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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思成（ 1901——1972），建筑学家。
广东新会人。
1927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
1928年入美国哈佛大学美术研究院学习。
回国后，曾任东北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
1947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建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建筑学会第一至四届副
理事长，北京市第一至三届政协副主席。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
1946年创设清华大学建筑系。
对中外古建筑、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造诣颇深。
曾参加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设计了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
著有《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营造法式注释》、《APictorialHistoryofChineseArchitecture
》(英文版)等。
　　广东新会人，1901年4月20日生于日本东京，梁启超长子。
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
1924年赴美留学入康乃尔大学，不久转学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1927年2月获学士学位，当年6月
获硕士学位。
1927年7月～1928年2月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研究世界建筑史。
1928年3月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
1928年回国，到沈阳东北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并任教授兼系主任直到1931年。
1931-1946年担任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法式部主任。
1941年还担任前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1946年为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到1972年。
在这期间，还曾于1946年11月、1947年6月，应美国耶鲁大学之聘为访问教授。
l947年1月-1947年6月，作为中国代表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顾问。
1948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解放后，于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及民盟中央常委等职。
历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土
建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委员、中国建筑科学院建筑历史理论研究室主任、首都人民
英雄纪念碑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北京分会副会长等职，1972年1月9日病逝于北京。
 　　梁思成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可以将中国的传统建筑形式，用类似语言翻译的方法转化到西方
建筑的结构体系上，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新建筑。
他和夫人林徽因一起实地测绘调研中国古代建筑，并对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进行了
深入研究，为中国建筑史学奠定了基础。
建国后，梁思成在建筑创作理论上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强调新建筑要对传统形式有所继承。
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因提倡新建筑运作大屋顶等传统形式和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
梁思成的这些理论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多数建筑师的思想和政府的希望，直到今天依然对中国建
筑界有很大影响。
