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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过去，我国把建筑师一般称为工程师。
 在西方，称一位建筑师为工程可能引起对方的抗议。
欧洲人说：医师的恢复（人体）秩序，律师维持（社会）秩序，建筑师创造（物质世界）秩序。
我国的建筑师职称已恢复，这是十分必要的。
　　⋯⋯　　在古代的西方，建筑师就不是独一门的工程师。
古罗马建筑师兼军事工程师维曲罗维斯（维特鲁威）提出对建筑师的要求，那就是“建筑是由许多种
科学产生的一门科学，各门学问的发展丰富了它的内容；建筑科学有助于对其他技术成果的应用做出
评价⋯⋯”　　15世纪的大学问家、建筑师和艺术家阿尔培蒂的设计是以人为中心，人的尺度的建筑
与城市环境的尺度。
他提出了建筑师这样的要求，首先是建筑师对后代人的责任与本人的荣誉，切莫由于无知、粗率、愚
蠢而为后世所不齿。
“谨慎、明智和有学问的建筑师设计的建筑”应当既能得到富裕者的欣赏而同时又不违背勤俭原则。
　　建筑师需要对专业的历史与理论做现再评价，需要从综合环境设计去考虑建筑设计，脱离城市总
体环境的个体设计思想不应当再保存下去了。
他不再以某一个人为服务对象而是整个社会。
　　⋯⋯　　在我国，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建筑师地位的社会承认。
直至今天，建筑师还仅仅是为“甲方”委托工程“画张图看看”。
建筑师接受“甲方”在某一已定基地上的设计任务，只能按此要求进行设计甚至还是去迎合“甲方”
领导个人的喜爱。
对设计人这样的制约，建筑创造性活动是很难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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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占祥先生1916年6月13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奉化县。
1929年至1934年在上海澄衷中学学习；1935年至1937年在上海雷士德工学院建筑构造专业学习；1938年
赴英国留学，1944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士、城市设计硕士学位；1944年至1945年攻读
英国伦敦大学都市规划博士学位。
在英国留学8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向英国各界宣传中国的抗日
战争，参加演讲活动。
1944年，他师从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学专家“大伦敦规划”主持人阿伯康培爵士，协助和参加完成英国
南部三个城市的区域规划，获得好评，同期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会员。
   　　1946年南京政府邀请陈占祥先生回国主持北平城市规划工作。
1950年，他与梁思成教授共同提出关于“新北京城”建设规划的建议，极具有远见卓识。
1951年，他和梁思成教授竭力主张人民英雄世纪碑以中国传统“碑”的方式为主体的设计方案，得到
采纳和实施。
他先后主持完成北京市建国门外使馆区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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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陈占祥生平陈占祥自传陈占祥晚年口述首都政治区建设计划大纲草案环路、交通与总体规划关于北京
市的城市规模建筑师历史地位的演变忆梁思成教授我对美国城市规划的印象在第一届首都建筑设计汇
报展览会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雅典宪章与马丘比丘宪章述评爸爸和我的童年忆爸爸我的岳父外公的故
事深切怀念老友陈占祥梁思成与陈占祥的友谊怀念陈占祥先生一棵吹不倒压不垮的迎风松西方文化的
启蒙老师蓓蓓的妈妈和爸爸建筑师还是描图机器？
关于纠正1957年《建筑学报》对华揽洪、陈占祥两同志的错误批判问题的声明附录：“反右”时期对
陈占祥部分批判言论摘录1 捍卫党对建筑界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2 深入开展建筑界的反右派
斗争3 驳斥陈占祥对规划管理工作的污蔑4 从市政规划和市政建设上反驳陈占祥对北京市总体规划的污
蔑5 我们全体技术人员坚决反对陈占祥的反党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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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陈占祥生平    陈占祥先生1916年6月13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奉化县。
1929年至1934年在上海澄衷中学学习；1935年至1937年在上海雷士德工学院建筑构造专业学习；1938年
赴英国留学，1944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士、城市设计硕士学位；1944年至1945年攻读
英国伦敦大学都市规划博士学位。
在英国留学8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向英国各界宣传中国的抗日
战争，参加演讲活动。
1944年，他师从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学专家“大伦敦计划”主持人阿伯康培爵士，协助和参加完成英国
南部三个城市的区域规划，获得好评，同期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会员。
    1946年南京政府邀请陈占祥先生回国主持北平城市规划工作，他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条件和优
厚待遇返回祖国。
回国后任南京政府内务部营造司简派正工程师，兼中央大学建筑系和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教授，主持完
成南京“行政中心”规划方案(与娄道信合作提出《首都政治区建设计划大纲草案》)。
曾任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图组代组长，在1947年即提出开发浦东新区的建议。
同期与陆谦受、王大闳、郑观萱、黄作燊等著名建筑师成立“五联建筑与计划研究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等职。
1950年，他与梁思成教授共同提出关于“新北京城”建设规划的建议(《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
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极具远见卓识。
1951年，他和梁思成教授竭力主张人民英雄纪念碑以中国传统“碑”的方式为主体的设计方案，得到
采纳和实施。
他先后主持完成北京市建国门外使馆区等工程设计，其中北京南礼士路社会路(现月坛南街)沿街建筑
群的设计，吸取西洋古建筑手法又融合中国建筑细部，突出建筑群体的节奏感，具有清新、向上和生
机勃勃的独特风格。
