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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闽南近代建筑》对闽南近代建筑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主要内容有：闽南
地域传统与近代侨乡社会；城市近代化与侨乡建筑发展；闽南近代洋楼民居；闽南近代骑楼建筑；嘉
庚建筑的地域性“民族形式”。结语部分总结了闽南近代地域性建筑发展给广大建筑工作者的启示。
《闽南近代建筑》可供建筑历史方向的研究人员、高校教师、博士及硕士研究生等学习参考，也可供
对闽南侨乡近代建筑文化感兴趣的读者阅读、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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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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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闽南侨乡的分布
  1.2.3 侨汇经济的影响
  1.2.4 侨汇的投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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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城市近代化与侨乡建筑发展
 2.1 近代厦门租界的建设
  2.1.1 厦门口岸的开埠
  2.1.2 殖民建筑的引入
  2.1.3 建筑的管理制度
 2.2 闽南近代城市建设进程
  2.2.1 近代城市建设的开启
  2.2.2 闽南近代城市建设
 2.3 从城市改造到新区拓展
  2.3.1 以旧城改造为主导
  2.3.2 厦门城市建设的转向
 2.4 近代建筑营造体系的初步建立
  2.4.1 建筑技术法规管理
  2.4.2 建筑设计与建筑师
  2.4.3 建筑营造业的发展
 2.5 近代地域性建筑的形成与发展
  2.5.1 早期的侨建大厝
  2.5.2 早期的华侨洋楼
  2.5.3 主要的建筑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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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闽南近代洋耧民居
 3.1 闽南洋楼的类型特征
  3.1.1 鼓浪屿华侨洋楼
  3.1.2 侨乡独立式洋楼
  3.1.3 大厝合院中的洋楼
 3.2 洋楼与侨乡社会生活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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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乡族聚落的洋楼配置
  3.3.2 城市洋楼的群体布局
  3.3.3 洋楼花园的布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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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闽南洋楼的设计与施工
  3.4.1 民居营建方式的发展
  3.4.2 洋楼设计图纸的研究
 本章小结
 笫4章 闽南近代骑耧建筑
 4.1 闽南骑楼的形成与发展
  4.1.1 骑楼的建筑概念
  4.1.2 城镇街屋改造方式
  4.1.3 闽南骑楼的建设过程
  4.1.4 闽南山区的木骑楼
 4.2 闽南骑楼的单体特征
  4.2.1 单体空间构成
  4.2.2 商业布局特点
  4.2.3 立面样式演变
  4.2.4 闽南红砖骑楼
 4.3 闽南骑楼的群体关系
  4.3.1 街道群体布局
  4.3.2 街道外部空间
 4.4 闽南近代骑楼的保护与发展
  4.4.1 闽南骑楼的保护与改造
  4.4.2 对闽南骑楼发展的展望
 本章小结
第5章 嘉庚建筑的地域牲“民族形式”
 5.1 陈嘉庚与嘉庚建筑
  5.1.1 陈嘉庚的办学经历
  5.1.2 嘉庚建筑的历史分期
  5.1.3 嘉庚建筑的发展概况
 5.2 地域性“民族形式”的早期探索
  5.2.1 福建教会大学“中国化”建筑
  5.2.2 嘉庚建筑早期地域化探索方式
  5.2.3 对近代闽南地方建筑的影响
  5.2.4 近代建筑思潮在闽南的传播
 5.3 地域性“民族形式”的后期发展
  5.3.1 地方材料工艺的成熟运用
  5.3.2 建筑师与工匠的共同参与
  5.3.3 单体形式的后期探索方式
  5.3.4 群体关系的后期探索方式
 5.4 地域性“民族形式”的形成因素
  5.4.1 科学性与民族性
  5.4.2 大传统与小传统
  5.4.3 地域经验与经济实用
 本章小结
结语(闽南近代地域性建筑发展的寤示)
附：图表目录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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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1.4闽南山区的木骑楼 1）闽南山区木骑楼 赤水街在赤水镇的狮峰南麓，据《赤水
乡志》记载早在唐代就有邹、黄、许等姓居住，明代隆庆年间设赤水集市，并在赤水街头设隘门；至
清末增设水巷、街尾两隘门，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到民国初年，赤水街的街头尾、街中水巷共有三
处隘门，是建有百余间店铺较为繁华的山区墟市街道，“为制双髻山火邪，在赤水街头南侧大石上雕
成石龟，街中水巷建七星池，街尾建德水殿祀玄天上帝”，由于是山区高差很大，街头到街尾有十几
段石砌台阶。其间，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赤水街建造了天主教堂，两年后，在水巷西侧建造两
层的基督教礼拜堂，1909年，又在赤水街水巷脚再建福音堂与牧师楼，但在民国2年天主教堂失火烧毁
后未再建。 民国9年（1920年）德化境内的军阀争夺赤水，街道被靖国军林菁华焚烧，以后复建并向
街尾扩展。民国22年（1933年），开通德化经赤水到三明市大田的公路，在赤水设车站，“赤水街两
侧店屋拆掉一米半，路面填平扩阔到五米多”，可见原有街道宽度只有两米多；此后，1934年土匪林
青龙将整条赤水街放火烧毁，越年，街中“晋裕”杂货店失火，又烧掉店屋三十多间。到1953年重修
德化到大田的公路，赤水街两侧店屋又各拆掉一米左右，路面拓宽到七米多。近代以来两次拓宽路面
，赤水街的宽度由两米多增至五米多，又拓宽至七米多；街道从街头向街尾（从北向南）不断扩展，
路面由石砌台阶改为可通汽车的坡道；两侧店屋则经历数次火灾重建与道路拓宽拆建，其建筑形式与
没有经历重建过程的邻近的上涌镇杏林街有什么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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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闽南近代建筑》采用地域性建筑文化发展的研究视角，从侨汇经济、城市文化、近代营造业兴起等
方面，分析了闽南近代侨乡建筑文化形成的社会背景，同时，结合三种有代表性的侨乡建筑类型，深
入地剖析传统建筑的近代延续演化、外来建筑影响的地域化过程，并进一步探讨闽南侨乡地域性建筑
发展的规律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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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导师的书，闽南为数不多的将建筑和城市发展梳理的很清晰的书籍。是近代史研究中的好书。
2、闽南近代建筑 这本书很专业
3、书是不错，但有残损，看到的时候心里有点不高兴。不过书值得一看
4、书的内容很丰富，附上许多当时照片，很有写实的味道。为啥不详细介绍一下闽南建筑用材呢？
？
5、一般，没有什么独到得地方，深度也一般流于形式

6、资料考证详实，调研测绘资料丰富，是了解及研究闽南近代建筑的好书。
7、作者大量调研了闽南近代建筑，并访问工匠，引用档案馆等一手史料，资料图片丰富、详实。以
宏观的角度，由社会、经济、文化、营造、建筑教育及制度沿革等来剖析闽南近代建筑的内涵。对研
究闽南近代建筑的研究者来说，是值得推荐的好书。
8、不错哦~了解一些传统文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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