报，2014（S1）：

45-51. 

[2]  参见 Asante，M. K.，Miike，Y.，Yin，J. The Glob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ader （2nd edition）

[M]. London：Routledge，2013：204.

[3]  参见Gabriele Sterner. Ar t Nouveau：An Art of 

Transition – From individualism to Mass Society[M]. 

New York：Barron’s，1982：38.

[4]  参见 Lahor，Jean. L’Art nouveau[M]. New York：

Parkstone Press International，2007：34-68.

[5]  参见 [日 ]西泽泰彦 .哈尔滨近代建筑特色 [M]. //侯

幼彬，主编 .中国近代建筑总览 - 哈尔滨篇 .北京：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15. 

[6]  建筑师魏尓纳·拉查鲁维茨，在西普鲁士省会但泽

（Danzig）接受高等教育，主攻建筑土木工程，1898

年他应招到青岛，在德方房屋建设部门工作，并很快

参与到建筑设计之中，德国总督府医院是他最早接手

的设计项目，1912年，他还设计了青岛俱乐部。

[7]  参见吕传胜，巩升起 .与建筑对话：品读青岛德

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 [M].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9：133.

[8]  夏光宇，土木工程学家，江苏青浦人。夏光宇于

1912至1935年任中国工程师学会正会员，历届董事，

武汉分会会长，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首任会长（1936

年），后改任董事。曾担任中国经济建设协会发起人，

历任理事。

[9]  参见Kraidy，M. Hybridity，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M].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5：148-153.

[10]  参见郑长椿 . 中东铁路历史编年 [M]. 哈尔滨：黑

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276.

[11]  参见张润武，薛立撰，薛立 . 图说济南老建筑 [M]. 

济南：济南出版社，2007：111. 

[12]  参见史安斌 . 跨文化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方向和

前景 [J]. 对外传播，2011（08）：41-42.

[13]  参见史安斌，盛阳 . 从“跨”到“转”：新全球化

时代传播研究的理论再造与路径重构 [J]. 当代传播，

2020，210（01）：23.

[14]  参见David Wolff. To the Harbin Station：City Building in 

Russian Manchuria 1898-1914[M].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29.

[15]  参见李国友 . 文化线路视野下的中东铁路建筑文

化解读 [D].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3：277.

参考文献

[1]  A sante，M. K .，Mike，Y.，Y in，J .  The G lob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ader （2nd edition）

[M]. London：Routledge，2013.

[2]  Be l la Cody. Handbook of Intercul tura l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M]. New York：Wiley 

Blackwell，2008.

[3]  Grunitzky，C. Transculturalism：How the World 

is Coming Together[M]. New York：TRUE Agency，

2004.

[4]  H e p p，A .  C u l t u r e s  o f  M e d i a t i z a t i o n [M] . 

Cambridge：Polity Press，2004.

[5]  Howard J. Art nouveau：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styles in Europe [J]. Slavic & East European Journal，2001，44

（4）：685.

[6]  史安斌 .跨文化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方向和前景

[J].对外传播，2011（08）：41-42.

[7]  赵月枝 .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中的“跨文化”

含义 [J]. 全球传媒学刊，2019，（01）：115-134.

[8]  李国友 .文化线路视野下的中东铁路建筑文化解

读 [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3.

[9]  刘大平，王岩 .哈尔滨新艺术建筑 [M].哈尔滨：哈

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

[10]  冯建华 . 批判理论视野下的跨文化传播——访加

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赵月枝 [J].中国社会

科学报，2017（2）.

[11]  武国庆，中东铁路老建筑寻踪——建筑艺术长廊 

[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12]  周榕 . 特集 建筑评论的多维视野与伦理向度 [J]. 

建筑学报，2020，625（11）：7.

[13]  闫楚倩，马航，刘大平. 基于空间句法的哈尔滨近代

居住文化解读 [J]. 建筑学报，2020，22（S2）：158-163.

[14]  乌多·特尼森，尚晋. 瑞士木结构建筑：求索于传

统与创新之间 [J]. 建筑师，2018（3）：88-94.

[15]  汪妍泽，单踊 . 历史的未来——维奥莱·勒·迪克

理性思想溯源 [J]. 建筑师，2018（2）. 

[16]  王辉 . 异托邦与多维之境——西方建筑设计思维

与审美的当代性思考 [J]. 建筑师，2018（2）.

图片来源

图1、图2：作者自绘

图3a~c、e、f：武国庆，中东铁路老建筑寻踪——建筑

艺术长廊 [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图3d：[EB/OL].[2020-12-16]. http://blog.sina.com.cn/

s/blog_72d35c200102ynyf.html.

图3g、h、图4a~e、图5a、e、图6a~c、f、图7、图8、

图9a、b：作者自摄

图4f：尔东强 . Shanghai art deco：上海装饰艺术派 [M].

香港：中国通出版社，2006.

图4g~i、图5b、f ：中东铁路大画册 [M]. 中东铁路工

程局，1905.

图5c：刘大平，王岩 .哈尔滨新艺术建筑 [M].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

图5d：[EB/OL].[2021-04-24]. https: //ar t.nouveau.

world/Qingdao.

图 6d、e：公众号哈尔滨1898[EB/OL].[2020-12-11].

https：//mp.weixin.qq.com/s/jrSRUEEsQplJOqhUUj8ESw.

图 6g：[EB/OL].[2020-12-17].https：//new.qq.com/

omn/20191020/20191020A07PN300.html.

图6h：黄艳华 . 近代上海平面设计发展研究（1843-

1949）[D]. 上海：上海大学，2014.

图6i：[EB/OL].[2021-01-14]. https：//www.baiqi008.

com/b2bpic/iijhofhz.html.

图9c ：[EB/OL].[2021-07-26].https：//you.autohome. 

com. cn/details/234871.

图 9d：[EB /O L ] . [2019 -11-13] .  h t tp s : / / w ukong.

shufadash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