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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北窗杂记二集》，和先头那本比较：有两点不同。
第一是，早先的那本有不少篇幅鼓吹创新精神，反对各种因循保守的“理论”。
就建筑设计来说，我支持我的老师周卜颐先生的那句话：“标一点儿新罢，立一点儿异罢。
”在这第二本里，这方面的文字少了一点，我要申明，这决不是我的主张有什么变化，我依旧鼓吹创
新，决没有减弱的意思。
近年少说了几句，是因为建筑界的大形势有了不小的进步，“创新性思维”比十几二十年前活跃得多
了，成绩已然不少。
那些“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夺回故都风貌”，“新的要跟老的找统一”等等主张，已经不
大有人记得了，既然如此，这些年我也就不必再为克服它们而多费笔墨。
不过，事情倒是有了另一方面的遗憾，那就是：在标新立异的时候，有时候不顾大局，不顾城市整体
，不顾建筑本身的规律性而矫揉造作，或者甚至和某些力量、某些关系、某些利益挂上钩，搞些有损
于社会和谐、有损于城乡合理发展的事。
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理论深度，却不便于公开多说，所以，我虽然说过几句，篇幅毕竟少得多了
。
　　第二点是：这几年，我们仍然坚持着“非赢利性”的纯学术的乡土建筑研究，年年都有些成果，
但是，出版这些成果却越来越难，因为出版社很重视他们的赢利，有些书稿被积压，有些得以出版的
也发行量很少。
我们做乡土建筑研究，决不希望“垄断”一个领域，而是乐于看到有不少人逐渐认识到中国乡土建筑
的丰富多彩和极高的历史价值，认识到研究它们对完善中国建筑史、中国文化史乃至中国通史的重大
意义，对世界文化也会有重要的贡献，从而参加到研究乡土建筑这项工作中来。
因此，为了引起更多的人对这项工作的兴趣，我从我的乡土建筑研究著作中切下了一些章、节、段落
，收在这本书里，作为引玉之砖。
而且，曾不揣冒昧，给几位朋友写的关于乡土建筑的著作诌了“序”，立意也在于鼓吹，便收了一部
分在这里。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窗杂记二集>>

作者简介

　　陈志华，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现已退休）。
1929年生于浙江，1952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留校任教，曾经讲授“外国古代建筑史”、“文物建
筑保护”等课程。
主要著作有《外国建筑史》《外国造园艺术》《外国古建筑二十讲》《意大利古建筑散记》等，译著
有《走向新建筑》《风格与时代》等。
近二十年来，他率领清华大学建筑系乡土建筑组，从事乡土建筑遗产保护工作，出版了许多专著，如
《文物建筑保护文集》《乡土建筑遗产保护》《楠溪江中上游乡土建筑》《碛口》《诸葛村乡土建筑
》《新叶村乡土建筑》《关麓村乡土建筑》《张壁村》《福宝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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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甲：忆师友　　爱美？
审美？
创造美——纪念林徽因老师诞生一百周年　　人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准备为林徽因先生的百年冥寿办
一些纪念活动，我这才恍然憬悟，原来林先生去世的时候，不过五十岁刚刚出头。
望着北窗外沉沉的夜空，我不禁怅惘起来，如果老天有眼，林先生再健康地生活儿十年，这世界会增
添多少美好的东西！
林先生是为美化这世界而生的，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匆匆的十来年，林先生成就了一位建筑学家
、一位装饰艺术家、一位诗人、一位教育家。
再无情的岁月，也不能把林先生的名字从中国建筑史和中国文学史抹掉了。
　　三年前，到八宝山悼念莫宗江先生的时候，特地去瞻仰了林先生的坟墓。
在那个黑暗的时期里，坟墓曾经被“革命者”破坏，后来，那块浮雕着花环的石碑重新竖立起来了，
但先生被凿掉的名字还是没有重刻。
朋友们纷纷议论，希望把坟墓再修整一下，恢复梁思成先生当初设计的样子。
我心里很觉得凄凉，却默默地想，没有名字也不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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