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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傳統的歐式建築在19、20世紀期間，在亞洲區內

因殖民主義的擴張，也為多個地域帶來一道獨特

的風景線。中國城市如天津、青島、上海、廈門、

廣州、香港，以至是星加坡、檳城、吉隆玻或麻

六甲等東南亞城市，西洋建築與當地風俗和諧有

趣地融合，為近代建築發展史畫出一個新標記。

雖經個多世紀劇列的時代變迂，現存在這些城市

的建築仍然如繁星點點地散落各處，反映了歷史

對這個時代的見證，也為後世對文化板塊在大時

代的沖擦下，留下的一點憑證和反思。



香港 星加坡 廣州 上海

1. 歷史背景 南京條約前為一
小魚港，也是清
政府的一個小海
防區，沒有太深
的歷史根基

1824年透過東印度公
司，星加坡開始隸屬
英屬印度殖民當局管
轄。1867年新加坡
「升格」為海峽殖民
地，直接受英國統治。
因當時英國在東印度
洋一帶有眾多轄區，
如檳城、麻六甲及孟
買等港口據點，所以
相比於香港，英國對
星加坡的建設未如對
香港的全面。

自秦末南越國建城以
來，廣州經歷多朝的
興廢，地小卻歷史久
遠，可惜留存下來的
古物聊聊可數。現廣
州舊城的面貌及街巷
的佈局等，已是清中
後期及民國初年的事
物。加上解放後至70
年代間，城市也漸有
變化，但對近代發展
的影響，可說盡在近
這百年之間。

南京條約後，上海正
式成為其一通商港口，
並續漸取代廣州對外
商貿的地位。至19世
紀末，成為東方重要
的國際都會，亦鞏固
其在整個華東區內以
工商業為基礎的建設。

在清末的動蕩中，因
租界的成立，上海不
僅不受牽累，上海透
過租界，更得到快速
的發展。

2. 地理情況 現總面積不足
1100平方公里，
其中約2/3為山或
丘陵、1/4為島嶼、
1/10為填海土地，
人口710萬，地
少人多情況可想
而見。

現總面積約700平方
公里，其中約200平
方公里為填海土地，
人口510萬。

現大廣州市總面積達
7400平方公里，屬三
角州沖積土地帶。市
內河道密佈，山嶺丘
陵不多。現人口約
1250萬。

現上海市總面積約
7400平方公里，座落
長江出海口，沖積土
平原地貌。市內由黃
浦江分為浦東、西區。
歷史名城如杭州、蘇
州、楊州或寧波等環
繞四周。現人口約
2300萬。

香港、星加坡、廣州及上海，舊城背景的比較

3. 西方國
家影響

南京條約後在英國
正接的統治下，無
論在政經制度、城
市建築、建築反社
會文化上，影響深
遠。加上開埠以來
採取自由港政策，
尤其是在戰後，國
際對香港社會亦帶
來的文化薰染，包
括在建築方面，也
非常顯著。

因受英國體制影響，
情況與香港接近，仍
是一個相對開放，易
於吸納和受西方文化
和視野影響的地方。

戰後組成馬來西亞聯
邦，並於1965年正
式獨立。

清中期為對外開放口
岸，南京條約後正式
成為通商港口。廣州
的沙面成為法、英租
界，並在荔灣、越秀
一帶經商及傳教。當
時區內的華僑從外國
帶回資金和經驗，購
地建屋，令中西融合
的風格滲入傳統建築
中，構成廣州獨有的
文化氣息。

當年成立的法租界及
公共租界，使上海有
東方的巴黎及萬國建
築博覽會的美譽。獨
立的地位和充分的國
際聯繫，也為上海的
繁榮創造了條件 。
華洋共處，成為上海
的特色。

4. 發展的
步伐

上世紀60年代以輕
工業起家，70年代
以金融及航運經濟
發展方向，80年代
中、港貿易服務，
90年代地產業大興，
2000年後較集中于
金融、地產及其它
高端/專業服務行
業。

於上世紀50至70年代，
星加坡受區內政治的
動盪及建國初期的影
響，發展有一定的局
限。基於其在英聯邦
下的國際脈絡及當地
華人深厚的經濟根基，
70年代後經濟開始騰
飛，3、40年間，建
立了自主獨立的經濟
和社會體系。