1954年，陈占祥先生调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任副总建筑师。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直至“文革”期间，曾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但他始终坚信党和人民，仍兢兢业业做力所能及的信息研究和实际工作。
自1962年起，他翻译了大量包括赖特等现代建筑大师的著作和大量国外建筑与城市规划技术信息资料
，为我国建筑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调任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所(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任顾问总工
程师，兼任《城市规划》杂志(英文版)主编。
他多次参与深圳特区、上海、杭州、兰州、海口及川北等城市和地区的规划方案的研究与审议，提出
重要的建设性意见。
同时，他继续翻译和介绍国外学术著作和文献资料，如《马丘比丘宪章》、《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城市设计”条目等，并多次出访、出席国际重要学术会议，介绍中国城市规划经验和建设成就。
1986年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编辑委员会委员，并参加编写及审阅部分条
目。
1987年退休。
1988年应邀赴美国，他先后担任加州伯克利大学“摄政”教授、康乃尔大学和威列寇斯大学访问教授
，堪萨斯大学授予他“埃德加·斯诺教授”称号。
1989年回国。
1992年国务院为表彰陈占祥对发展我国工程技术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特颁发政府特殊津贴及证书。
    陈占祥先生从事城市规划和建筑事业五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
他十分重视城市规划基本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注重研究国外先进的规划理论和方法，注重“洋为中用
”；他强调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强调城市规划的区域理念，倡导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协调统一
，以及注重研究城市土地的开发效益等学术思想，至今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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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著有《中国建筑理论》  (英文版)、《中国古代都市计划理论的探讨》(英文版)和《预制混凝土墙板
》(译著)等。
    陈占祥先生一贯重视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大学地理系、福建泉州华
侨大学等学校教授。
他注重培养青年科技人才，十分关心青年同志的成长，经常为青年无私地传授学术经验和教授英语，
积极为我国城市规划事业培养人才，为促进我国建筑与城市规划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占祥先生曾任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八届、第九届人民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
团第一、二、三、四、五届顾问；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届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八
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第八届中央四化服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委员，中
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常务委员、第十一届顾问；中国建筑学会第二
届理事会候补理事、第五届常务理事，第六、七、八届名誉理事；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会员。
    陈占祥先生1951年12月29日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为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促进社会民主进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积极贡献。
    陈占祥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关心国是，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他以满腔热忱投身于国家建筑和城市规划事业，对工作勤勤恳恳，作风正派，为人坦诚；他坚持原则
，胸怀坦荡，不计较个人得失，对于历史上不公正待遇，忍辱负重，坦然面对，无怨无悔，直到生命
的最后时刻。
    陈占祥先生在建筑与规划专业理论上有很高的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国内外建筑与规划界享有
很高的声誉，他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华完全奉献给了我国的建筑规划事业，为创建和发展我国城市建筑
规划学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01年3月22日上午10时5分，陈占祥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稿)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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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对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陈占祥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    他，留学英伦，随名师研究都市规划学。
    1949年前，他为南京规划了“中共政治区建设的计划大纲”    为上海提出“开发浦东”的建议。
    1950年，与梁思成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1957年被错划为建筑界的“两大右派”之一。
    ⋯⋯    这里有陈占祥本人的亲自讲述，有亲朋友好友的往事回忆，有不堪回首的“历史档案”⋯⋯   
这是一位城市设计（规划）师、建筑师，怀揣着一颗滚烫中国心，丰富、曲折、多舛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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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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