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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光阴确实像流星一般飞逝，转眼间我的职业年华已有57载，57这个数字对一个人生来讲已属不短
，何况工作已过半个世纪，回首往事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记述，似乎一切平平淡淡，有些对不起国家
的培养，父母的期盼，但提起笔来还是想写些回忆，一是让自己评价这一生是否值得，二是让他人了
解自己怎么度过这一生，功过、优劣自有客观评判。
　　一、选择专业　　有人问我，你究竟为何选择了建筑专业，我实在也说不清。
我的家不是书香门第，周围也没有学术气氛，高考时糊里糊涂填写了建筑学。
要说偶然也不全是，其实也有点原因。
念初中时我喜欢绘画，记得有一次我交上了一张苍松水墨画，老师看后偏说不是我画的，气得我二话
没说，当场又画了一张，消除了老师的怀疑。
还有，我家开的小作坊，是织绸业，有时需要画小样，我家邻居就有两家专门画图样的，我经常去那
里，观察他们绘图技巧，无意中也感染了和加深了我对绘画的爱好。
记得高考时，建筑专业还专门增考了绘画，让我们依样描绘五个经典柱式中的一个，我认真又满感兴
趣地完成了考试。
后来，我被杭州之江大学录取到建筑系，进了大学，上了专业，才知道建筑学不仅要有绘画的技能，
还需具备更多的工程知识和营造技术。
不管怎样，我与建筑终于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走进社会　　1951年，当我度过了私塾、小学、中学和大学的17年学习时光，发现自己马上
就要走上社会，心中不免感到陌生与兴奋。
社会毕竟与学校不同，要适应工作环境、要完成工作任务，还有各种事情要应付。
解放初期那个年代，整个国家刚从旧社会演变过来，一个百废待兴的气氛笼罩着全中国，我怀着一颗
为新中国服务，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的赤诚之心，填上了服从国家分配的志愿，具体填写的地区是北
京、东北、西北，我没有要求留在上海这个当时被同学们认定最佳和最美的大都市，虽然系主任曾希
望我留校当助教，当然这个岗位被同学们看好和羡慕，我毅然放弃了，我也没有去征求家长意见，我
知道我只要去一说，父母肯定要我留校。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赵冠谦文集>>

内容概要

赵冠谦先生1951年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建筑系，1958年毕业于前苏联莫斯科建筑艺术学院同时获副博
士学位。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工作在住宅设计和科研一线，主持了大量工程项目并制定了多项住宅设计
标准，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丰硕的理论成果。
2000年被授予“工程设计大师”的光荣称号。
    赵冠谦先生发表于各专业期刊、杂志和学术会议的文章共100余篇，涵盖了小区规划、住宅设计、理
论研究及标准编制等方面内容。
本书收集了赵冠谦先生1979年以来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约80篇。
这些文章中的大部分曾经刊登在《建筑学报》、《住宅科技》、《城市开发》、《中国住宅设施》、
《世界建筑》、《时代建筑》等专业杂志上。
另有14篇文章是包括杂志、报纸和网络在内的不同媒体与赵冠谦先生的访谈记录等，也从另一个侧面
反映了赵冠谦先生的专业观点和日常工作生活。
    本书将不同类型的文章分为四个部分，以下为各部分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住宅建设篇。
主要包括了关于我国住宅建设历史的综合论述，我国小康住宅、试点小区工程和国家实验小区等实践
的发展回顾，我国住宅标准化和多样化发展历程等几方面内容，是我国住宅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第二部分，规划设计篇。
这部分的内容较侧重于设计理论方法，主要分为小区规划和住宅设计两大方面。
    第三部分，海外信息篇。
收录了赵冠谦先生对于国外城市规划和住宅建设考察成果，包括了英国、瑞典、澳大利亚、日本、亚
太地区等十几个不同国家和地区。
    第四部分，媒体访谈篇。
其中，一部分文章较为关注赵冠谦先生住宅设计生涯，另一部分文章则针对住宅设计研究等具体问题
。
    2009年是赵冠谦先生八十寿辰，也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他在建筑领域57年的辛勤耕耘，见证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住宅建设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点点滴滴的改变。
回顾过去，集文成书，读者可以深深感受到，住宅即是生活，观住宅产业之发展，可以见人民生活之
变化。
比起作为一份纪念，更有意义的则是激励新时代的青年人们，以孜孜不倦的精神和兢兢业业的态度，
为住宅产业的未来，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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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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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中的大部分曾经刊登在《建筑学报》、《住宅科技》、《城市开发》、《中国住宅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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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赵冠谦文集>>

章节摘录

　　住宅建设与千家万户息息相关，它涉及每个居民的切身利益，住宅建设又与国家、社会关系密切
，它影响着国家发展与社会安定。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十分关心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重视住宅建设工作，但由于受到“先生产、后生
活”的政策干扰，从1949年至1978年的城镇住宅建设总量只有近5亿m2，人均居住面积为3.6m2，人民
居住水平与建国初期相比并未得到提高。
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住宅建设与其他领域一样取得了很大成就，城镇住宅建设从1979年至1998年
的20年共建约35亿m2，为建国前30年建设量的7倍，1998年人均居住面积达到9.3m2，人民居住水平有
了较大改善。
特别是近年来，国家提出将住宅建设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居民新的消费热点，并将住房制度由
福利型分配转为货币型分配，住宅建设进入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粗放型”转向“集约型
”的开发阶段，在居住区规划与住宅中，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设计观念和“可持续发展”方针
，通过规划设计的创新活动，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设备完善和达到21世纪初现代化标准的居住环境
。
中国住宅建筑建设将获得整体的提高，我国住宅产业现代化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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