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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华美乐章》

前言

《世纪之交的华美乐章——哈尔滨“新艺术”建筑解析》一书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总结，以博士论
文的研究内容为主体，并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在此，非常感谢侯幼彬教授的悉心帮助与指导，先
生高尚的人格、渊博的学识令人景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新艺术”运动曾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
播，成为国际性的装饰艺术运动，其影响波及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广大区域：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
室内设计、家具设计、装帧设计等方面，“新艺术”复兴的倾向相当明显，世界正在重新认识“新艺
术”的艺术价值。哈尔滨近代建筑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而“新艺术”建筑正是其中最具特色的风格类
型。由于特殊的现代转型模式，哈尔滨与欧美、俄罗斯同步进行了“新艺术”探索，由于“新艺术”
建筑的传入，哈尔滨一跃成为中国近代最早引入西方新建筑思潮的城市之一，并因此在中国乃至亚洲
近代建筑史上占据较重要的地位。本书旨在引入发展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利用学科交叉的
优势拓展传统建筑史学的研究思路，建立“建筑创新散布”模式，从全新的理论切入点思考建筑创作
与创新问题；视“新艺术”为装饰艺术创新，以建筑创新散布规律解析“新艺术”建筑在哈尔滨的独
特散布机制及其结果。第2章“建筑创新散布”模式的提出为深入解析“新艺术”建筑在欧美、俄罗
斯及哈尔滨的散布奠定理论基础。建筑创作与创新问题是关乎建筑事业发展的重要课题。建筑师创新
探索的最终目的是使创新能够在系统内散播开来，取得良好的散布结果，进而推动建筑事业乃至社会
的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从传播学视阈解读建筑创新散布规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理论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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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由梁玮男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经再加工而成，内容写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内广泛
传播的“新艺术”运动对哈尔滨近代建筑形式的影响。作为在中国受“新艺术”运动影响最大最主要
的城市哈尔滨，因此成为为中国近代最早引入西方新建筑思潮的城市之一，并在中国乃至亚洲近代建
筑史上占据较重要的地位。
本书受到天大邹德侬教授、华南理工吴庆洲教授的极高评价，并推荐出版发行该著作。书中通对15座
“新艺术”代表建筑及其室内图文并茂的详尽解析，表明哈尔滨“新艺术”建筑无论在建筑类型、规
模、风格类型、建筑材料、装饰母题、细部表现以及散布时间方面均具有独立的特征。文中不乏对建
筑装饰的研究，对设计人员极具参考价值；同时对建筑细部的研究很深入，大量线条图为作者带领其
学生测绘的珍贵成果，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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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1传播与传播学概述“传播”的概念对于传播学研究的意义犹如“美”之于美学，而试图描述
“传播”的含义并不容易，传播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定义，而本书显然没有必要过多地纠缠
于学术上的争议。我们可以为传播下个简单明了的定义：传播是信息的双向流通过程。在英语中，传
播一词“communication”源于拉丁语的“communis”，而“communis”的意思是共同分享某种东西
。由此可见，传播是一种共享信息的过程。传播学者奥斯古德等人曾为“传播”下过这样的定义：“
从最普通的意义上来说，传播是一个系统（信源），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信宿
），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它们的信道得到传播。”这个定义虽然包含了传播过程的几个要素，但却
忽略了传播的双向性，只把传播视为一种单向的信息流程，而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恰在于表明反馈之
于传播的重要性。在一系列百科全书的“传播”条目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几类不同定义所强调的不
同方面。1980年版的《大英青少年百科全书》对“传播”所下的定义强调的是信息的共享：“传播一
词起源于拉丁词communis，意思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或事物共有或共享某物。所以，传播即共享
信息，使传播者与传播对象双方相互理解。”1982年版的《美国大百科全书》指出，“从最一般的意
义上而言，传播是一连串活动，信息是其中重要的环节。这一连串活动连接发出信息的信源和译解信
息的信宿。传播过程还涉及信息的制作、传递和接收”。这一定义强调的是信息，视它为传播过程中
的重要环节。1982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引用了英国文艺评论家和作家I.A.理查兹（I.A.Richards
）1928年所下的定义：“传播就是一个人的大脑对于它周围环境作出反应，使别人的大脑受到影响，
并使之感受到相似的体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本身感受到的体验所引起的效应。”《大英百科全书》
评论理查兹的定义：“在某些方面至今仍是最好的定义。”这个定义强调的是传播对传播对象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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