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筑史解码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建筑史解码人>>

13位ISBN编号：9787112082919

10位ISBN编号：7112082919

出版时间：2006-6

出版时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作者：杨永生

页数：414

字数：5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筑史解码人>>

内容概要

中国建筑史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几代建筑史学人近百年来的不懈努力。
目前，中国建筑史学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备的学科体系，在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如中国古
代建筑史、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国园林史、中国城市史和中国民居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
本书以简明的文字对在建筑史研究领域具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以及一批年轻有为并具有潜力的中青年专
家学者的经历、已发表的主要著作、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阐述。
    本书选入的是以上几代在建筑史研究领域具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以及一批年轻有为并具有潜力的中青
年专家学者。
当然，他们只是整个建筑历史研究队伍中的一部分代表人物。
中国建筑史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几代建筑史学人近百年来的不懈努力。
目前，中国建筑史学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备的学科体系，在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如中国古
代建筑史、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国园林史、中国城市史和中国民居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
    朱启钤、刘敦桢、童寯、梁思成、龙庆忠、单士元、王璞子⋯⋯本书以简明的文字对这些在建筑史
研究领域具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以及一批年轻有为并具有潜力的中青年专家学者的经历、已发表的主要
著作、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阐述。
向年轻的建筑史研究人员和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的学生以及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份概括性地介绍中国
建筑史学研究者的经历及其学术成果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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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文物建筑保护学的开创者　　梁思成不仅是中国建筑史学科的奠基人，还是中国文物建筑保
护学的开创者。
这门学科是19世纪在欧洲开始兴起的，到了20世纪中叶才陆续制定出一些世界公认的权威性规范
，1964年在威尼斯通过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又称《威尼斯宪章》），是第一个用于文物
建筑保护的指导性文件。
然而梁思成早在战乱的20世纪30年代就曾为保护文物建筑而奔走、呼号。
1944年夏，他曾出任当时教育部所属的战区文物建筑保护委员会副主任。
当盟军即将大反攻时，他编辑了中国古城、古建、古迹的保护名单。
同时，还把他知道的日本京都、奈良等重要文物建筑也附在上面，并把保护目标标在军用地图上，提
供给有关方面，致使中国和日本的若干重要文物建筑得以免遭战火袭击。
被日本人民视为“保护古都（京都、奈良）的恩人”。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地下党与他联系，希望他能给解放军提供一份全国文物保护名单。
当时他非常感动地说：“想不到共产党如此珍视文物保护，竟做了原来自己一直担心而不敢奢求的大
事。
”于是在隆隆的炮声中，他带领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日以继夜地赶编出第一份“全国文物建筑简目
”，这个材料曾印发给解放军备作战部队。
他又一次为保护文物建筑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梁思成提出的许多保护文物建筑的观点是具有科学性的，有些与《威尼斯宪章》的精神不谋而合
。
例如早在1931年他就曾写道：“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
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这正是《威尼斯宪章》中关于文物建筑是历史信息载体的概念。
又如，他提出：“我们爱护文物建筑，不仅应该爱护个别的一殿、一堂、一塔，而且必须爱护它的周
围整体和邻近的环境。
我们不能坐视，忍受一座或一组壮丽的建筑物遭受各种各式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使它们委曲在不调和
的周围里，受到不应有的宰割。
”这正是《威尼斯宪章》中所倡导的“保护一座文物建筑，意味着要适当地保护一环境”的观点。
解放以后，在对待北京城的建设问题上，他也曾明确地指出过：“北京城是必须现代化的，同时北京
城原有的整体文物性特征和多数个别的文物建筑又是必须保存的。
”因此，他呼吁不要拆除北京的城墙和城楼，因为“它的产生，它的变动，它的平面形成凸字形的沿
革，充满了历史意义⋯⋯是北京体形环境中不可分离的艺术构成部分”。
　　梁思成在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中的另一功绩在于冲破传统的保护观念，提出了新的保护原则。
1935年他在《曲阜孔庙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一文中第一个提出：“重修文物建筑不同于古代匠师们将
已破敞的庙庭，恢复为富丽堂皇，工料坚实的殿宇⋯⋯使之面目焕然一新的做法；而应“负保存或恢
复原状的责任”。
1964年他又写了《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一文，更加明确地指出：“在重修具有历史艺术价值
的文物建筑中，一般应以‘整旧如旧’作为我们的原则。
”对于“风烛残年”危在旦夕的古建筑，应采取“输血打针”的办法使其恢复健康，“老当益壮”，
而不是“涂脂抹粉”，使其“返老还童”。
他还指出文物建筑应具有“与它的高龄相适应的‘面貌’，表现它特有的‘品格’与‘个性’。
”他的这些观点，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共同遵守的指导性原则。
梁思成有关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观点，在《威尼斯宪章》被介绍到我国之前，更显现出其夺目的光彩
。
　　在梁思成的一生中，建筑设计虽不是他的主要工作，但他也曾完成了一些重要的设计。
例如他曾领导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完成了获全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的扬州鉴真纪念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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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他还曾领导过清华大学营建系（即后来的建筑系）师生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同时，他对我国当代的建筑创新和城市规划也一直非常关心，并作过若干理论性探讨。
对北京的城市建设提出过许多规划方案和建议。
在他的晚年还曾在《人民日报》上开辟了“拙匠随笔”的专栏。
撰写的这些科普文章涉及到建筑的艺术性、传统与革新、美观和实用、经济、坚固的关系等理论问题
，在我国建筑界乃至社会上都引起很大反响，对繁荣建筑创作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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