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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006年夏秋之交，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创作》杂志社与中国文物研究所文物保护传统技术
与工艺工作室联合组成了旨在保护、研究建筑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非官方学术组织，名叫“建筑文化
考察组”。
这个考察组组成至今不过8个月，却已经踏访了8省40个县市约250处古建筑遗构、遗址，在《建筑创作
》杂志上开辟“田野新考察报告”专栏，陆续发表考察报告8篇，约15万言、数百张新旧照片资料和实
测图，这些连接传统与现代建筑的文献的发表，对业内可谓成绩斐然。
现该考察组拟将其撰写的考察报告陆续结集出版，总名为“田野新考察报告系列丛书”，并已编辑完
成了这个丛书的第一、二卷。
出版在即，嘱我作序。
我忙于公务，本无更多的闲暇，但这些报告我是每篇都读过的，因此愿以我的读后感言代序。
记得前人说过：“史学即史料之学。
”所谓史料，在现代史学界远不止是正史记载和档案记录，更有价值的往往是那些须通过田野考察才
能得到的实证资料。
这个具有现代科学理念的“田野考古方法”是西方现代史学的基础，于20世纪初被傅斯年、李济、董
作宾等前辈引进到我国，立即引发了我国历史学领域波及思想界的一次飞跃：因为有了甲骨文的破译
和其他各类出土文物的佐证，我们恍然发现现代人掌握的上古三代的可靠史料比孔夫子时代更为丰富
、可靠。
对于建筑历史学科和文物保护事业而言，20世纪30～4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
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等先贤也正是在这个社会氛围中，开启了一条以田野考察方法结合文献考证
、建筑学本体理论，重新发见古代中国建筑体系的道路。
他们是我国建筑历史学科的奠基人，亦是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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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精选了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创作》杂志社与中国文物研究所文物保护传统技术与工艺工
作室联合组成的旨在保护、研究建筑历史文化遗产一个非官方学术组织——“建筑文化考察组”将其
跳访的8省40个县市约250处古建筑遗构、遗址后所发表过的精彩考察纪略，如“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
——四川行”、“建筑界、文物界一次务实的‘朝圣之旅’”、“保定地区古建筑漫记”等，十多万
字及数百张新旧照片资料和实测图，连接了传统与现代建筑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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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　引子　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在考察途中的座谈纪要建筑界、文
物界一次务实的“朝圣之旅”　引子　附录：“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动沿途重要建筑
遗构简介京张铁路历史建筑调查纪略　引子　9月28日，上午7时 京张铁路沿线　9月28日，下午1时踏
访榆林堡——“榆林青茫茫，塞烟三十里”　9月28日，下午3时 踏访鸡鸣驿——最大的驿站、最小的
城　9月28日，下午4时 下花园石窟——夹在两条铁路线之问的北魏石窟造像　9月29日，上午8时 踏访
大境门、关帝庙等——发展的希望在于保护　9月29日，中午12时30分 踏访宣化清远楼等——建筑等
级让位于建筑艺术　结语河北“平汉铁路”沿线古建筑考察纪略——写在刘敦桢先生110周年华诞之际
　引子　11月1日，上午赵县：安济桥——永通桥——陀罗尼经幢——柏林寺　11月1日，下午正定：
隆兴寺一一天宁寺塔——文庙大成殿——临济寺青塔——广惠寺华塔——开元寺　11月2日，上午定州
：料敌塔——考棚——大道观　11月2日，下午 曲阳：北岳庙——顺平县腰山镇王氏庄园　11月3日，
上午保定旧城　11月3日，下午定兴：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慈云阁　补遗　结语——几点建
议保定地区古建筑漫记　引子　2005年10月1日：与保定老人谈保定建筑文化遗存　2005年10月2日：
保定：直隶总督署——天主教堂　2005年10月3日：满城汉墓　2005年10月4日：贤良祠、杨公祠——
忠烈祠　2005年10月6日：保定文物市场　2005年10月8日：民谣一则　附录：保定市辖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一览表（1～5批）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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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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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秋去春来，光阴荏苒，始于2006年9月末的“田野新考察”迄今已经八个月了，建筑文化考察组的步履
已踏过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陕西诸省。
谈及体会确有且行且吟田野问之感；谈及成果尤觉2006年11期《建筑创作》杂志开篇“京张铁路历史
建筑纪略”之分量；谈及意义和价值，沐浴着一路风尘，我们通过追随营造学社先贤的足迹，仿佛看
见了四川李庄陋室中菜油灯下《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编撰身影，咀嚼到建筑田野考察的艰辛和愉悦
，由衷地怀恋起建筑学人那文化风度，更梳理起诸多已经尘封的建筑记忆。
确定建筑行走的“田野新考察”并组建“建筑文化考察组”源于2006年3月28日～4月1日在国家文物局
、四川省人民政府支持下的“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一四川行”活动。
那是一个油菜花盛开的时节，数十位建筑专家、文物专家及国家文物主管领导做了一次建筑文化遗产
的传承者。
回想“四川行”活动，不仅感到它是一个建筑界、文物界“大联合”的“文化遗产”保护之旅，更成
为一次科学理念指导下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它唤起的不仅是中国营造学社李庄历程的记忆，
更多的应是一种文化认同，是对当代中国建筑师有益的深度文化熏陶。
《建筑创作》杂志2006年6期曾发表署名文章“梁思成建筑精神及其现代启示”，我们曾建议要在总结
“四川行”活动成果的基础上，适时地举行“京津冀行”、“山西行”、“河南行”等活动，从而完
成新意义下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考察及出版系列。
《建筑创作》杂志自2006年11期迄今连续推出的“田野新考察报告”系列及呈现给读者的系列图书《
田野新考察报告》，正是当时策划的成果之一。
作为每一位全身心叩谒建筑先辈的建筑文化考察组成员，都为今日的成果而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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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田野新考察报告(第2卷)》记述建筑学人田野考察历程、展现营造与创作的精神侧影，寻找中国建筑
文化当代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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