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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近代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流变
以文庙、极乐寺与哈军工历史街区为例

李 晓 霁

(哈尔滨工程大学 建筑工程学院,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 哈尔滨从城市建筑伊始, 虽受到较多的西方建筑文化熏染, 但也存在中西融合共生的城市景观,

并形成了以文庙、极乐寺中国传统建筑群为代表的历史街区。以这一历史街区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流变作为

研究对象。揭示这一历史街区的演化过程和主要建筑风貌特征。分析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在哈尔滨城市景观中

的地位和发展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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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中国版图东北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历史

文化背景,决定了在一张白纸上发展起来的哈尔

滨,不同于上海、广州等城市租界区, 在这里, 荟

萃了欧洲各流派的建筑艺术。但是, 从整个城市

的建筑景观来看,也存在中西融合共生的城市景

观。新旧思想、东西文化的冲击、融合、沉淀。中

西合璧的  中华巴洛克 !式建筑、建国初期带有

苏联印记的社会主义工业建筑以及中国传统形

式建筑等。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形成了哈

尔滨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

一、早期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

形成

哈尔滨从城市建筑伊始,便受到较多的西方

文化熏染, 而这种外来文化的移植是被动的、强

加的, 城市反映出西方文化的痕迹, 中国传统文

化的影响无迹可寻。 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中东

铁路侵占的中国主权, 1926年成立哈尔滨特别

市,但哈尔滨实际上分别由奉系军阀、吉林军阀

和黑龙江军阀控制。这些军阀都尊崇孔孟之道,

痛感城市过于洋化, 缺乏民族特色, 于是先后兴

建了极乐寺、普育中学 (今哈尔滨第三中学 )、文

庙等中国式建筑群,力图为哈尔滨这座充满异国

情调的城市增添一丝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

极乐寺坐落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尽

头,是老哈尔滨龙脉所在,建于民国十二年,公元

1923年, 1924年 8月底竣工, 占地面积 57 000

平方米。哈尔滨极乐寺是东北四大著名寺院之

一,与长春般若寺、沈阳慈恩寺、营口楞严寺,并

称为东北四大佛教之林,并居于四大佛寺之首。

山门、天王殿、大雄殿和三圣殿等主要建筑

分布在南北中轴线上。山门为牌坊式,正额汉白

玉石刻  极乐寺 !。进山门, 东有钟楼, 西有鼓

楼,中间是寺内第一大殿 天王殿, 天王殿后

面是主殿 大雄殿,大雄殿之后为三圣殿,三

圣殿后为藏经楼。寺院墓地后的佛塔, 建于

1939年, 青砖砌筑, 八角七层, 塔身美观玲珑秀

丽。极乐寺整个建筑, 砖木结构,典雅端庄,金碧

辉煌,保留了我国寺院建筑的风格和特点。

哈尔滨第三中学 (原普育中学 ) , 1925年竣

工。设计师彼 ∀谢 ∀斯维利多夫,建筑平面为梯

形围合院落, 立面为对称式构图。中央凸出部分

为重檐歇山顶,设二层通高朱红柱廊。屋顶为传

统绿色琉璃瓦, 墙身为黄色, 檐口梁枋绘制传统

彩画。砖木结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 整个建筑色

彩鲜明、端庄大方
[ 1]
。

文庙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座孔庙。位于哈

尔滨市南岗区文庙街,这条街即以文庙而得名。

始建于 1926年,落成于 1929年。现占地 2. 3万

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 418平方米, 是黑龙江现存



最完整的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建筑
[ 2 ]
。

图 1 极乐寺山门 图 2 极乐寺佛塔 图 3 哈尔滨第三中学

整座文庙以大成殿为中心,南北形成一条中

轴线, 结构为南北向三进院落。从南端的影壁墙

向北, 经泮池、泮桥、棂星门、大成门至二院大成

殿形成高潮,最后收尾于三院的崇圣祠。大成殿

