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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既有的中国近、现代建筑历史分期，存在着以政治变革阶段性分割建筑历史内在整体性的状况。
有鉴于此，本书从20世纪中国建筑不可分割的历史连续性出发，尝试打破建筑历史分期中的人为分隔
，建立中国近、现代建筑历史的整合观。
中国近、现代建筑历史的整合，并非仅仅是把现行的中国近代、现代建筑历史进行简单叠加，而是把
二者作为一个有着历史延续性和内在规律性的完整历史过程，对其历史演变线索进行重新审视和梳理
，进而建立新的研究体系与框架。
本书主要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建筑历史作为中国近、现代建筑历史整合研究的切人点和侧重点，
通过揭示中国现代建筑从发轫、兴起乃至高潮的历史过程，追溯和探寻了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建筑自
发延续和发展的历史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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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庆坦，1989年毕业于山东建筑大学。
1994年考入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攻读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硕士学位；1998年考入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攻读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博士学位；2003年获博士学位。
现为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近年来出版专著、译著共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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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中国近、现代建筑历史整合的可行性研究　　一、从既有研究看中国
近、现代建筑历史整合的必然趋势　　现行的中国建筑历史的分期模式是典型的三段式：鸦片战争之
前为古代史，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近代史，新中国成立后为现代史。
这一三段式分期模式缘起于1950年代的“三史”编写：1958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建筑历史学术讨论
会”，决定编写《建国十年来的建筑成就》、《中国近代建筑史》和《简明中国建筑通史》，三部史
书分别对应社会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和封建社会的建筑历史。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断了20余年的中国近、现代建筑历史研究再度兴起，它们几乎同时起步并形
成各自的研究体系。
但是，这种三段式的分期模式却延续下来，并通过一系列学术成果的问世和学术体制的形成而固定下
来。
　　1982年由已故清华大学汪坦先生发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到2006年为止已经召
开10次全国性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并以中日合作的方式完成了16分册的《中国近代建
筑总览》。
1985年，由龚德顺先生、邹德侬先生和窦以德先生共同担纲，开始了1949年以降的中国现代建筑历史
研究，并于1989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建筑史纲》，成为1980年代这一领域的标志性成果。
这两个项目同属建设部的一个科研计划的同一课题。
　　如果把以张复合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建筑历史研究和以邹德侬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建筑历史
研究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两者的研究思路是大相径庭的：前者偏重于微观的散点式个案研究，后者
更关注宏观的整体性研究；前者通过全国范围的学术会议和建筑调查，形成了有广泛社会影响和一定
规模的团体性学术活动，而后者从史料的搜集、整理到历史文本的写作基本上是由一位学者主持的一
个科研梯队独立完成的；前者通过有组织的史料发掘、严谨的考据工作形成了完整的基础性研究体系
，而后者虽然也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实的考证，但是与前者相比更注重史实与史识相结合、历史与现
实相沟通以及对历史研究现实意义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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