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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夹 提要：如果城市是书，书中的文字就是建筑。建筑积

淀了历史与文化，积淀了人类文明。城市的兴建受到自然气

候、地理条件及人为诸多的因素的影响而发展变化。 中国幅

原辽阔，古今大小城市遍布各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同

样包含中国城市建设的兴衰史。西北楼兰古城与东北渤海古

城，由于战乱或自然环境的恶化，已变为废墟千余年。既便

如此，放射出的依然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绚丽光彩。 江南青瓦

粉墙的苏州城与北方金碧辉煌的北京城相距千里，浓重的中

华民族文化使它们血脉相连。 一、“东方莫斯科”崛起在中

国近百年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出现

“古典洋楼”。有些“洋楼”还特意运用了中国的建筑语言

。不管怎样装扮，“洋楼”总没有占据中国城市的主体形象

。 中国版图上出现的第一座由“古典洋楼”构筑的城市是建

立在东北黑土地上的哈尔滨市。时间是公元1898年。19世纪

末的中国，正处于清代封建王朝统治的尾声。内乱外患，清

王朝已无力对付沙俄对东北边境的侵犯。1896年《中俄密约

》签订后，沙俄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建并管理中东铁路的特

权。位于松花江南岸的小渔村哈尔滨正处在滨州、滨绥、哈

大三条铁路的交汇点上，这使哈尔滨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及

沙俄管理中东铁路的活动中心。 随着中东铁路的建成，大批

沙俄及欧洲一些国家、地区的移民，迅猛涌向中国东北这片

乐土。30余个国家地区的数万移民，在中国这片肥沃的处女



地上，按照本民族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及经济

实力，利用中国的人力和物资，大兴土木。在极短的时间内

，以欧式古典建筑为基调，并汇集了新艺术运动，文艺复兴

、巴洛克、浪漫主义、折衷主义、等多种艺术风格的商店、

教堂、住宅等纯欧式古典建筑，构成了哈尔滨市的主体形象

。 让哈尔滨规划建设像莫斯科一样美丽，是沙俄出于政治目

的及安抚大批沙俄士兵和移民思乡心理的手段。1899年建立

在哈尔滨最高地段的木结构教堂，就是出自莫斯科圣尼古拉

教堂的同一设计图纸，重复建造的。“东方莫斯科”是沙俄

建设哈尔滨的城市形象目标。 法国是当时欧洲的文化艺术中

心。沙俄崇尚法国文化。“东方巴黎”是沙俄建设哈尔滨的

文化标准。哈尔滨建筑文化在诞生时，就是一个高起点、高

品位。哈尔滨由一个无名的小渔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在极短的时间内，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东方莫斯科”“东