等级之高超越了文庙所属的等级,重檐庑殿顶,

十一开间,金色琉璃瓦,和玺彩画,竟与北京故宫

太和殿的型制一致。东西牌楼、两院、掖门、石碑

等则基本均衡, 对称坐落在中轴线两侧, 三进院

落在中轴的贯穿下,层递进, 有起点, 有续尾,抑

扬顿挫,一气贯通。继续不断地空间序列,起伏

有致。整体建筑群黄瓦红墙, 金碧辉煌, 雄浑博

大,属典型的清代建筑风格。

图 4 文庙入口 图 5 文庙的照壁 图 6 文庙大成殿

二、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延续

与演化

解放以后这种中西融合共生的城市景观得

以延续,又建设了如哈尔滨工程大学 (哈军工 )、

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友谊宫、国家地震局力

学研究所、中共哈尔滨市委办公楼等一大批回归

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的建筑, 表现了中西建筑文化

共生的边缘文化特色的城市景观形态。

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前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

学院,老校区的五栋建筑被市政府确定为哈尔滨

二类保护建筑,属于建国初期带有前苏联印记的

社会主义内容与中国传统形式相结合的建筑,作

为哈尔滨建筑历史文化遗产,至今仍是哈尔滨城

市建筑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图 7 哈尔滨医科大学 图 8 哈尔滨友谊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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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国家地震局力学研究所 图 10 中共哈尔滨市委办公楼

巍巍雄姿的五栋教学楼成就很高。砖混结

构,仿中国传统建筑风格, 端正严谨, 形态庄重。

歇山顶组合屋面、檐下有斗拱和蚂蚱头、台基、栏

杆、抱鼓、雀替、彩绘均为清式。整个建筑稳重、

色调淡雅, 在彩绘的衬托下,沉稳中又不失轻快

活泼。大红色的门廊柱与灰色系背景构成鲜明

对比, 突出主入口的形象。各具特色的大厅、精

雕细刻的装饰细部##。这是一组把传统形式

完美的用在现代建筑的典范。但是, 建筑构图却

是欧式手法, 准确地说: 五栋教学楼应该是中西

合璧的建筑。

各个系的大屋顶正脊上不是龙头鸱吻,而是

一只回头望月的上山老虎, 昂首翘尾、威武有气

势。仙人骑鸡取而代之一个将军骑马,走兽由不

同武器模型取代,飞机、大炮、军舰、坦克等作为

各系教学楼的识别标志。军工大院的雄伟建筑

在当时可以说在哈尔滨首屈一指
[ 3]
。

图 11 教学楼丰富变化的屋顶

图 12 教学楼屋顶的瓦饰

一直以来, 11#楼都被认为是我国著名的建

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手笔。但是,查找资料没有是

梁思成先生设计的记载。

11#、21#楼建成于 1953年。立面运用横三

段、竖五段的构图,歇山顶组合屋面, 主体部分为

重檐歇山顶, 顶层窗下设有传统清式栏杆的阳

台,主入口设歇山顶红柱门廊。水刷石墙身、黑

瓦屋面构成建筑整体稳重淡雅的色调 (军工

灰 ) ,歇山顶的山面采用红黄两色的鲜艳彩绘。

1系的 11#教学楼走兽为飞机跟在仙人将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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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系 21#楼走兽是大炮。两座大楼沿文庙街 东端南北对峙,隔路相望。

图 13 11#楼空军工程系 图 14 11#楼空军工程系主入口

图 15 21#楼炮兵工程系 图 16 21#楼炮兵工程系入口

11#楼总面积 4. 7万平方米, 主体高五层, 局

部高六层。总体布局为  日 !字型。

21#楼总面积 3. 3万平方米, 主体高五层, 局

部高七层,  山!字平面,现已建与之对称的  山 !
字型 21B,建成为  日!字型。

海军工程系 31#楼建成于 1957年。立面运

用横三段,对称式构图,歇山顶组合屋面, 主体部

分为重檐歇山顶。主体顶层有仿中国传统柱式

的柱廊, 柱顶有雀替状装饰,檐下有精美装饰和

鲜艳彩绘。后在入口柱间加了门扇, 形成了

门斗。

31#楼坐落在院区最北端, 面积 3. 4万平方

米,布局像一个压扁的  U!字型, 整体高四层,正

中顶楼有六层, 顶楼上不单有柱廊,更有带大面

积玻璃窗的回廊, 富丽秀美, 被认为是五栋楼中

最漂亮的一栋。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校徽上就是

31#楼。

装甲兵工程系的 41#楼和工兵工程系的 51#

楼面积都是 1. 6万平方米, 整体高四层, 加正中

带柱廊的顶楼为五层。东面的 41#楼,也是  日 !

