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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伪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段，是中华人民屈辱、惨痛的一段时期。本文以伪
满建筑为研究对象，从伪满建筑的风格特征、空间特征、形态变化等多个方面探讨了该时期建筑及其背
后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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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伪满建筑的风格特征
从伪满建筑的建筑风格看，它结合了日、汉、蒙等

多个民族的建筑特色，比较突出的有中国的坡屋顶、日

本建筑的细部元素等。虽然伪满建筑并不是特别多，但

是却是那个时期建筑的主体，呈现出了中西合璧的风格

特征 [3]。在伪满皇宫建筑设计中，融入了很多中国传统

装饰构件，如抱鼓石等，在伪满建筑设计中占据非常核

心的位置，也是伪满建筑设计中常常用到的一种装饰符

号。由此可知，日本建筑设计师将中式建筑和西方建筑

融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中西建筑风格的“对话”。

1.2 伪满建筑的空间特征
从伪满建筑的整体构造看，其内部都有很宽敞的厅，

室内所使用的设备、材料都是非常先进的，中央设置了

主楼梯，将中西风格融合，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室内空间。

伪满建筑的建造都对其功能、形态进行了重点考虑，将

形式、功能完美融合起来。伪满建筑空间结构的构成与

伪满时期历史文化因素有直接的联系。日本建筑设计师

利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等进行了建筑的创作，中

央一般会设置主楼梯作为空间设计的核心元素。室内整

体空间布局看似毫无关联、混杂，但其空间结构都综合

考虑了建筑的实用性和形体特点，形式和功能融合，室

内外都体现了伪满建筑特点，使建筑具有美学价值。伪

满建筑的形态非常多，但是，不管是那种形态的伪满建

筑，其民族、地域特征都非常明显 [4]。

1.3 伪满建筑的形态特征
新民大街作为伪满时期政治文化中心，那时被称作

为“顺天大街”，沿街我们能够看到具有日本宫廷建筑特

点的建筑格局。建筑的形式是将中式和日式的特点融合

在一起，同附近的景色相呼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后，在新民大街还修建了很多的建筑，如吉林省图书馆

等等，它们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在发展的同时，维持了

整个街区风格的一致性 [5]。

实际上，在新民大街的大部分伪满建筑都属于政治

性建筑，现在这类建筑都被当作学校、医院等一些公共

性建筑使用。这样不只是让它们的建筑形式、风格受保

护，还使它们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6]。

2  伪满建筑的建筑价值

建筑不只是一栋建筑，它是人们智慧的结晶。是文

20 世纪 30 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屈辱的时期，

日本侵略者为了吞并中国东北煞费苦心，在中国东北地

区建立了“伪满洲国”，这时涌现出了一大批近代建筑。

该时期的城市建筑，不管是从建筑整体布局还是风格上

都呈现出了殖民特点——满洲式。

实际上，日本侵略者之所以在长春建造伪满建筑，

是有其政治目的的。长春地处东北地区的中心，交通便

利，地广人稀，开发程度相对较低。一座城市在历史发

展进程中总会有意外，长春是在特殊的历史、政治、文

化背景下出现的一座特殊城市。经人们创作出的文化，

从被创造开始，其中就蕴含着不合理的因素，存在着一

些矛盾问题，建筑的文化也是如此。

在伪满时期，新京的建设和城市的建设都是在某个

特定历史阶段发生的，属于一种非逻辑性的事件。“伪满

洲国”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是短命的，“新京”作为国都

必然也是短命的，而长春在那时虽然只是一个人烟稀少

的小镇，却见证了中国的历史困境。那时的建筑师们依

然做出了一系列踏实的工作，留下了具有历史文化特色

的建筑作品。

1  伪满建筑艺术价值

从伪满建筑的实际情况看，不管是它们的整体结构

造型，还是建筑工艺或者是色彩的应用都有很高的艺术

价值。首先，它体现了伪满时期的艺术特色、工艺手段

及那个阶段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其次，伪

满建筑出自那个时期的建筑大师们之手，是那个时期人

民智慧的体现，其中包含非常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去

继承、创新；最后，在中国建筑历史发展进程中，伪满

建筑散发着非常的艺术魅力，值得我们去欣赏 [1]。伪满

建筑艺术体现的是一种现代风格。在 20 世纪初，西方人

就说中国的建筑风格并没有突出的特点，许多建筑师，

使用西式材料只可以建造西式建筑，因此中式建筑就被

荒废了。关于这点，石井达郎的建筑风格是值得我们学

习的。他并未盲目照搬，也不胡编乱凑，而是坚持了因

地制宜的原则，将中、西特色融合起来。同时，也并没

有盲目雕琢“巴洛克”，而是将中、西建筑风格融合起

来，从而呈现出一个艺术作品，他的这种对艺术认真、

负责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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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载体，也是各个时期历史文化背景等各方面因素的

