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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在《设计家》历年采访建筑师的基础上，以在建筑设计领域具有
重大影响力的国内60位建筑9币的设计生涯以及他们的代表作品为经，以这些杰出建筑师的设计理念为
纬，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隆重推出《新中国新建筑：六十年60入》一书，为新中国60年的建筑立传，
也是为新中国的建筑师立传。
　　事实上，这个构想很好——以辩证唯物主义态度，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阐述传主各
自的设计理念，展示建国60年来在建筑理论、建筑实践等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具有纪念意义和实践
意义。
与此同时对部分传主略显偏激的观点采取保留、包容的客观态度，仅供学术参考。
　  60人的限额当然不合理，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它与新中国60年的关系。
新中国建N60年来出现的优秀建筑师岂是这区区60席可以涵盖的l 600位都嫌少!但我们并不想把这本书
作为权威性的结论，只是看作一种辑录和记载，只是想从这60位建筑师的思想和作品窥见新中国建筑
的一斑。
因此，本书只是某种意义上的选集，而不是史诗意义上的建筑师全集，是像坊间流传的无数种文选那
样具有诗意的选集，只是从这60位建筑师的作品和故事这个切入点来部分了解60年以来的新中国建筑
、新中国建筑师。
    60年的历程至少涵盖了五代建筑师。
通常所称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曾经为新中国的建筑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
建筑师，我们都是学习他们的作品，读着他们的论著成长起来的。
遗憾的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故世或者无法直接采访，因此本书没有这一代建筑师的身影。
这里面列入的有通常所称的中国第二代建筑师，他们是我们的导师和楷模，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已
经故世或者无法接受采访。
第三代建筑师是今天中国建筑界的中坚，他们是曾经教过我们的老师，有些是我们的同事和友人，他
们活跃在今天的中国建筑舞台上，起着承前启后的核心作用。
但是如果要把这一代建筑师的代表人物都列入的话，也远远超出60位，因此只能割爱，留出空间给第
四代、第五代建筑师——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是，或者不久的将来是中国建筑界的中坚。
各代人在书中的比例并没有刻意加以考虑，列入本书最年轻的建筑师是70后。
    本书的体例也与其他同类书不同，采用叙事式、谈话式，而不是常见的简历式的小传，以较详实的
篇幅着重介绍传主的设计之路、设计理念和代表作品。
从中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这些建筑师的设计生涯和思想，他们的成长道路和培育他们的社会政治环境
。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建筑大师不是不吃人间烟火食的神祗，而是有喜怒哀乐、有思想、有个性、有血
有肉，做出了丰功伟绩，对新中国建筑有重要贡献的凡人。
本书也不是为了表彰这些大师，他们的事业和成就已经在无数的评奖、论著、选集、文集和作品选中
介绍过，许多名字的光辉无需更多的笔墨来彰显，他们的名字就代表了中国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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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时龄，1941年11月12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6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建筑学专业，1965至1978年
在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研究院任工程师，1978至1981年在同济大学建筑系攻读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研究
生，1981年获工学硕士学位，1993年获工学博士学位。
1981年12月起在同济大学任教师至今，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1984至1986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建筑学院任访问学者，1989年应邀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厄尔巴那一
尚佩恩校区艺术与应用艺术学院任乔治·密勒讲座教授。
历年来，曾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等国的
大学和论坛上讲学。

    2001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8年12月被选为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2002年5月被选为美国建筑师学会荣誉资深会员。
2007年3月被授予意大利仁惠之星骑士勋章，2007年10月被意大利罗马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曾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建筑学
会理事长、同济大学中法工程与管理学院院长、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城市空间与环境专业委员会主任、
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

    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城市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中
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

    主要论著有：  《建筑理性论——建筑的价值体系与符号体系》、《黑川纪章》、《上海近代建筑风
格》、《建筑批评学》、《世界大城市——上海》、《世博与建筑》以及译著《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
》等。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90余篇，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2 0余篇。

    主要设计作品有：南浦大桥建筑设计、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城市设计、上海复兴高级中学教学楼、朱
屺瞻艺术馆、上海格致中学教学楼、浙江海宁钱君句艺术研究馆、嘉兴广电中心大楼、嘉兴市行政中
心、上饶市行政中心、杭州中国财税博物馆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中国新建筑六十年60人>>

书籍目录

冯纪忠吴良镛罗小未戴复东关肇邺陈志华梅秀魅钟训正李道增周干峙齐康彭一刚魏敦山邹德慈阮仪三
程泰宁蔡镇钰张锦秋卢济威何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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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课堂教学的重视及特色　　罗小未1948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建筑系，3年后成为圣约翰大学的一名
助教，开始了西方建筑史的教学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后，作为同济建筑系建筑历史与理论教研室的创始人和核心人物，她继续着这门课程
的教学，并与同事一起孜孜不倦地展开了长期的教学建设。
　　罗小未最为注重课堂教学，她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也积累了丰富经验。
她～贯重视备课工作，不断思考学生要了解什么，如何了解，因此她认为课堂教学要关注师生交流，
而教学的反馈一定会融入她对下一版讲义的修订中。
罗小未强调建筑作为视觉艺术其图像在历史教学中极为重要，早在刚刚完成院系调整的1952-1953年，
她就将活页图片加入初始的教材。
她还是国内相关院校最早用135毫米幻灯片教学的老师，几十年里积累了丰富的幻灯资料。
当她在20世纪80年代有机会出国考察时，一次就制作了1000多张幻灯片，都是为了增强课堂教学的活
力和效果。
，这些图片也使她后来在国内众多院校和职业人的巡回讲学时魅力大增，深受欢迎、在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与西方的建筑文化交流被隔绝的30多年里，这些精心积累的图片资料对学生们理解建筑非常重要
；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学人也没有机会实地考察西方建筑，罗小未实地拍摄的图片、尤其是现
场的建筑体验和精辟的讲解，又让多少学人终生难以忘怀。
建筑史观和教学思想的形成　　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一定会有自己的史观，罗小未也不例外。
她曾自觉学习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黑格尔和普列汉诺夫的哲学。
罗小未受黑格尔的影响较大，逐渐形成了历史是变迁的、任何事情都要放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去
看的基本史观。
在历史教学和研究中，她很早就提出：建筑史是什么？
如何教？
她说自己心里总是坚持这样一个认识：建筑史既与时代的各种条件相关，但又有本身的特征，建筑其
实是一种文化现象，建筑史应该是一部人类的建筑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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