自19世紀初曾經多次
的建設期。孫中山於
1925成立民國政府，
10多年間為廣州的經
濟和城市建設帶來頗
大發展。解放後是第
二個週期。之後是80
年代初之改革開放，
引入外資，至今，廣
州已成為中國南方沿
海的一個重點城市。

上海為亞洲區內有影
響力的城市，無庸置
疑。但解放後至90
年代前，曾有一段仃
頓期。其後的開放，
舊城的優化步伐明顯，
但城內亦有不少的片
區被清拆，帶來一定
的破壞。但過程中也
再次使上海的潛力提
升，經發展打下持久
的基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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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建
築的現
況

在十九世紀末，
香港的主城區面
積約30平方公里。
中、西式的傳統
建築，完整的街
道與社區構成一
個充實的城市面
貌。自70年代初
因應發展的需要，
現今能倖存下來
的歷史建築，已
千中無一。

二戰前後星加坡的
主城區面積不足8平
方公里，人口約只
有90萬，歷史建築
類形不太多，主要
分為代表殖民政府
及洋商的建設，及
本土以華人為主的
建築。因土地空間
較廣闊和發展步伐
較慢，舊建築仍能
大量被保留下來。

廣州以嶺南建築，加上
清末民初由華僑引入的
一些樓房，座落在迂回
的街巷，成為廣州的城
市特色。舊城面積約有
12平方公里，在改革開
放後小片地被清拆，慶
倖發展步伐相比香港仍
是較慢，因而主要的舊
城建築仍被保留下來。

上海舊城的規劃頗大，
內涵也充實，雖經開
放20多年的大規模
城市建設，保留下來
的歷史建築仍甚可觀。
近年經濟態勢良好，
資金與人才也充裕，
在專項的規劃發展下，
舊城及歷史建築的改
造，成就也非常顯著。

6. 政府的
政策

2005年前，政府
在自由經濟的考
慮下基本不作任
何對保護歷史建
築的干預。其後
在社會壓力的驅
動下，才由發展
局制定政策，在
多面的法制支持
或推出專案合作
的方式，作出有
限的導向。

1965年成主房屋與
發展局，80年代分
拆加入了市區重建
局，全力掌管市區
包括舊城面貌和建
築政策和更新。

廣州市城市規劃局是規
劃和建設的主要負責單
位，並在80年代推出
「廣州城市建設總體規
劃」及其後多期補充，
成為規劃的主綱領，但
對舊城的保育和執行政
策，未有太明確的指標。
90年代後期，因應多個
大型專案如全國運動會
及亞洲運動會的推出，
加上旅遊業的興旺，舊
城優化透過市政府的推
動，亦有一定的成就。

上海與廣州均自80
年代推出「城市總體
規劃」，作為實施城
市建設、城市管理的
基本依據。但對舊城
的保育和執行政策，
仍未有太明確的指標。
90年代後期經濟的
興旺，加上2000年
成功舉辦世界博覽會，
上海亦在舊城優化方
面做了不少工夫，成
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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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Tianjin



十九世紀末興建多條橫跨海河的鐵梁橋，
象徵天津的大門正為西方國家而開啟。

著名的海河解放橋及橋前廣場的世紀鐘



天津意大利租界的城市規劃佈局
Layout of the Italian Concession Area in Tianjin 







天津租界內的西洋建築













天津西站

前袁世凱府邸



正如其它對西方開放的國內
城市，教堂很快便隨之而至。

隨著發展的步伐，新
大廈與歷史建築相互
並隨，很多時不易構
成一個和諧的視覺。



青島

Qingdoa

青島租界內充滿德國風格濃烈的建築



青島租界內德國風格濃烈的建築

青島租界內德國
風格濃烈的建築



德國總督官邸

青島江蘇路基督教堂



青島聖彌愛爾大教堂

觀象山基督教堂





青島海雲庵

青島也有中西
融合共處的一面

廈門鼓浪嶼

Xiamen





廈門鼓浪嶼



英國建築味道
濃重的洋樓



中西風格融合
的例證

中西風格融合
的例證





上海

Shanghai



上海

綜觀上海主城 (黃浦及靜安區)