梁思成主要作品有吉林大学礼堂和教学楼、仁立公司门面、北京大学女生宿舍、人民英雄纪念碑、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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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和尚纪念堂等。
曾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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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洙，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遗孀，1962年与梁思成结婚，陪伴梁思成走过了十一年的艰难岁月
。
1928年了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53年入清华大学梁思成主持的中国建筑史编撰小组工作。
自1973年起全力赴整理梁思成遗稿，先后参与编辑了《梁思成文集》、《梁思成建筑画集》、《梁思
成全集》等书，另著有《大匠的困惑》、《建筑师梁思成》、《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
略》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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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  言梁思成简介第一部分　建筑是什么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建筑的民族形式　中国的艺术与建
筑　Art and ArChitecture（《中国的艺术与建筑》的英文原文）　中国建筑的特征　我国伟大的建筑传
统与遗产　中国建筑师　中国建筑之两部“文珐课本”第二部分　我们的“旅行”　如何才能安居　
北京——都市计划中的无比杰作　北平文物不是化石　北京的城墙应该留着吗　临走真是不放心，生
怕一别即永诀第三部分　致彭真信——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问题　致朱德信——关于建筑设计
的民族形式问题　　致车金铭信——关于湖光阁设计方案的建议第四部分　谈“博”而“精”　建
筑C（社会科学U技术科学U美术）　建筑师是怎样工作的　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　从“燕用”——不
祥的谶语说起　从拖泥带水到干净利索 第五部分　⋯⋯　附录一：梁思成的手绘稿　附录二：梁启超
给梁思成的信　附录三：梁思成所绘曲阜孔庙平面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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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的艺术与建筑。
 建筑 中国古人从未把建筑当成一种艺术，但像在西方一样，建筑一直是艺术 之母。
正是通过作为建筑装饰，绘画与雕塑走向成熟，并被认作是独立的艺 术。
 技术与形式。
中国建筑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构筑系统，它在中国文明萌生 时期即已出现，其后不断得到发展。
它的特征性形式是立在砖石基座上的木 骨架即木框架，上面有带挑檐的坡屋顶。
木框架的梁与柱之间，可以筑幕墙 ，幕墙的唯一功能是划分内部空间及区别内外。
中国建筑的墙与欧洲传统房 屋中的墙不同，它不承受屋顶或上面楼层的重量，因而可随需要而设或不
设 。
建筑设计者通过调节开敞与封闭的比例，控制光线和空气的流入量，一切 全看需要及气候而定。
高度的适应性使中国建筑随着中国文明的传播而扩散 。
 当中国的构筑系统演进和成熟后，像欧洲古典建筑柱式那样的规则产生 出来，它们控制建筑物各部
分的比例。
在纪念性的建筑上，建筑规范由于采 用斗拱而得到丰富。
斗拱由一系列置于柱顶的托木组成，在内边它承托木梁 ，在外部它支撑屋檐。
一攒斗拱中包括几层横向伸出的臂，叫“拱”，梯形 的垫木叫“斗”。
斗拱本是结构中有功能作用的部件，它承托木梁又使屋檐 伸出得远一些。
在演进过程中，斗拱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和比例。
早期的斗拱 形式简单，在房屋尺寸中占的比例较大；后来斗拱变得小而复杂。
因此，斗 拱可作为房屋建造时代的方便的指示物。
 由于框架结构使内墙变为隔断，所以中国建筑的平面布置不在于单幢房 屋之内部划分，而在于多座
不同房屋的布局安排，中国的住宅是由这些房屋 组成的。
房屋通常围绕院子安排。
一所住宅可以包含数量不定的多个院子。
 主房大都朝南，冬季可射入最多的太阳光，在夏天阳光为挑檐所阻挡。
除了 因地形导致的变体，这个原则适用于所有的住宅、官府和宗教建筑物。
 历史的演变。
中国最古的建筑遗存是一些汉代的坟墓。
