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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近代建筑发展概况

1、中国近代建筑发展历程
从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建筑 也

开始了近代化的议程。
 （ 1）随着封建王朝的崩溃，重修颐和园和河北几座皇陵成了最

后一批皇家工程，木构架建筑体系在官方系统下画上了句号。
 （ 2）新的建筑活动为租界内的殖民地式或欧洲古典式风貌的建 筑

。



1、中国近代建筑发展历程
 （ 3） 20世纪 20年代初，早期赴美日学习建筑的留学生相继回

国，并开设建筑事务所，中国建筑师队伍由此诞生。 1923年江

苏公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设立建筑科，开创了中国的建筑学教育。

此时，建筑类型大大丰富，国外的新材料及新的结构与施工技术

也推广应用，近代中国的新建筑体系形成。
 （ 4）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建筑师探索“中国固

有式”建筑的设计，西方装饰艺术风格与现代主义建筑的引入，  

使中国建筑师尝试创作融入中国式图案的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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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近代建筑发展历程

 （ 5） 1928年，中央大学、东北大学、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等开 

办了建筑系。 1927年中国建筑师学会成立， 1930年中国营造

学 社成立，并相继出版了相关学术期刊。 1927年至 1937年为

近代 建筑活动的繁盛期。

 （ 6） 1937年到 1949年，中国因战争而陷入近代中国建筑活

动 的停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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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代城市建设概况

 19世纪 20年代中叶，西方资本讲义的入侵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

展，使古老中国城市体系开始转型。

 通商开埠、工矿业发展、铁路交通建设诸多方面促成中国近代 

城市转型，形成了主体开埠城市、局部开埠城市、功能枢纽城 

市、工矿专业城市 4类近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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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代建筑的发展
 中国近代建筑主要有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工业建筑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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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近代中国的居住建筑，可分为三大类别：

 一是传统住宅的延续发展，在广大的农村、集镇、偏僻县城，  少

数民族聚居的城乡和一部分大中城市的旧城区中，仍然继续 这旧

的传统民居的建筑方式；

 二是从西方国家传入和引进的新住宅类型，主要分布在大中城

市生活需要，有独户、联户型住宅、多层公寓、高层公寓等；

 三是由传统住宅适应近代城市生活需要，接受外来建筑影响而 糅

合、演进的新住宅类型，如里弄、竹筒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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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移植的住宅
 外来移植的住宅主要是通过外国移民输入和建筑师引进的

国外各类住宅形式，早期多为独户型和联户型。

 独户型住宅有高标准和普通标准两类。





 高标准独院式住宅统称花园洋房。

 这类住宅一般位于城市良好地段，总平面宽敞，讲究庭院

绿化和小建筑处理，建筑面积很大，多为一二层楼，采用

砖石承重墙，采用各国大住宅、府邸形式。这是当时这些

国家流行的高标准住宅在中国的复制。







本土演进的住宅

本土演进的住宅主要集中在开放度较高的城市和侨乡，大体

上形成以下几种类型：

 1、里弄住宅，最先出现在上海租界，后来扩展到天津、汉口、 

南京等大城市。

 2、分布在青岛、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的居住大院。

 3、出现在广州一带的竹筒屋。

 4、散见于东南沿海城市的骑楼、铺屋。

 5、广东侨乡生成的庐式侨居和碉楼侨居。









（ 2）公共建筑

 20世纪 20年代前建造的行政和会堂建筑国仿西方同类建筑；

 20世纪 20年代后期建造的行政和会堂采用“中国固有形式”的

传统复兴式；

 银行大都采用西方古典式、折衷式建筑形式；

 火车站采用国外建筑形式；

 文化、教育、医疗建筑大都采用“中国式”；

 商业娱乐服务业建筑则有新式和旧式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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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20年代后，行政会堂建筑主要是国民政府机关，基本上都由 

