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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竞赛和实施方案所引发的争论之中，建筑的“中国性”问题是全社会所关
注的主要问题和争论的焦点之一。王颖编著的《探求一种中国式样——早期现代中国建筑中的风格观
念》认为，从建筑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的产生肇始于20世纪初，而要真正理解这一问题的复杂
性，则需要从中国本土建筑文化传统、西方建筑学思想传人以及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建立三
条发展线索来思考。
本书的论述从上述三条线索出发，将“式样”这一源自中国古代的概念在近代建筑话语中的含义转变
作为观察的切入点和论述的枢纽，通过比较式样与来自西方的“style”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凸现
中国近代建筑思想观念的独特性。
建筑思想观念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建成的建筑作品或文本层面，而应把建筑师的具体设计实践和建
筑话语都提升到思想层面来思考。本书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建筑师在思考民族性问题时的思维定势的产
生和影响，重新梳理中国近代民族式样的产生过程，并试图说明，在民族主义思想涌动的近代社会条
件下， “中国式样”是随着民族意识的产生和源自西方的风格意识的影响在中国逐渐确立的。虽然这
一过程并非仅仅是在建筑领域内，而是包含了服装、艺术、社会文化、国货运动和展览会等一系列的
全方位行为，但是它对中国建筑现代化甚至直到今天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以至于成为制约建筑发展的
桎梏。
本书试图从观念层面揭示出影响了中国建筑师一个世纪的“式样—民族性”的思维定势，并通过剖析
这种思维模式在近代具体的文化、社会语境中实践的复杂性，最终希望从中西建筑文化历史的联系和
差异中对影响中国整个20世纪建筑历史的“中国式样”问题做出新的解释和分析，进而从中找到突破
这种恩维审势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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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目录及来源
附录：1890s～1940s“中国式样”建筑列表
参考文献
致谢

Page 5



《探求一种“中国式样”》

精彩短评

1、“中国式样”最早起源于传教士建筑理念这个论点与我猜想契合⋯但，如何更有力的证明还需要
思考呀⋯比较喜欢文中两三处将服饰与建筑的比较（之前看彭晓妍我也在想这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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