墓室及墓前的门 墩——阙，虽是石造的，形式却是仿木结构，高起的石雕显现着同样高超的 木匠技
艺。
斗拱在如此早期的建筑中已具有重要作用。
 在中国至今没有发现存在公元8世纪中叶以前漫长时期里所造的木构建 筑。
但从一些石窟寺的构造细部和它们墙上的壁画我们可以大略知晓8世纪 中期以前木构建筑的外貌。
山西大同附近的云冈石窟建于公元452—494年； 河南河北交界处的响堂山石窟和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石
窟建于公元550—618年 ，它们是在石崖上凿成的佛国净土，外观和内部都当做建筑物来处理，模仿 当
时的木构建筑。
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西门门楣石刻(公元701—704年)准 确地显示出一座佛寺大殿。
甘肃敦煌公元6世纪到11世纪的洞窟的壁画中画 的佛国净土，建筑背景极其精致。
这些遗迹是未留下实物的时代的建筑状况 的图像记录。
在这样的图像中，我们也看到斗拱的重要，并且可以从中追踪 到斗拱的演变轨迹。
 这些中国早期建筑特点的间接证据可从日本现存的建筑群得到支持。
它 们造于推古(注：公元593—626年)、飞鸟【注：飞鸟文化指6世纪中叶(公元 552年)佛教传入日本至
大化改新(公元645年)一百年间的文化】、白风【注 ：白风文化指大化改新(公元645年)至迁都奈良(公
元710年)时间的文化】、 天平【注：狭义指圣武天皇统治的天平时期(公元724—748年)，广义指整个 
奈良时代(公元710—794年】和弘仁(注：公元810—833年)、贞观(注：公元 875—893年)时期，相当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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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隋唐。
事实上到19世纪中期，日本的建筑 像镜子一样映射着中国大陆建筑不断变化着的风格。
早先的日本建筑可以正 确地称之为中国殖民式建筑，而且那里有一些建筑物还真是出于大陆匠人之 
手。
最早的是奈良附近的法隆寺建筑群，由朝鲜工匠建造，公元607年建成 。
奈良东大寺金堂是中国鉴真和尚(公元763年去世)于公元759年建造的。
① 中国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是山西省五台山佛光寺大殿。
它单层七间，斗 拱雄大，比例和设计无比的雄健庄严。
大殿建于公元857年，在公元845年全 国性灭法后数年。
佛光寺大殿是唯一留存下来的唐代建筑，而唐代是中国艺 术史上的黄金时代。
寺内的雕塑、壁画饰带和书法都是当时的作品。
这些唐 代艺术品聚集在一起，使这座建筑物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
 唐朝以后的木构建筑保留的数量逐渐增多。
一些很杰出的建筑物可以作 为宋代和同时期的辽代与金代的代表。
 河北省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建于公元984年。
这是一座两层建筑，当中立 着一座有十一个头的观音像。
两个楼层之间又有一个暗层，实际是三层。
在 观音阁上，斗拱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太原附近晋祠的建筑群建于1025年，两座主要建筑物都是单层。
但主殿 为重檐。
大同华严寺大殿是一座巨大的单层单檐建筑，建于1090年，是中国 最大的佛教建筑物之一。
许多年后的1260年，河北曲阳的北岳庙建成，它的 屋顶上部构件经过大量改建，但其下部及外观整体
基本未变。
 对上述这些建筑物的比较研究表明，斗拱与建筑物整体的比例越来越小 。
另一共同特点是越往建筑物的两边柱子越高。
这一细致的处理使檐口呈现 为轻缓的曲线(华严寺大殿是个例外)，屋脊也如此，于是建筑物外观变得
柔 和了。
 到了明朝，精巧的处理消失。
这个趋势在皇家的纪念性建筑中尤其明显 。
北平以北40公里的河北省昌平县明朝永乐皇帝陵墓的大殿是突出的例子。
 它的斗拱退缩到无足轻重的地步，非近观不能看见。
虽然明、清两代的个体 建筑退步，但北平故宫是宏伟的大尺度布局的佳例，显示了中国人构想和实 
现大范围规划的才能。
紫禁城用大墙包围，面积为3350英尺&times;2490英尺 (1020米&times;760米)，其中有数百座殿堂和居住
房屋。
它们主要是明、清两代 的建筑。
紫禁城是一个整体。
一条中轴线贯穿紫禁城和围绕它的都城。
殿堂 、亭、轩和门围着数不清的院子布置，并用廊子连接起来。
建筑物立在数层 白色大理石台基上。
柱子和墙面一般是刷成红色的。
斗拱用蓝、绿和金色的 复杂图案装饰起来，由此形成冷色的圈带，使檐下更为幽暗，显得檐部挑出 
益加深远。
整个房屋覆在黄色或绿色的琉璃瓦顶之下。
中国人对房屋整体所 作的颜色处理，其精致与独创性举世无双。
 多层木构建筑。
因为材料的限制，高层木构建筑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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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坛祈年殿 是著名的高大木构建筑。
