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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思成先生的建筑创作思想和理论著述，代表着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探索传统与现代结合理论与实践之
集大成。
他的指导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展示出其深度与广度。
他指出的途径，随着中西文化的冲击、融汇而得以证实，并由表及里不断发展。
他所积累的经验和阐述的见解是中国建筑理论的瑰宝，拂去历史尘埃更加光彩夺目。
在改革开放、建筑创作空前活跃的今天，梁先生的建筑创作思想和理论著述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我们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创作征途中，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指导作用。
     梁思成先生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
主持并参加调查过2000多处古代建筑的实例，积累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建筑的珍贵资料，对中国古代建
筑、古代艺术发展、特征和成就进行过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积极参加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
努力探索中国建筑的创作道路，还提出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和方法，在建筑学方面贡献突出。
 建筑是文化的记录，是历史，它反映时代的步伐。
研究建筑史的人，要能敏锐地区别时代的艺术特点，能感到历史的步伐。
 建筑除物质功能外，更重要的在于它是艺术。
建筑师不是把一些东西堆砌起来，画出来。
建筑师得有想法，有立意，创作在其中，有激情在里面才能满怀热情地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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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思成（1901-1972）著名建筑家。

    1924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
1927年获建筑硕士学位。
同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
1928年回国，任东北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和教授。
1931年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
1932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建筑史。
1933年兼任清华大学教授，讲授建筑学。
194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梁思成先生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
主持并参加调查过2000多处古代建筑的实例，积累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建筑的珍贵资料，对中国古代建
筑、古代艺术发展、特征和成就进行过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积极参加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
努力探索中国建筑的创作道路，还提出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和方法，在建筑学方面贡献突出。
1919年设计清华大学王国维先生纪念碑，1934年设计北京大学地质馆，1949年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徽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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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千变万化后记：梁思成建筑创作思想学习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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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筑是什么　　在讲为什么我们要保存过去时代里所创造的一些建筑物之前，先要明了：建筑是
什么？
　　最简单地说，建筑就是人类盖的房子，为了解决他们生活上“住”的问题。
那就是：解决他们安全食宿的地方，生产工作的地方，和娱乐休息的地方。
“衣、食、住”自古是相提并论的，因为他们都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需要。
为了这需要，人类才不断和自然作斗争。
自古以来，为了安定的起居，为了便利的生产，在劳动创造中人们就也创造了房子。
在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或加强国防，我们仍然都要先建筑很
多为那些建设使用的房屋，然后才能进行其他工作。
我们今天称它为“基本建设”，这个名称就恰当的表示房屋的性质是一切建设的最基本的部分。
　　人类在劳动中不断创造新的经验，新的成果，由文明曙光时代开始在建筑方面的努力和其他生产
的技术的发展总是平行并进的，和互相影响的。
人们积累了数千年建造的经验，不断地在实践中，把建筑的技能和艺术提高，例如：了解木材的性能
，泥土沙石在化学方面的变化，在思想方面的丰富，和对造形艺术方面的熟练，因而形成一种最高度
综合性的创造。
古文献记载：“上古穴居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
从穴居到木构的建筑就是经过长期的努力，增加了经验，丰富了知识而来。
所以：　　（1）建筑是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克服自然，改变自然的斗争的记录。
这个建筑活动就必定包括人类掌握自然规律，发展自然科学的过程。
在建造各种类型的房屋的实践中，人类认识了各种木材、石头、泥沙的性能，那就是这些材料在一定
的结构情形下的物理规律，这样就掌握了最原始的材料力学。
知道在什么位置上使用多大或多小的材料，怎样去处理它们间的互相联系。
就掌握了最简单的土木工程学。
其次，人们又发现了某一些天然材料——特别是泥土与石沙等——在一定的条件下的化学规律，如经
过水搅、火烧等，因此很早就发明了最基本的人工的建筑材料，如砖，如石灰，如灰浆等。
发展到了近代，便包括了今天的玻璃、五金、洋灰、钢筋、和人造木等等，发展了化工的建筑材料工
业。
所以建筑工程学也就是自然科学的一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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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建筑是文化的记录、是历史，是反映时代的步伐。
研究建筑史的人，要能敏锐区别时代的艺术特点，能感到历史的步伐。
　　建筑除物质功能外，更重要的在于它是艺术。
建筑师不是把一些东西堆砌起来，画出来。
建筑师得有想法，有立意，创作在其中，有激情在里面才能满怀热情地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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