中国建筑师设计，外观大多采用了中国固有形式。





 近代文化、教育、医疗建筑有一部分和外国教会活动联

系在一起。大学的校园规划和建筑活动最令人瞩目。

 这些大学大多沿用国外校园模式，有庞大的占地规模，  

有合理的功能分区，有优良的自然环境和绿化，有近代 

化水平较高的建筑群组合，有的还采用中国式建筑风貌， 

成为近代中国公共建筑中最具组群特色的建筑类型。







 城市近代化的一大特征是人流、货流高频率的运动和密集型人际信息沟通。

 邮政、电讯和现代交通建筑应运而生，其中火车站建筑发展最为显著。



 在近代中国庞 杂

的公共建筑 系列

中，商贸 类建筑

是最突 出的发展

类型。 它的数量

很多， 构成近代

化城 市新城区主

体， 常常充当市

中 心的主要角色

。

 银行建筑是其 

中的佼佼者。



商业、服务业、娱乐业建筑不仅数量多，与市民生活的关联也最为密切。 

它明显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城镇中下层居民为营业对象的小型商业、服务业建筑和大众

化的娱乐场所；

 一类是以城市中上层顾客为营业对象的大型百货公司、专业商店和大

型饭店、高级影剧院等。



近代公共建筑类型的形成途径

近代中国公共建筑类型的形成，基本上沿这两个途径发展起来：

 1、在传统旧有类型基础上沿用、改造；

 2、从国外同类型建筑引进、借鉴、发展。



 第一种途径，一般情况下是由于：

 1、原来已有这类型建筑，具备一定基础；

 2、业主资金力量薄弱，必须利用旧建筑改造，或者虽属 于

新建，但必须依赖旧式匠师的技术力量和传统的技术条 件；

 3、建筑功能要求不十分严格，有可能从改造旧有建筑类 型

来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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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途径一般情况下是由于：

 1、原来没有这种类型建筑，或原来虽有，但与新功能差

距很大；

 2、建筑类型从外国传入，功能较复杂，对近代化要求较

高；

 3、业主资金较雄厚，有条件由近代建筑师进行设计，有条

件采用新材料、新结构、信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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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工业建筑
近代工业建筑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结 

构及空间的演进：由木构架厂房—

—砖木混合结构厂房——以框架、 

门架、半门架、拱架为结构形式的 

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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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层厂房

 单层厂房是中国近代工业普遍采用的建筑形式，最先发展的是砖木混 

合结构的厂房。早期除沿用旧式平房外，凡属于引进的工业建筑，绝 

大部分都是这种形式。

 民族资本的民办工业运用砖木混合结构厂房更为广泛，直到解放。



 钢铁结构的单层厂房在 20世纪前还很罕见。

 1863年上海自来水公司碳化炉房是中国近代第一座铁机构厂房建筑。

 1893年，武汉汉阳铁厂，除 4个小分厂仍为砖木混合结构外， 6个大分 

厂的主厂房，全部屋顶用料、圆柱、扁柱、横梁都是购自比利时的钢 铁

构件，是近代中国大型运用钢结构先例。

 进入 20世纪后，钢结构厂房陆续出现于铁路机车车辆厂。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应用于近代工业建筑迟于钢结构。