这是一座圆形建筑，立在三层白色大理石基座上， 上部为三层蓝色琉璃瓦顶，最高层束成圆锥形。
顶尖高于地面108英尺(33米 )。
 最好的一个多层木构建筑是山西应县木塔，但不那么有名。
它建于公元 1056年，有五个明层和四个暗层，平面为八角形。
木塔的每一层，不论明暗 ，都有完整的木构架。
因此全塔由九个构架累积而成。
其中每一构架都起支 撑作用，没有多余之物。
塔顶屋面为八角锥体，最上为铁铸塔刹。
最高点距 地面215英尺(65米)。
虽然早期大多数塔为木塔，但应县木塔是该类型的塔 的唯一留存者。
 砖石塔。
早期木塔大都消失了，留存下来的多是砖塔，也有少数石塔， 它们经受了人为的和自然的损害。
与一般人的看法相反。
中国塔的设计并不 是从印度传入的，它们是中国与印度两种文明交会的产物。
塔身完全是中国 的，印度因素只在塔刹部分可以见到，它来自■堵坡(stupa)，但已大大改 变。
许多的砖塔或石塔演绎着木塔原型，木塔才是中国传统建筑观念的体现 。
 中国砖石塔有五大类型： 单层塔。
印度的窄堵坡是佛屠遗骸埋葬地的标志，而死去的僧人坟墓■ 堵坡就叫“巴高大”(pagoda)6世纪到12
世纪的坟墓■堵坡大都做成单层小 亭子似的建筑，上面有单檐或重檐。
山东济南附近的四门塔建于公元544年 ，是最早的单层塔的例子(它不是坟墓)。
更典型的例子是山东长清灵岩寺的 慧崇禅师塔墓。
 多层塔。
多层塔保持中国土生土长多层建筑的许多特点。
日本尚有多层 木塔屹立至今，中国只保存了此种类型的砖塔。
西安附近的香积寺塔，建于 公元681年，是最早和最好的例子。
那是十三层的方塔，其中十一层保存完 好。
楼层用叠涩砖檐分划，各层外墙上用浅浮雕显示门洞、窗子之外，尚有 简单而精细的浮雕壁柱和额枋
，上承大斗。
 宋代多八角形塔。
墙上的壁柱常被省去。
砖檐常由许多斗拱支撑。
有些 例子，如河北涿县的双塔(约1090年)，是在砖塔上忠实地复制出木塔的外貌 。
 密檐塔。
密檐塔似乎是单层塔而上面有多重檐口所形成的变体。
外观上 看，它有一个很高的主层，其上为密密的多重檐口。
公元520年建的河南佛 教圣地嵩山嵩岳寺塔，十二边形，十五层，是最早的实例。
在唐代，这种塔 全采用四方形。
最杰出的一例是法王寺塔(约公元750年)，也在河南嵩山。
 9世纪中有了八角塔，到11世纪以后，这已经成了塔的标准形式。
从10 世纪到12世纪，在中国北方建造了大量的这种塔，檐下用斗拱装饰。
最出名 的一个例子是北平的天宁寺塔，建于11世纪，经过多次重修。
 喇嘛塔(窄堵坡)。
通过印度僧人，中国早就知道印度率堵坡的原貌，但 长期未移植于中国。
后来，由于喇嘛教的传播，终于经过西藏来到中国建造 ，经过很大的变形。
西藏喇嘛塔一般做成壶形，立在高高的基座上面。
1260 年由忽必烈下令建造的北平妙应寺■堵坡是最好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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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它的壶状身躯变 得细巧了，塔的颈部尤其如此。
这个颈部原先像截了一段的锥形。
后来渐渐 像烟囱。
这种后出的西藏式率堵坡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北平北海公园里的白塔 ，建于1651年。
 金刚宝座塔(Diamond—Based Pagodas)。
在一个基座上耸立数个塔，称 金刚宝座塔。
早在8世纪建造的河北省房山县云居寺塔是这种塔形的先兆。
 云居寺塔有一个宽阔的低台，上面立着一座大塔和四座小塔。
到明代此种形 制始臻于成熟。
1473年建的北平西郊的五塔寺是一个绝好的作品。
它使人以 多种方式联想起爪哇的婆罗浮屠(Borobudur)。
 牌楼。
在中国大多数城镇和不少乡村道路上，都可见到称为牌楼的纪念 性的大门。
虽然牌楼纯粹是中国的建筑，但可以看到与印度桑契的窄堵坡围 栏上的门有某种相似之处。
中国南方多石牌楼，北方城镇的街道常有华丽的 木牌楼。
 桥梁。
造桥在中国是一种古老的技艺。
早期的例子是简单的木桥或是浮 桥。
直到4世纪中期以后开始用拱券跨过水流。
中国桥梁建造最有名的一个 例子是河北赵县的大石桥。
它是一座敞肩拱桥(在主拱两头桥面以下的三角 形部位，又开着小拱洞)。
赵州桥的主拱跨度为123英尺(37米)。
赵州桥建于 中国隋代，是使现代工程师感到惊讶的工程奇迹。
 最常见的一种拱桥可以北平马可波罗桥为例有许多桥墩。
中国西南部的 山区常用悬索桥。
福建有许多用长长的石梁和石礅造的桥，有的总长度可达 70英尺(20米)。
P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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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建筑来隐喻建筑　　建筑是历史的反映　　建筑师是幸福的，因为他可以看到许多美好的东西
　　建筑师是痛苦的，因为他也会看到许多丑的东西......　　建筑师的故事，尽在《大拙至美：梁思
成最美的文字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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