字型的布局, 而西面的 51#楼, 布局与 31#楼相

同。三栋楼东、西、北品字型围住边长千米的大

操场, 举目环顾, 巍峨壮美、气魄非凡, 令人一见

难忘。

图 17 从 21#楼看对面的 11#楼教学楼 图 18 31#楼海军工程系入口 图 19 41#楼装甲兵工程系院内

哈尔滨工程大学 (哈军工 )教学楼处在极乐

寺和文庙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文化圈区域, 在

南岗区南通大街,马路对面与之相望 (新建筑遮

挡视线 )的就是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极乐寺、普

照寺建筑群, 进入军工大门,沿着文庙街东行,路

过文庙就到了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了 (  文革 !
前进入军工大门就都是校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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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哈尔滨工程大学总图

图 21 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鸟瞰 ( 2006年 )

哈尔滨工程大学 (哈军工 )老校区教学楼是

中国传统建筑的装饰语素,清式的台基、栏杆、抱

鼓##和自身独特的屋顶瓦饰。但是总体上, 建

筑仍是西洋建筑的构成方式, 呈现出横三段、竖

五段的构图,是对中西风格融合的一种追求。试

想将屋顶形式改为女儿墙, 歇山顶改为山花, 就

会变成完全西化的建筑外表了。

这种中西合璧共生在单体建筑上,是两种建

筑语素的对话。在建筑上中国传统建筑的装饰

语素装饰着欧式构图的建筑,或在中国传统风格

的建筑中可以找到欧洲古典建筑装饰语素的身

影,同样是相得益彰。在哈尔滨的边缘文化融合

中,这种现象是合情合理的
[ 4]
。

这种中西融合的建筑景观形态是贯穿于整

个哈尔滨的城市建设中的,同时影响着哈尔滨建

筑的发展演变。

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拓展

与探索

哈尔滨工程大学在东区获得了沿红旗大街

的一部分土地,建设了 1#楼、新图书馆及新区的

一系列建筑。这些建筑延续了老校区教学楼的

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其所形成的氛围还在影响着

今天的建筑设计。新建筑比过去增加了新的现

代建筑语素, 毕竟已经是新的世纪了。

从早期文庙建筑所奠定的中国传统建筑历史

街区,随着历史的推移, 不断的发生着流变,但始

终保持着初始时的风格特征,并且扩大形成我们

看到的偌大的历史保护街区。它丰富着哈尔滨历

史名城建筑艺术的魅力,也是我们保护的重点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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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03年竣工的 1#楼学校机关

图 23 2007年竣工的 21B#教学楼 图 24 2009年新建图书馆渲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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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vem 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Architectural Styles inM odern T im es in Harbin

Taking the H istoric B locks of Confuc ius Temple, Jile Temple andM ilitary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the PLA for Instances

LI X iao ji

( Schoo l of C iv il Eng inee ring, H arb in Eng ineer ingUn ive rs ity, H a rbin 150001, Ch ina)

Abstract: A lthough urban arch itec tures in H arb in w ere deep ly influenced byw este rn a rchitec tural cu lture from the beg in

n ing o f the ir constructions, the re were still som e townscapes wh ich can be regarded as the blend ing and comb ination o fCh inese

and w este rn cu ltu res. And a lso som e h isto ric blocks w ere fo rm ed, wh ich a re represented by Confucius Temp le and JileTem ple

tha t be long to Ch inese trad itiona l architec tures. In th is pape r, the evo lvem ent o f Chinese trad itional arch itectura l sty les in

these h istor ic b locks is taken as the ob ject o f study, so as to revea l the evo lutionary process o f these histo ric b lo cks and m a 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arch itectures, and the po sition and the developm ent tendency o f Ch inese trad itiona l architec tures in

H arb in urban townscapes are a lso ana lyzed.

K ey words: m odern architectures in H a rbin; sty le o f traditiona l a rchitectures; h istor ic b l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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