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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

在我校召开

咬
在城乡建设部科技局和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会的共同支持下
,

由武汉大学建筑设计室

和清华大学建筑系联合筹备
,

由汪坦教授主

持的
“

第二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
”

于

4 月 4日至 9日在我校召开
。

出席这次会议的

有全国10 多所大专院校和 20 多个科研设计单

位的代表 80 余人
,

他们大多是建筑界著名专

家和中青年学者
。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建筑系

李乾朗教授
、

日本东京大学建筑系村松伸博

士
、

同
’

济大学建筑系美国高级进修生 J fe f r
ey

W
.

C o
d y 专程来我校参加这次会议

,

并作了

学术交流
。

会议收到 40 多篇论文
,

并编辑了 40

多万字的
“

近代建筑论文集
” 。

与会代表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别对我国哈尔滨
、

长

春
、

大连
、

青岛
、

天津
、

开封
、

成都
、

芜湖
、

武汉
、

上海
、

广州等城市的近代城市建设活动作了

系统分析和历史总结
。

有 10 余篇论文详细评

价了我国各地著名的近代建筑
。

还有 10 多篇

论文对近代建筑史学理论做了专题研究
。

这

些论文观点明确
、

史料翔实
,

均有一定的史

学价值
。

武汉大学李传义同志的研究论文
“

汉 口

旧租界近代建筑的历史回顾
”

一文
,

介绍了汉

口旧租界的形成以及租界区西洋建筑的艺术

类型
,

分析了西方建筑艺术和技术传入武汉

后
,

对汉 口城市建设所起的历史作用
,

并对

汉 口旧城区的改造和如何保护汉 口城市的历

史环境风貌等问题
,

向社会各界 提 出 了 呼

吁
。

我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最早始于 50 年代
,

但由于
“

左
”

的和
“

右
”

的思想干扰
,

致使这项

研究中断了几十年
。

近年来
,

由于改革的东

风带来了思想理论的活跃
,

人们对近代文化

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 了 新 的 认

识
,

尤其在建筑历史理论领域开展这项研究
,

日益受到国内外建筑界的重视
。

它将填补我

国建筑发展史上的一段空白
。

近代建筑史主要研究 1 8 4 0年鸦片战争到

新中国成立百余年来中国建筑发 展 的 基 本

形态
。

研 究 半 封 建

、

半 殖 民 地 时 期

,

中 国 古

代 建 筑 向 近 代 建 筑 转 化 的 基 本 进 程

。

考 察 和

比 较 在 错 综 复 杂 的 历 史 背 景 下

,

中 国 建 筑 与

外 国 建 筑 的 联 系

,

总 结 在 近 代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的 历 史 潮 流 中

,

传 入 和 引 进 外 国 建 筑 的 经 验

和 教 训

。

这 些 研 究 在 今 天 看 来

,

无 不 具 有 重

要 的 现 实 意 义

。

时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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