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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会大学一般指十九世纪末以来，由英美基督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设立的十七所高等教育机构
，分布在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华中等五个区域，其中基督教新教创办的大学14所，天主教创办
的大学3所。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正式颁布诏令，废止科举考试，建立仿照西方公学制度的教育体系，这一举措
使西方教会的在华教育事业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
二十世纪的前三十年，在华的许多西方教会机构都将所属学院或书院扩展成了教会大学或新组建了教
会大学。
这些教会大学成立之时，大都购地迁址进行了校园整体规划，并兴建了大批新校舍。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除少数租界之外，教会大学的校园建设算得上中国最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之
一，也给教会大学提供了创造中西合璧建筑式样的历史契机。
因政治局势的缘故，教会大学的建设过程时疾时缓，一直持续到1949年，建筑实践活动的时间跨度长
达半个世纪之久。
在其发展过程中，各校的情况相差很大，有的学校规模宏大，有的学校则艰难维持，但多数教会大学
最终都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有的教会大学已成为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
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教会大学的另一个贡献还在于校园规划和建筑形态方面，至今已成为继承者引
以为豪的学校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会大学所开创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式样，是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试图将
中国古典建筑与西方近代建筑相结合的有益尝试。
中国近代新式学堂是始于教会学校的，因此，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不仅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
起始点，也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转折点之一，教会大学的校园规划和建筑形态构成，理所当然地属
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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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建筑是中国建筑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也是中西建筑文化交
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建筑史研究》从建筑文化的角度出发，结合中国近代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历
史变迁，系统研究了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校园规划和建筑形态。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建筑史研究》对大量实例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考证之后，运用建筑语言学、建筑
形态学及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追溯了教会大学所开创的中西合璧建筑式样的发展演变过程，
分析了中西建筑文化融合中的异质关联和文脉关系，进而论证了中西合璧建筑式样建筑在历史时空交
汇中的文化价值及离异与回归规律。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建筑史研究》是国内目前较为完整、较为系统的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建筑史研
究成果，对于中国建筑史、建筑史学史、建筑文化学、城市建设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
意义，亦可为近代史学和教育史研究人员提供有益的史料帮助和研究思路，还可供建筑和城市规划设
计人员、建筑学专业师生及广大的近代史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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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古典建筑文化的核心是宗法等级观念。
政教分离，王权凌驾于宗教之上，这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
中国的宫殿建筑集当时的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之大成，历代的封建君主无不倾天下之财以示皇威所在
。
汉高祖刘邦夺取天下之后，尚无自己的宫室，刘邦很想大兴土木，又担心重赋激起民变而重蹈秦朝的
覆辙，汉丞相萧何很能揣摸刘邦的心理，他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
”一句话便使刘邦坦然自释了，可见帝王修建雄伟壮丽的宫殿是符合当时道德伦理规范的事情。
帝王的德高望重，需要有与之地位相称的建筑来展现出来，使万民仰之，百官畏之。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中国古典建筑体系，对厅堂的结构和大小，梁栋斗拱的多少，色彩装饰的种类，
甚至大门和门环，都有着极其严格的等级规定，稍有僭越便会带来杀身灭族之祸。
因此，中国的古典建筑文化表现了将建筑的审美价值等同于伦理道德价值的特点。
缺乏了建筑文化意识观念，当然会缺乏建筑创作激情，因此，中国的古典建筑在形态和技术及材料方
面的探索几近停滞，再加之中国的自然资源日渐匮乏，已不足以支撑木结构建筑的长期存在，中国古
典建筑体系的衰退是在所难免的。
更何况，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更迭频繁，每一次改朝换代无不伴随着战火浩劫和剧烈的社会动荡，
一旦登上龙廷又容不得前朝宫室侧立，往往付之一炬，焚毁殆尽。
多少璀璨壮丽的都城，多少金碧辉煌的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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