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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高校民国建筑的历史风貌与保护更新

赵树望
*1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上海 200012）

【内容提要】：南京高校民国建筑是民国建筑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大多数为建筑艺术之精品，且蕴含着深厚的

校园历史价值。随着南京高校校园更新改造规模的不断扩大，校内民国建筑的空间形态及历史风貌均遭到了不同程

度的破坏。如何在保护民国建筑历史风貌的同时开展好校园更新活动，必须深入研究论证。《威尼斯宪章》界定了

保护更新的内涵与外延，南京高校民国建筑的保护更新活动应在原真性与完整性理念的指导下，结合划分保护区、

制定详细计划及引入城市设计理念等手段拓展保护工作的广度与深度。

【关键词】：南京高校民国建筑 历史风貌 保护更新 原真性 完整性 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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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京高校民国建筑的历史风貌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起源于 19 世纪下半叶，在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中诞生。从 1861 年“西学中用”的洋务运动

开始，国人一直致力于治学办学的实践活动，近代大学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这种大规模的建立，伴随着一批大学校园的

规划建设，这些建设多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发展和建筑技术水平等因素共同影响下进行的［1］。

到了民国时期，教育事业继续蓬勃发展，校园建设规模也到达了顶峰。这一时期，作为民国首都的南京，其城市建筑不仅

继承了传统的建筑设计理念，同时还受到西方设计思想的熏陶，南京地区的大学校园建筑风格也体现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形成

了独具一格的校园风貌。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南京大学（原金陵大学旧址建筑群）、南京师范大学（原金陵女子大学旧址建筑群）、

东南大学（原中央大学旧址建筑群）等。这三所高校的校园建筑群都在 2005 年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承载的

历史与文化价值极高。

总体来说，三所高校设计思路清晰、整体性强。其中，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原金陵大学）是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

大学，主要由凯蒂·X·克尔考里（Cody X.Crecory）设计完成。校园建筑融合了西方现代设计语言与中国北方官式的建筑理念，

形成中西合璧的校园建筑风格。早期建筑主要包括 1915 年建成的理学院（今东大楼）、1918 年建成的大礼堂、1919 年建成的

文学院（今北大楼）和 1925 年建成的农学院（今西大楼）等，建构出“三院巍峨”的合院布局［2］。南京大学在空间架构上

注重对校园“社区”的营造，校园整体以南北轴线引领，轴线的终点为校园主建筑——北大楼，这样的空间布局体现出典型的

美国学院式特色。

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原金陵女子大学）是由美国设计师墨菲（Murphy）和中国设计师吕彦直共同完成。其校园规划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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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了故宫在轴线上横向空间对比的构图手法，以三合院和四合院作为组团元素，构造出富有形式感的建筑群。空间风格上既有

西方园林属性，又融入了中式传统园林的意境，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南京师范大学的建筑风格倡导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

“宫殿化”趋向［3］，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

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东南大学（原中央大学），在校园空间的组织上，采用了主导轴线、几何方正道路网架、规整严谨的

中心区和以造型独特的大礼堂作为构图中心的西方古典空间模式，形成排列有序的建筑群［4］。学校主要在 1921 年后建造，

建筑风格受到西方折衷主义思想的影响。校内主要建筑如图书馆在立面采用爱奥尼柱式和山花等西方古典形式，大礼堂建筑的

顶部构造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大穹顶，体育馆受古典复兴手法影响突出入口、营造简洁素雅的设计风格等，形成严谨精

致的空间布局与建筑风貌。

二、南京高校民国建筑保护更新中遇到的问题

南京高校民国建筑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其循序渐进的内在逻辑，如今对校园建筑开展的保护与更新活动理应遵循这种内在逻

辑。然而，在中国高速发展的今天，高校的更新发展也走上了“快车道”。在校园规模不断扩大、学生扩招、高校兼并等因素

共同影响下，三所高校的民国建筑及周围环境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随意加盖、改建的现象时有发生，出现的问题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土地资源紧张。民国时期南京高校在建校时并未预计到如今的校舍规模，在现有校园建筑扩展需求和土地限定的

矛盾下，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使用校内原有的空置土地进行加建与改造。以东南大学为例，1952 年老校区的建筑面积近 9 万平

