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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志强编著的《名师访谈》访录了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
师以及前五批经国务院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招收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教师，共计27位博士生导师，
希望把他们丰富的人生、治学、育人经历记录下来，激励和鞭策北林人承先辈之优良品质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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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曲景相融——传统文化的爱好者 治学严谨，育人热忱的孟兆祯，业余生活
也非常丰富。
孟先生的父母、家人都喜欢看京剧、唱京戏，孟兆祯从三岁起就会唱京剧了。
从重庆考到北京来读大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的戏剧名家多、剧场多、演出多，到北京好看戏
。
孟先生原本是想考戏曲学院的，但当年戏曲学院不招生；而北京当时在重庆招考的大学一个是航空发
动机专业，一个就是造园专业，孟兆祯不喜欢发动机，于是便报考了造园。
也正是这偶然的选择，使得孟先生与风景园林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为喜欢看戏，本科时代孟兆祯省吃俭用，用近半个月的生活费去看艺术大师马连良的戏剧，曲终返
校没有路费，与同学流浪在冬夜寒风刺骨的大街，后来是一位民警看到两个年轻大学生冻得可怜，将
他们领进岗亭，还脱下棉大衣盖在他们身上，才算渡过了奢侈看戏后的苦难一夜。
孟兆祯不仅喜欢看戏，还喜欢自拉自唱，中学、大学时代孟先生每天都坚持，从不间断，参加工作后
也经常自娱自乐。
通过学唱京剧、绘画，孟先生渐渐懂得了京剧、绘画、摄影、诗词、歌舞、音乐、美食、雕刻等文化
艺术与风景园林艺术实际上是有内在联系的，是相通的。
京剧和园林，一为时间艺术，一为空间艺术，一个动态，一个静态，一个拥有华丽的衣衫和绕梁三日
的唱腔，而另一个则有宁静致远的气度和曲径通幽的意境——“一法生众法，万法归一”。
 孟兆祯在学生时代自拉自唱、去城里看戏，对其文化艺术水平提高起到了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学生时代，孟兆祯一直是学校的优等生；走上教学岗位后，京剧中的历史故事促使他去查看相关历史
书籍，了解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
京剧中高雅绝美的唱词，对先生从事风景园林设计产生了重要的启发。
可以说孟先生之所以能在风景园林教学与设计上取得成就，与之爱听、爱看、爱学、看京剧、唱京剧
是密不可分的。
 孟先生曾说，京剧唱腔，是流动的音乐；园林建筑，便是凝固的音乐。
对于京剧艺术的喜爱，对风景园林事业的执着，成就了先生温文尔雅的艺术人生。
 二、积少成多，知行合一——潜心研究创新实践背后的艰辛 （一）一时之择，一生之依——园林的
机缘 孟教授回忆起自己刚刚接触园林的那段时间。
当时他的母亲非常重视对他的教育。
孟先生早年生于武汉，后来日本入侵，武汉沦陷，便逃到重庆，那时他只有三四岁。
到了上学的年龄后，找了一个离家近的小学，即长江南岸清水溪镇的开智小学。
后来孟兆祯的母亲觉得那个小学不够好，于是又找了一个市里面离家较远的半山小学。
小学毕业后，其母又想找所好中学。
在重庆，当时最好的中学就是南开中学，孟兆祯就毕业于这所中学。
那时候孟兆祯家境并不好，母亲经常去把东西当了、卖了供他上学。
所以孟先生在小学和中学的初级教育基础打得比较扎实。
1952年，孟兆祯报考北京的大学，无奈之下选择了造园专业。
与其说他选择了这个专业，不如说这个专业命中注定选择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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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名师访谈》在编撰的过程中，有个别博士生导师因为时间和精力等原因未能接受采访，但亦对我们
的编书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关心；有部分博士生导师已经不在人世，我们通过查阅资料和对其家
人及学生的采访完成了文稿撰写；此外，我们还得到了蒋顺福、宋长义和张铁明等老师的鼎力支持，
他们为《名师访谈》的最终成稿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部分资料缺失，加之编者水平有限，文中难免出现错误或不当之处，敬请读者谅
解。
六十年风雨如歌，一甲子再创辉煌。
希望我们以《名师访谈》的编撰为契机，继承传统、改革创新、开拓进取、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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