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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冯纪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是中国现代建筑的奠基者，也是中国城市规划专业的
创始人。
冯先生的著作和设计作品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建筑的一种新文人建筑思想和设计理念，其深邃的建筑
哲学思想融入建筑教育和文化传播系统中，对当代中国建筑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其意义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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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形整理　　到了80年代做方塔园，当时有人说，50年代做的还比较现代，方塔园怎么又突然成
了一个大屋顶了呢？
怎么又成了中国形式的了？
我说，这不是主要问题，这是形式，这些还是侧重体现了我一贯的思想过程的。
　　就说东湖的两区两所，就已经是风景区的建筑了。
那个时候，我们也是按照风景区的首要因素理解、联系四周的环境协调。
不是从自我出发，而是从一个建筑看上去，四面八方都要联系起来。
　　方塔园，我还是用的这个方法。
首先一个，方塔园当时有一个好处，它的南边基本上没什么建设。
也有人说，我们能不能从东边限制一下新建筑的高度？
我们光设计方塔园不行，做好了以后周围怎么办？
我们讲了首先一个先决条件：东面、南面不可能有高层，北面有一个五层楼的工房在那里，很不好看
，所以周围这个问题得首先解决。
　　然后，这个基地本身原有的经费也很少，不重要的地方不花钱。
当时在塔的南边堆了瓦砾，塔的西边现在是一座山，当时也是一堆瓦砾，这两堆瓦砾，将来造地形可
以省一些费用。
广场东边现在的一个小山堆也是原来的，所以这些原来的土堆，我基本是完全保留，保留以后可以再
加大。
当时东面的一堆我就加大了，因为北面的五层工房很难看，所以堆土就要堆这一块，把它加大，这是
讲地形。
　　塔院广场　　另外就是，塔是主体，我们整理地形主要是为了它。
首先，它太低，从北门进来到塔，相差差不多两公尺。
所以，塔无论如何要最后到跟前，下来一点才能看见。
　　广场，我们就是根据这个定下来的。
所以，无论如何，塔要再低下去一些。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斜坡，下去前面就是硬地，已经很勉强，再少不行。
但这个广场的高度已经到了最高水位线，不能再低下去。
这样一来，我就决定：广场往下低下去，建好四周让它能保留的高坡，这样，到达塔，就有一个层次
。
　　我们觉得广场很重要。
因为广场有几个东西：一个照壁、一个桥、方塔。
后来就决定，要把天后宫从苏州迁来。
不管要不要，决定先迁来。
后来发现，迁来不错，我是赞成的。
我为什么赞成呢？
方塔园作为一个露天博物馆工程，方塔分量不够。
　　其实不能讲它的分量不够，因为还有桥啊⋯⋯零零碎碎的还可以。
那时候已经搬了明朝的楠木厅，我觉得很好。
广场就有塔、天后宫，还有两棵大银杏树把它挡着。
基本上当时保留的大树有五六棵，这里两棵是最好的，另外就是东门进去的垂花门两边正好对着两棵
大的银杏。
这两棵正好遮挡了广场。
所以，这儿还有几样东西，做起来就很有意思了。
　　南草坪　　草坪这里，基本上就是南边游园的主要方向，所以南边就稍微堆点土，做大的斜坡。
草坪上的一边岸线是硬的，一边是入水的，又有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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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还有几株竹子，这个我们也照它原来的样子保留。
　　大的格局基本上是这样定了。
　　（2007年7月17日）　　北门　　当时我们做了个北大门，里面怎么样还没定。
塔院做了，所以说，跟塔院有点关系。
对北大门整个的大小只有个模糊的概念，一定要大气，再多也不可能了，也还是一步一步地增加。
但是，到做塔院广场的时候，基本上思想都定了：大水面、大草坪那都有了，这个北门一定要从整体
考虑，当时还没那么清楚，反正这三个东西一定有“分量点”。
　　（2007年7月24日）　　甬道　　然后就考虑从北门进来。
游人肯定是从北门进，因为北门那里有一块窄地进来，进来后右手边是一道墙，这道墙的界线就是园
子原来的界线。
而且非常好的是：沿着墙有一排树，这排树在那时都有点蓬勃，这就很好了，等于路旁边有一排树。
但这些树是歪着的，不是正对着塔。
那也正好，如果是直对塔的话，往下看塔，不舒服。
所以，左边就不再做墙，这边用花坛，正好，花坛曲折的线与另一边的直线形成了曲折对比。
　　如果路是一直这样低下去，给人一种往下走的感觉，所以我们的路是用一块板、再一块板，这样
一点一点错开，让人走路有一种变的感觉。
这样的变动，就能让人少抬头。
因此，差不多到了再抬头，这样下去已经到广场了，问题就不大了。
　　（2007年7月17日）　　东门　　然后是东门的问题。
东门从市区进来，原来以为从市区进来的人多，实际上还是从北门进来的人多。
　　现在看来，东门当时是看重了点，没有北门自然。
如果东门现在做，我会将它缩小一点，进去的院子也没必要那么大。
一进去，应该直接到那个塔，结果用院子、墙一挡，好像有点不自然。
　　另外，从东门进来正好对着竹林，看不到塔，而使得游人一进来就看见北边的两棵大树。
那两棵大树，我估计是过去别人墓葬的古树，所以就做了一个小的垂花门，引入到北边去。
　　堑道　　又在北面做了一个堑道。
这个堑道也是事先想好的，因为要挡后面的五层的工房。
做“堑”就是两边堆土，所以就把北面的土堆了，然后就做墙，否则挑土的工人就麻烦了。
做了堑的墙后，再堆堑南边的土，这些土基本上都是用园子里的土，正好差不多够用。
　　堑道，我主要考虑，要跟方塔的主体广场组成一定的关系。
所以它虽然只是一条路，但路有一定的分量，像北门进来的那条路一样，都要有一定的大小，太小就
小气了。
　　茶室　　最后就是堑道到了尽头，有一个吃东西的地方。
本来准备是做一个茶室，方案里做了，当时没钱，白做。
后来想，白做也好，因为总体上不是很重要。
　　水、土、石的处理　　水，基本上就是原来的这条小河，把它扩大，然后，取土也有地方了。
通过取土，形成一个大的水面。
其他的，就随它原来的自然状态。
这里本来就是一个简单的小溪。
水、植物基本上都保留了原来的自然状态。
　　另外，有些土方就在内部解决，然后通过高低变化，尽量自己解决。
石头，我们用得也不算多，只有堑道上的石头是从外面运来的。
　　这就是整个布局、做法和思想。
我想就尽量简洁明快，不要太哕嗦。
　　（2007年7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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