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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楼庆西编著的《楼庆西文集》，是“中国建筑名家文库”系列丛书之
一。
本书是“中国建筑名家文库”系列丛书之一，汇集了作者关于西方现代建筑研究、近代中国建筑的转
型与跨越、当代城市风貌的变化：历史性的扬弃过程、问题探索四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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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楼庆西教授，1930 年3 月出生于浙江杭州市，1953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 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楼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近20年重点研究乡土建筑与古建筑装饰，并致力于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与普及。
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建筑二十讲》（获第二届全国优秀艺术图书奖，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中国小品建筑十讲》、《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国古建筑砖石艺术》、《屋顶艺术》、《中国
建筑的门文化》；乡土瑰宝系列：《千门万户》《户牖之美》、《雕梁画栋》、《雕塑之艺》、《乡
土建筑装饰艺术》；乡土建筑系列：《南社村》《郭洞村》、《西文兴村》以及《建筑摄影》（高等
学校教材）、《凝视—楼庆西建筑摄影集》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楼庆西文集>>

书籍目录

编者序言
作者自序
第一篇良师
1.梁思成
2.严谨学风精品意识
3.重读梁思成的文物建筑保护思想
4.建筑师林徽因
5.关于发表《敦煌边饰初步研究稿》的附文
6.喜读真实的林徽因
7.我们的莫公
第二篇装饰
1.中国古代建筑装饰
2.门文化——地域·特征·符号
3.论宫殿与坛庙建筑中的象征手法
4.紫禁城建筑的色彩学
5.读紫禁城宫殿建筑装饰《内檐装修图典》
6.户牖之美
7.屋顶艺术概说
8.乡土建筑装饰创作思想与方法
第三篇乡土
1.乡土建筑的价值与保护
2.关于乡土建筑年代鉴定的思考
3.乡土建筑与风水
4.开平石碉楼建筑的风格特征
5.救救古村
6.古镇周庄存？
亡？
调查记
第四篇古建筑及其他
1.中国建筑的木结构
2.中国古代的城墙城楼和钟鼓楼
3.皇家气魄园林意境
4.中国牌楼
5.清芬挺秀九十年
6.我对建筑摄影的认识
7.学习建筑史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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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护城河加以疏浚可以调剂城市气候，城楼可以改为文化馆、展览厅供群众活动，城墙上加以绿化
布置可以成为群众休息娱乐的大环城公园，梁思成还为此专门画了设想图。
这些建议当时都没有被采纳，北京的城墙、城楼被拆毁，城内的牌楼被拆除，梁思成为此痛心疾首，
四处奔走呼号。
有一次遇到拆除北海团城的争议，梁思成在会上详细地陈述了团城是国内仅有的几座古代高台建筑之
一，它不仅在建筑史上有重要价值而且也是北海整体景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对方坚持说因妨碍交
通而必须拆除，梁思成生气地说：&ldquo;照这样说，干脆推倒团城填平三海，修一条笔直的马路通过
去。
&rdquo;他心急如焚，特地去找到周总理，总理亲自到现场勘察，最后采纳了现行的改建方案，既畅通
了交通又保住了团城。
　　1952年梁思成担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副主任和建筑设计组组长，当他在病中得知设计
组向领导送交了一种设计方案时，他在病房中上书给彭真市长，详细陈述了这个方案的不可行而提出
了自己的纪念碑方案，后经修改完善，这就是现在的纪念碑形式，雕刻家刘开渠负责纪念碑的雕刻设
计，林徽因也设计了纪念碑上的部分装饰花纹图案。
　　50年代初，政府各部门都想在北京长安街新建办公大楼，梁思成为了保证这条市中心主要干道的
质量，保护北京城的民族传统风格，特写信给周总理，要求这条干道的建设必须在北京都市计划委员
会的集中领导下进行；要求各部大楼设计应具有民族形式，注意相互协调，而且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
有权修改这些设计。
中南海要兴建楼房，梁思成设计出方案，特别采用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比例和门窗形式，以取得新建
筑与周围古建筑的和谐，探索民族形式新建筑的创作道路。
他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尤其是其中关于新中国文化的论述，受到很大的教益。
他认为新中国建筑也和新中国的文化一样，应该是&ldquo;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rdquo;，他欣喜
地感到自己几十年来对中国新建筑创作道路的探索，现在找到了答案。
他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创造民族形式的新建筑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他写文章，作报告，连
续发表了《中国建筑的特征》《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建筑与中国建筑师》诸文，热情地
介绍中国建筑，论述建筑创作的主张，他的目的是想推动新中国建筑创作的发展。
但是由于过分地强调了中国古建筑形式在今天的应用，又由于梁思成在建筑界的影响使得在当时兴建
的一些建筑中过多地采用了古老的形式，大台阶、大屋顶、过分的装饰，脱离了当时国家的经济条件
，而且这种倾向在全国各地有蔓延之势。
在这种形势下，于1955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批判在建筑设计中&ldquo;复古主义思
想&rdquo;的运动，批判的目标自然集中在梁思成身上，中共北京市委为此专门成立了小组负责研究梁
思成的建筑思想和组织专人撰写和处理各地投来的批判文童。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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