方米，而 1978 年至今，校园新增的建筑面积达到了 14 万平方米左右，这是过去校舍面积的一倍之多。这样“填补”式的增长

趋势必会打破校园建筑规划初期的肌理与尺度。

其次，是建筑体量问题。南京自 1990 年开始至今的旧城改造主要是高层建筑的建设活动，高校民国建筑地处市区核心地段，

不可避免地受到高层建筑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南京大学为例，校区内标志性的北大楼总高不过 5 层，而其东北方则是 89 层的南

京第一高楼紫峰大厦，这就在视觉上带来巨大的压迫感，同时也在视线上破坏了原先建筑的屋顶线条。另外校园内近十几年间

新建的高楼如蒙民伟楼（29 层）、商学院（26 层）等，则破坏了校内民国建筑群原本和谐的建筑体量关系。

再次，是校园景观的失真。校园景观是校园类历史建筑区别于其他类型建筑的重要因素，具有深厚底蕴的校园景观是经历

长时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的，而校园更新中忽视历史、轻视人文，重视眼前利益的行为却时有发生。比如校园内为获得

大面积的平地面积随意用硬质铺装取代原来存在多年的绿草坪，还有甚者为了解决停车问题不惜拆除原有的校园历史风貌建筑

而改建停车场，等等。

最后，是校园历史文脉存在断层风险。对高校民国建筑群的保护不应局限在建筑的物质层面，还应关注到承载着师生共同

记忆的文化层面。高校的快速扩张，使上文提及的三所学校在近些年来都完成了新校区的建设、搬迁工作。新校区外迁带来的

影响不仅是教育资源的迁移，还有人员的外迁。在两种力量的共同影响下，老校区渐渐被孤立为失去教育文化属性的建筑群，

出现了校园文化空心化的倾向。

三、南京高校民国建筑保护更新理论与策略

（一）树立原真性与完整性的保护更新理念

如前所述，近年来南京高校大规模扩建中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三所高校民国建筑的历史风貌及校园环境的完整

性与和谐性。建设者应该考虑，如何在今后的校园更新实践中规避现有问题的再次发生。笔者认为，校园扩建的前提是应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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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性的建筑保护更新理念。早期的建筑保护理论体系源于意大利考古学家卡米洛·波依托（Camillo Boito）的“文献性

修复”主张，他认为对历史建筑遗产的修复应树立可识别原则，增加与复原的细节需在用材及技术上与原先有所区分，体现建

筑的历史原真性［5］。1964 年的《威尼斯宪章》（International Charter for the Conser⁃ 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onuments

and Sites，《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确立了原真性的理念，强调尊重历史建筑古迹的原有属性，并且把修复与原作在

材料和风格上既要保持统一又要有所区别写入宪章章程；同时，《威尼斯宪章》将建筑遗产的保护范围从单一的历史文物建筑

扩大为建筑及其周边历史环境。1976 年的《内罗毕建议》（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afeguard⁃ ing and Contemporary

Role of Historic Areas，《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及 1987 年的《马丘比丘宪章》（Charter of Miachu

Picchu）拓展了保护的内涵与外延，把对近现代优秀建筑的保护纳入到保护范围。1987 年的《华盛顿宪章》（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Towns andUrban Areas，《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和 2005 年的《西安宣言》明确了历史建

筑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指出应设立保护区和缓冲区，显示出保护建筑周边环境的重要性和独特性［6］。这些国际性文件都为南

京高校民国建筑的保护提供了原始可靠的理论依据。

因此，对高校民国建筑的保护不应单纯针对某一建筑单体进行修缮，而是要从校园整体角度开展完整性保护活动，原真性

和完整性结合的理念才是适合高校民国建筑及校园环境保护的普遍性原则。另外，现有三所高校的民国建筑仍具有很强的使用

功能，在高校的不断发展中如何合理地更新利用与保护同样重要，两者原本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树立原真性和完整性相

结合的建筑保护、更新理念，一方面对校园实体空间（物质层面）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注重对校园历史文脉（精神层面）的延