方巴黎”的仅次于上海的远东大城市。 百余年来，欧式古典

建筑、音乐、芭蕾舞、啤酒等欧式文化及生活方式，已融入

哈尔滨人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与欧式古典建筑有了深厚感情

，称它是“老哈尔滨建筑”。 二、老哈尔滨建筑特征老哈尔

滨建筑，其实不老，仅有百余年历史。 它们是原汁原味的真

正的欧式古典建筑，纯正的西方建筑文化，具有古典雕塑一

样的建筑形体，汇集了设计美、施工美、材料美于一身的经

典建筑作品。真、纯、实、美的深刻内涵，体现在城市规划

、单体建筑及建筑装饰的各个环节上。 哈尔滨初期的城市规

划，利用了原有的自然地形地貌。确保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

谐相处。这一古老又现代的设计原则，成为东西方建筑文化

的相通之处。以松花江为界，分南北两岸。江北岸是大面积



湿地，自然景色怡人，适于渡假、建成私人别墅区，即现在

的太阳岛风景区。江南岸为小丘陵地，适于建设主城区。 以

铁道为中心，分为铁道里与铁道外，即现在的道里区、道外

区。道里区自然环境好，由沙俄等外国移民建设成繁华的商

住区。著名的中央大街就是道里区的商业中心。道外区地理

条件差，由中国人开发为居住区。道外区的建筑，虽然也尽

力模仿“洋建筑”，但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显现

出一付混血面孔。 城市的最高处，即现在的南岗区，由沙俄

建设为行政管理区，典型的建筑有始建于1899年的圣尼古拉

教学教堂，1903年的哈尔滨火车站，1904年的中东铁路管理

局办公大楼。 老哈尔滨建筑平面布局集中而紧凑，墙体宽厚

而封闭，进深大，走廊宽，层高较高，建筑色彩明快，以暖

色调为主等特征，适应寒冷地区人居环境的防寒与保暖的功

能要求。 大小兴安岭是红松等寒带林木的故乡。红松是上等

的建筑用材。老哈尔滨建筑利用了地产丰厚资源，既保证了

材料的供应又反映了建筑材料的地域性。哈尔滨包融了不同

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建筑文化，构成了和谐统一又

富于变化的城市整体形象。运用雕塑、绘画、雕刻、铁艺等

多种造型艺术手段，塑造单体建筑形象，使建筑具有很强的

观赏性。室内装饰装修运用木地板、高墙裙、石膏花、吊灯

、壁炉等手法既构筑了建筑内外的整体感，又适应寒冷地区

人们长时间的户内活动的需要。沙俄等欧洲国家的施工技术

与工具传入哈尔滨，并延续至今。精湛的施工技艺令人赞叹

。“一切造型艺术的最终目的是完整的建筑。”的论述，在

老哈尔滨建筑上同样得到证实。 三、老哈尔滨建筑在消失自

然的侵蚀，人为的破坏，促使老哈尔滨建筑在消失。 认识的



偏差，行动的过激是老哈尔滨建筑经典作品遭遇毁灭的根本

原因。40年代日伪的人为破坏，50年代的生产大跃进运动

，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70年代的城市无序建设，至使

原哈尔滨火车站大楼、圣尼古拉教堂等一批城市早期标志性

建筑彻底毁灭。80年代，哈尔滨市同全国一样开始大规模建

设开发。大量冠以“国际式”，“标准化”，“后现代”等

美名的趋同建筑在城市中涌现。数量之多，体量之大、用材

之之高贵都占据了城市的主导位置。另有一些毫无文化内涵

、粗制滥造的仿欧式古典建筑的假古董，堂而皇之地占据城

市的主要地段上。幸免保留下来的饱经历史苍桑的老哈尔滨

建筑，被困在难以透气的角落里。城市的固有整体形象在消

失，老哈尔滨建筑文化品位在失落。 决策者、投资商、建筑

师处在城市建筑开发与文化保护的十字路口上。 四、可持续

发展与建设保护1998年盛夏，哈尔滨水位达120.89米的历史最

高纪录。 2000年同期水位降至111.36米的有水文记载的最低点

。松花江以洪涝与干旱两个极端惩罚哈尔滨。自然环境的恶

化，提醒人们须对违反科学规律的行为重新思考！ 1999年12

月，哈尔滨城市规划与建筑艺术专家委员会，否定了对哈尔

滨江堤公园垫高3米的防汛方案。指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建筑

文化的保护同样是人居环境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采取对立

的手段解决经济建设，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文明的倒

退。 1994年3月《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

展白皮书》这一纲领性文件被国务院通过，标志我国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启动。1999年6月国际建筑师协会第20届世界建筑

师大会制定的《北京宪章》，对广义建筑学的论述，是21世

纪人居环境建设的指导思想。认真保护自然环境，科学建设



人工环境，提高人居环境质量，已成为全球人类共同的愿望

与行动。 城市代表了自身的特征与珍贵信息。城市的历史积

淀在各时期的建筑中，浓缩在典范的建筑作品中。建筑文化

不仅展现在建筑的形体、色彩、声音及装饰上面，而且透过

各个层面，可以追溯前人对美好的方向迈进。经典建筑作品

的社会作用，在于以无字的碑铭，无声的音乐，年复一年的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理，勾通人们的感情，

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及社会的稳定。 哈

尔滨建筑是异国民族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的展示，它超越国界

的限制与时空的变迁。成为全人类共享的宝贵财富。 五、城

市形象工程哈尔滨城市形象工程，是城市建筑开发与环境保

护的综合行为。 以城市文化资源的开发，带动地方经济建设

与旅游事业的发展。对哈尔滨建筑修复保护是其中的重点工

作内容。 百年商业老街重放光彩。中央大街是目前国内仅存

的一条保持完好的欧式古典建筑商业街，尤其是用柱状花岗

岩铺装的整街路面，更能显示出欧洲18世纪古老街道的韵味

。1997年市政府对中央大街全面综合整治，改为步行商业街

。原则是：恢复原有建筑外观形体，注重街区整体形象，强

调外环境文化氛围感受。对室内空间则以全新的设计理念、

新的设备设施，为游人创造良好的现代的购物环境。同时整

治的还有奋斗路、靖宇大街等街区。 圣索菲亚教堂抹去岁月

尘封。始建于1907年的圣索菲亚教堂，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两

座东正教堂的其中一座。历经数十年的风雨苍桑，形体破旧

不堪，四周被高大建筑重重包围，一座经典的建筑被尘封在

遗忘的角落里。1996年国务院批准圣索菲亚教堂为全国重点

保护建筑。1997年哈尔滨市政府对圣索菲亚教堂及周围环境



全面修复与改造。原则是对建筑主体结构修复加固，对外观

形象修旧如旧，拆除周边有碍建筑。修复后的圣索菲亚教堂

开辟为建筑艺术馆，室外为建筑艺术广场。对圣阿列克谢耶

夫教堂等建筑的环境改造已于2000年7月开工。 颐园街1号掀

开神秘面纱。现称革命领袖纪念馆的颐园街1号，是始建

于1909年的沙俄私人住宅。虽然经历了80余年的风风雨雨，

精美至极的室内装饰光彩如初。不论是政治家对其豪华发出

的赞叹，还是建筑家对其文化的研究。都足以证实它不愧为

欧洲古典建筑移建到中华大地上的经典作品。意大利建筑师

统筹规划，同步设计，构成了园林建筑与室内完美结合的整

体。严格的选材，精确的施工加之用后精心养护等各环节的

密切配合，确保了经典作品的存在。1996年颐园街1号被国务

院批准为全国重点保护建筑。维修后的颐园街1号再出了往日

雍容豪华的风采。 城市在扩大，建筑数量猛增，保留下来的

老哈尔滨建筑已为数不多。在众多国际式的高大建筑群中，

它依然是人们视觉的亮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保留下来的哈尔

滨建筑，将更显示出它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