黃浦畔江甚具氣勢的新古典主義色彩建築





梧桐樹影下的上海老街道





里弄是上海的城市特色，既結合建築佈局、社區組成，及現實的起居，
構成上海平民生活與坊眾文化的一部分。這又可與北京的胡同，廣州的
街巷，形成一個相互的對照。圖中所見為虹口區一帶的里弄民居。

里弄也有平民及高尚房宅形式的。圖中所見為高級的花園里弄。



高級的花園里弄

高級的花園里弄



舊城中常見無奈的清拆過程



舊城中常見無奈
的清拆過程



清拆過程



透過優良的規劃與設計，重建也可有高質的產品作發展的補償。圖為上海新天地。

透過優良的規劃與設計，重建也可有高質的產品作發展的補償。



透過優良的規劃與設計，重建也可有高質的產品作發展的補償。

透過優良的規劃與設計，重建也可有高質的產品作發展的補償。



一些應用素質較劣的樓房，
有待維修還是清拆？



廣州

Guangzhou

綜觀廣州舊城(越秀區一帶)



綜觀廣州舊城(越秀區一帶)

綜觀廣州舊城(茘灣區一帶)



越秀區內眾多揉合中西風格的建築

越秀區內眾多揉合中西風格的建築



越秀區內眾多揉合
中西風格的建築

荔灣區別具一種風情 – 揉合少量西洋與嶺南色彩於一身的西關大屋



荔灣區別具一種風情 – 揉合少量西洋
與嶺南色彩於一身的西關大屋

荔灣區別具一種風情 – 揉合少量
西洋與嶺南色彩於一身的西關大屋



舊區的現實面貌



舊區的現實面貌

舊區的現實面貌



舊城區的大面積重建

舊城區的大面積重建



舊城翻新美化 – 複修的質素水準是主要關鍵



舊城翻新美化 – 複修的
質素水準是主要關鍵

舊城翻新美化 – 複修的
質素水準是主要關鍵



廣州沙面

English Concession in 
Guangzhou

從高處所見的沙面



廣州沙面英法色彩的樓房







沙面區內未經翻修的民房



星加坡

Singapore

星加坡



星加坡的主舊城區 –
沿星加坡河一帶，河東
為殖民政府的象徵注地，
河西為商業及平民區。

星加坡河東面的殖民政府象徵 – 最高法院及舊演奏廳

及



星加坡河東面的殖民政府象徵 –
國會大樓、大會堂及藝術中心

代表貴族權力與文化象徵
的一些設施 – 草地木球會



星加坡是多族裔國家，內裡華人、馬來、印度、亞拉伯裔等社區雲集，
構成一分多元文化氣紛。圖為星加坡的唐人街。





星加坡市內著名的天主教堂 –
聖安德列及聖牧教堂

星加坡市內眾多的回教寺



星加坡市內眾多的回教寺

星加坡市內眾多的印度教廟



星加坡另一權力中心 –
星加坡河邊的商業
金融中心區

馬來西亞- 吉隆玻、檳城

Kuala Lumpur & Pinang 
(George Town), Malaysia





























Cheong Fatt Tze Mansion

Penang, Malaysia



















結語

現今從宏觀的國際層面而言，民族、傳統、地域，甚
至是風俗文化等，已不易下個狹窄的定義。而且這些
特質也充滿動性，在資訊和交通如此發達的年代，事
物隨勢而漸變的速率，實在不能低估。所以，現代知
識著重廣闊、融通、跨界別的視野，和做到能拿握形
勢，舉一反三，取長見短，最後善用自身的資源，而
有所發揮和作務實的建設。

在於簡報的時間所限，上述有關「十九、二十世紀在
東亞區內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建築特徵」，只能用有限
的圖文，簡單地展述近百多年來橫跨整個東亞區十數
個城市的發展，及其反映在建築方面的文化和性格，
不足之處自然不在話下。只希望能做到一點抛磚引玉
的效果，給大家開點眼界，分享一下我的體會，並試
看能否為中國的發展帶來一點啟廸。膚淺或有所失漏，
也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