 1883年上海自来水厂和 1892年湖北枪炮厂是国内使用水泥和混凝土

的 较早的两个工厂。

 20世纪初，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锯齿式屋顶首先在纺织工厂中采用。

 随后陆续出现了钢筋混凝土框架、半门架、拱形屋架、双铰门架与双

铰拱架等新的结构形式厂房。



 近代单层厂房，内部要求有较大空间的冷加工车间或热加工车间，多 

半用两坡式或气楼式，或单跨或数跨连续，或主跨两侧增设副跨，主 

跨跨度一般为 15米左右，宽者达 20米。锯齿屋盖常用多跨连续方式组 

成较大的车间面积，最大达到 16000平方米以上。

 为保证车间采光和通风，多采用人字形气楼、 M型气楼，采用锯齿直 

窗、斜窗和直窗斜窗组合型等天窗形式。屋顶除机平瓦顶外，常用轻

质材料。

 个别纺织车间采取隔热措施。天窗用双层玻璃。



双层厂房

 采用多层厂房主要基于生产工艺的需要，同时兼有节约用地的好处。

 中国近代多层以轻工业厂房占较大比重。

 多层厂房出现是中国近代工业建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进步。



 早期多层厂房都是砖木结构建筑，外部以砖墙砖墩承重，内部以木柱 

承重，采用木制楼板、木屋架坡顶。一般为二、三层，高者达 4层。 

20世纪初逐渐被淘汰。

 近代中国最早一座钢框架结构多层厂房是建于 1913年的上海杨浦电厂

一号锅炉间。

 1938年，该厂扩建的 5号锅炉间则钢结构的最高一座多层厂房。总高 

50米，共 10层。它的独立铁质烟筒高达 110米，内衬耐火砖，是当

时 国内最高构筑物。



 大量多层厂房以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最为普遍。

 开始于 20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达到高峰。有框架、混合结构和无梁

楼盖三种主要形式，以前两种最为常见。



二、近代建筑教育

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两个渠道：一是到欧美日留学，二是回国

举办建筑科、建筑系。
 （ 1） 1923年江苏公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设立建筑科，由柳士英、

刘敦桢、朱士圭、黄祖淼共同创办，采用日本建筑教学体系。

 （ 2） 1928年东北大学开设建筑系，由梁思成创办，教授有陈植、

童寯、林徽因、蔡方荫等，采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学体系。

 （ 3） 1928年北平大学艺术系开设建筑系，由杨仲子创办，采用法

国 建筑教学体系。

 （ 4） 1942年黄作燊创建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将包豪斯的现代主义

建 筑教学体系移植中国。



梁思成的“体形环境”设计教学体系
 （ 1）建筑教育的任务不仅是培养设计个体建筑的建筑师，还要

造就广义的体形环境的规划人才。

 （ 2）将建筑系改名为营建系，下设建筑学和市镇规划两个专业。

 （ 3）课程分为文化及社会背景，科学及工程、表现技巧、设计 

课程、综合研究 5部分，加设社会学、经济学等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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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建筑设计思潮

1、折衷主义的洋式建筑的两种表现

 一是群体折衷主义，即不同类型 的

建筑分别采用不同的历史风格。

天津德国领事馆的日尔曼民居风格

上海汇丰银行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上海华俄道胜银行的法国古典主义风格



 二是单体折衷主义，即同一幢建 

筑上混用古希腊、古罗马、文艺 

复兴式、巴洛克等各种风格样式 

和艺术构件。

天津华俄道胜银行

天津劝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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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传统复兴主义形式：在“中国式”的处理上有 3种设计模式：

 （ 1）仿古做法的“宫殿式”：建筑保持中国古建筑的外形轮廓和

体 量关系，保持整套传统选型构件和装饰细部。

中山陵藏经楼 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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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党史史料陈列馆



 （ 2）折衷做法的“混合式”：建筑体型由功能空间决定，屋顶保持大 

屋顶的组合或局部大屋顶与平顶结合，外观呈新建筑的基本体量与“中

国特征”的附加部件（如大屋顶等）的综合。

董大酉的上海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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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以装饰为特征的现代式：在新建筑的体量基础上，适当装点中

国 式的装饰细部（一种民族特色的符号标志的呈现）。

                                                   南京中央医院

三、近代建筑设计思潮



南京外交部办公楼



3、西方现代主义形式

 （ 1） 19世纪下半叶，欧美国家兴起的新建筑运动、青年风格派、芝

加 哥学派等，力图摆脱传统形式的束缚，使建筑走向现代化。

民国时哈尔滨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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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铁路管理局大楼



 （ 2） 1925年“装饰艺术”风格的流行。

民国时汉弥尔登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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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光明电影院

百老汇大厦

南京沙逊大厦



 （ 3） 20世纪 30～ 40年代，日本建筑师导入的现代建筑，以外观

无装 饰，朴素简洁为主。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设计了很多明显现代风格

特征 的作品。建筑师有奚福泉、庄俊、范文照、李景沛、董大酉、梁

思成 等也对现代风格进行了实践性探索。

民国时大连火车站

三、近代建筑设计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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