续与继承，才能达到保护、更新的高度统一。

（二）南京高校民国建筑保护更新策略

在南京高校民国建筑保护更新的实践活动中，我们首先应区别对待建筑与规划、建筑与景观之间的关联，划分保护区，突

出保护主体的重要性；其次，需制定详细的计划，用发展的眼光规划校园建设活动；最后，引入城市设计理念，拓展保护更新

的广度与深度。

1.划分保护区域突出重要性

三所高校现有的保护、更新活动必须建立在对校园建筑历史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的背景下开展，力求在校区内划分出需要重

点保护的范围，范围内的建筑与环境应设立范围线，范围线中的建筑体量、风格、高度、色彩等应统一。保护区内坚持“原址

保护”、“最少干预”的思路［7］，如果需要对某个建筑单体进行修缮工作，则应严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指

导下采用适当修缮的原则。对于范围线外的非文物建筑及校园景观，则应采用“防患于未然”的预防性保护思想［8］，将预防

性保护落实到平时的工作中。同时，应协调校内重点保护区内与区外的建筑风格、建筑造型及景观风格等，以求形成校园整体

环境的完整和谐。

2.制定详细的保护更新计划

三所高校在近几十年间均经历两次大规模的扩建更新活动：第一次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为了满足当时院系扩张的需求，新

建了一批与原先民国建筑体量风格统一的建筑；第二次建筑更新活动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主要是为了适应校内的学科职能

转变新建了一批现代建筑，在建筑细节如屋顶的轮廓、色彩及立面样式上都充分考虑到与校园民国老建筑的协调，营造出“和

而不同”的传统意向。

历史上的这两次校园扩建不同于现阶段短期内急功近利的建筑活动，其时间周期较长，且不断处在自我调整和完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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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与南京高校本身复杂的历史背景、深厚的人文底蕴密不可分。所以在今后的实践活动中，我们应制定科学、理性的建筑

保护、更新计划，采用适当的规模、合适的尺度，依据新时期的内容与要求，妥善处理目前与将来的关系——不断地提高规划

设计质量，使校园内新老建筑达到有机统一［9］。另外，还需用长远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保护更新活动，注重发展过程，而不是

最终形态［10］。同时，计划还应对南京高校民国建筑中的重要历史信息、空间尺度、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形成评价体系，均衡

体系中各个指标的联系，力求在实践中达到最为理想的效果。

3.将城市设计理念引入高校民国建筑的保护更新工作

运用城市设计的理念指导高校民国建筑的保护更新，将校园转化为一个缩小版的城市，通过介入填充进行建筑活动。具体

操作时，应根据高校现有空间形态分析建筑与场所之间的肌理关系，区分哪些现有校园空间形态因为与建筑比例的不协调而需

要进行调整和完善；哪些空间需要新建筑的介入，对介入的体量、风格进行细致调研，便于进行合适的介入填充。另外，运用

此方法时也应考虑校园内区域功能区分，优先保护校内大规模的开放空间，同时介入填充剩下的小型空间，达到建筑与校园景

观最佳的尺度比例。

这一方法在高校建筑保护更新实践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杨廷宝教授在参与东南大学老校区

扩建时就提出，学校应有一个宁静而又富有文化的环境，注意学校历史地位和建筑风格，有计划地发展和布置校园建筑，使新

旧建筑形成较为统一的格调并建立完整的校园中心［11］。实际上，东南大学在建设初期就形成了以南校门、大礼堂为核心的

规划主轴线，校内主要建筑以轴线为依托而建。此后的建筑实践活动对校内的交通流线及开放空间进行了优化，强化了原先几

何方正的路网结构，使校内的民国建筑与新建筑以组团的方式分布在区域性的路网空间中。在东南大学将来的校园建筑更新中

引入城市设计理念，一方面应确保在主要轴线不变的前提下，逐渐填充新建筑加强“骨干”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应以区域规划

完整性特质来强化校区内主要轴线节点的空间历史性，使得整体轴线空间关系呈层层递进态势。

四、结语

高校民国建筑是承载南京地区近代建筑艺术及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这些建筑的保护与更新活动中，我们一方面应尊重

学校的发展脉络和历史现状，用原真性和完整性理念指导实践；另一方面，也应引入宏观的、动态的、长远的保护方法，规避

乏善可陈和破坏历史风貌的行为，让独具历史风貌的校园建筑文化与空间形态一直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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