综合体现，每栋建筑都体现了一段历史。对历史建筑来

说，它们的建筑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一，建筑材料设备、

工艺、结构等本身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其二，它所蕴含

的历史信息、文化背景等，它是某个历史时期最好的见

证，只有建筑才可以经受住时间的洗礼，只有建筑才能

最直观地向后人们传递历史信息。历史遗留下来的建筑

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它的建筑风格、空间形态等都是历

史文化价值的体现，值得我们去借鉴 [7]。

3  伪满建筑的科学价值

伪满建筑，如当时很有地位的宫殿建筑，是最能体

现那个时期建筑科学水平的，也为后人的建筑创作提供

了科学参考价值。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因为对近代长春政治、经

济等方面的认识比较片面，使得在城市发展建设进程中，

很多历史文化价值突出的建筑或者是建筑附近的环境受

到破坏。所以，尽快对伪满建筑进行全面的历史研究变

得格外重要 [8]。

首先，伪满建筑是那个时期中国遭受日本侵略者侵

略的有力证据，是让中华人民牢记历史，激发爱国情感

最有效的途径。其次，伪满建筑是对近代建筑历史进行

验证最重要的参考依据。建筑不只是一种建筑形式，更

是一个时代历史发展的验证，是历史的“记号”。现存

的伪满建筑本身就象征着近代的建筑史，对研究中国这

个阶段建筑的整体结构形式、文化风格、文化水平等方

面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再次，伪满建筑是长

春区域进行新建筑设计、创作的参考依据。伪满建筑在

建筑的结构、材料的选择、工艺的应用等各个层面都有

许多值得去深入探究、发现、借鉴的财富。其建筑特

色、艺术形式对建筑周围的环境及整个区域的发展都带

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最后，伪满建筑是非常核心的文

化场所，是推动旅游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伪满建筑也

是长春市非常核心的历史文化景观，是推动当地旅游业

发展的关键，所以加大对伪满建筑的保护力度变得十分 
重要。

4  伪满建筑的文化价值体现

因为对长春市来说，近代史具有非常浓厚的政治色

彩，对于建筑的保护和探究会触及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毕竟在那个时期的伪满建筑记载了中国的一段屈辱历

史，保留它们必然会让中华人民想起那段屈辱历史。但

是，这些建筑难道只是为了见证屈辱、铭记屈辱而保留

的吗？我们是否需要去挖掘这些建筑背后所蕴含的文化

价值呢？

这座城市由于过于重视它的政治功能，所以在当时

的发展中具有很大的政治因素，如“帝宫”等的建设和

一些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文教、商业等建筑的兴起，也

必然会导致建筑的早衰。建筑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

这是被伤害了的中华人民不能认同的。现在，这座城市

的建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一些政治色彩浓厚的

建筑变成了医院、教学楼等。建筑的功能、初衷出现很

大的变化，新京所留给后人的建筑是符合逻辑的吗？是

根据既定方向发展的吗？历史上的事件是偶然的还是具

有某种内在逻辑关联等等，这关系到历史价值问题。

这段屈辱历史、殖民统治和日寇侵略，并非是那个

时代历史的全部体现。从历史发展层面看，介于侵略、

反抗间的生存比单纯层面上的侵略、反抗要复杂得多，

其中还包含着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情况。在今天，我

们要重新去看待这段历史，在铭记历史的过程中，去挖

掘那个时期建筑的文化价值。

5  结语

随着国家关于保护历史文化的有关法规条例的发布

及新民大街被选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保护伪满建筑已

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它不只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

区域掠夺侵占最直接的见证，更是长春独具特色的建筑

形式，不管是保护艺术还是传承文化，保护历史遗留下

来的伪满建筑都是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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