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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3/2021_2022__E5_93_88_E

5_B0_94_E6_BB_A8_EF_c57_613278.htm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和

欧洲文化的结合物，作为哈尔滨市特有的城市建筑风格，中

华巴洛克式建筑在这个城市中扮演着独特的历史角色。 作为

一个城市曾经的标志，如何让那些“中华巴洛克”被更多的

哈尔滨人关注，如何使它们得到更多的保护和传承，是如今

摆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面前待解的方程式 今年，哈尔滨市建委

会将中华巴洛克街区改造列为重点工程项目，“工程改造范

围西起景阳街、东至十道街、北起升平街、南至南勋街，总

面积57．9万平方米。”这一规划的背后，是哈尔滨人对“中

华巴洛克”保护工作重要意义的清醒认识。 现状：非正常“

消失” 据介绍，今年哈尔滨市城市维护改造和重点工程项目

建设计划的安排，将重点实施靖宇街、南二道街、南勋街、

南三道街区域改造，面积达2．88万平方米。 这些区域，就是

典型的中华巴洛克建筑群区。然而如今这里的建筑要么外墙

立面材质和颜色被改变，要么内部结构做了变动，“处境凄

惨”。 在南头道街25号，一栋属于市级Ⅱ类保护建筑，具有

明显中华巴洛克风格的二层建筑，一楼作为一家酒店用品经

销部，外墙被商家重新粉刷，颜色与二层完全不同，室内地

面铺上了瓷砖，天花板也被扣上了PC板，原有的结构已不复

存在。 在“南二保护街坊”一栋市级Ⅲ类保护建筑，外墙皮

有的快要脱落，墙上贴着各种小广告，有的地方还被喷上了

黑漆。 这两处也只是保护建筑“境遇”的一个缩影。在上述

街区，那些典型的中华巴洛克风格建筑中，有的被粉刷了一



半的外墙，墙上被喷了红、蓝、黑漆的广告，复印、刻章、

房屋中介等各种牌匾随意挂满了墙面，有的原有木门窗被改

为塑钢窗，室内原有的木楼梯换成了钢铁的。 道外区政府的

相关部门提供了一组2002年前后统计的数据：中华巴洛克、

折衷主义、古典主义和现代建筑的建筑面积共28.44048万平方

米，其中中华巴洛克所占比例为26.1%，仅次于折衷主义风格

的建筑。 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说起中华巴洛克风格建筑的现

状：“面积已经大量减少，具体数字还没有统计。” 风格：

“贵族”与“市井”的结合 中华巴洛克风格在哈尔滨的建筑

风格史上举足轻重。 19世纪末，中东铁路的修建和松花江的

通航使哈尔滨成为交通枢纽。哈尔滨的开埠，又使大批外国

人和外国资本涌入。重要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哈

尔滨由若干个村庄迅速发展成为近代国际都市。 大规模的城

市建设由此兴起，当时哈尔滨汇集了几乎所有流行的建筑风

格：新艺术运动、巴洛克、古典主义、文艺复兴、折衷主义

、中国复古式、俄罗斯式等；而其中，巴洛克风格与中国传

统建筑风格结合而形成的中华巴洛克式建筑，在哈尔滨大行

其道，在道外区靖宇街一带形成了片区。 有专家指出，中华

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在上海、北京等地也有，但很分散，哈尔

滨的这些建筑则是以群落方式形成的，非常具有代表性。 哈

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常怀生教授说：“道外区中华巴洛克

风格的建筑，是中国工匠对道里区巴洛克建筑的模仿，而后

又将中国本土的建筑风格融入其中。” 中华巴洛克建筑是我

国独有的文化特产，建筑风格以繁琐装饰的中西合璧著称，

构思基于西洋巴洛克，它以“前店后宅”为特征，外立面造

型是“巴洛克”式的，但庭院的内部空间却是中国传统四合



院的形式，并带有天桥、回廊和本土特色的装饰（如石榴、

如意鸟等）的典型中国传统特色。 常怀生说，巴洛克风格的

建筑很严谨，除了必须要有的图纸外，更将几何学运用其中

，“而中华巴洛克建筑是在完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由工匠

们自己进行一种临摹性的创造。这样风格的建筑具有很高的

文化价值，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更体现了本民族的

文化与智慧，应当永远保护。”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邹

广天教授参加了道外区南二、南三保护性建筑规划的制定。

他认为，道外区是哈尔滨的历史文化老区，以前传统商市风

貌的建筑很多，但现在由于新住宅的不断兴起，很多老建筑

都已经被拆除，因此剩下的建筑更是弥足珍贵。 中华巴洛克

风格建筑群也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五一”期间，很多来

哈市拍摄影视剧的剧组，都把道外地区作为重要外景地。有

关人士表示，作为哈市一块宝地，道外南二、南三等保护街

坊，应该成为外地人来哈必去的旅游景点。 保护：还原历史

风貌 近年来，保护建筑修复过程中，是原汁原味的“修旧如

初”，还是用现代化手段“返老还童”，一直是很多城市争

议的焦点。 目前，已经列为保护性改造项目的道外区南二至

南三街区，其保护性改造设计方案尚未敲定。哈市各路专家

对于改造和保护提出了许多建议。 “建筑是城市文脉的载体

，因此在保护这些建筑时，应是‘群体性’维护，而非‘独

立’维护”。常怀生说，因为这些老建筑是砖木混合，外廊

结构及室内楼板皆为木质，只要起火就会呈“火烧连营”之

势，因此修缮时在材料的选择上，要用原材料恢复原貌，如

果是建筑物内部维修，可以在保留立面的基础上，对内部进

行改造，如把木材料改为钢筋混凝土，这样可以减小发生火



灾的系数；维修破损的中华巴洛克建筑时，一定修一半留一

半，这样可以有参照物。 “除了对建筑物自身的保护外，更

应注重群体保护。尽量维持该地区的原貌；但现在很多地方

都建起了高层楼房，这让整体显得极为不协调。”常怀生说

。 为更好地对这些建筑进行维护，哈市相关部门准备在今年

对该地区进行腾迁居民，对腾出建筑按照“修旧如初”，还

原历史风貌的特色进行修缮，并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对街区

环境进行改造。 哈尔滨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经济师陆

鹏说，目前，哈尔滨市的许多标志性历史建筑遗址的修复都

是采用“返老还童”的做法，而不是以整旧如旧、保护珍贵

遗存的角度进行专业修复。他认为，对中华巴洛克建筑的修

复，要吸取那些教训，不能仅仅只对外表修复，更要注重原

建筑整体结构的保护。 对保护改造恢复后的中华巴洛克，专

家们也提出了如回归道外商市传统民俗设想，可以适当引入

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商业项目，如茶楼、小吃、手工作坊等

，“但不宜引进大规模的商业项目。”常怀生说。 1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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