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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辑录了近20年来写的一些评论和序言，共43篇，大部分都在不同场合发表过，主要内容涉及城市
和建筑有关的人、事件、作品或著作，也还有一些非专业性的文字，因都是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工作之余所为，故以设计院所在的南礼士路为名，称为《礼士路札记》。

对于有人邀我写评论或作序的事，一般我都尽力而为(当然也有少数爽约，多因身分或内容不合而婉
拒)。
因为这是对对方的尊重，是别人看得起你，是给你“面子”，你不能“不识抬举”，这是我应承下来
的想法之一。

另外我更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因为别人结集出版的各类作品都是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思考耕耘多年的成果，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理念、
方法、观察和思考，反映了自己还不很熟悉的领域的研究和创作成果，对自己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再学
习和充电。

当然也还有一个个人的想法就是在一些文字当中，也可利用机会发表—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在当下急功近利和浮躁的社会风气中，许多状况已为人们所诟病，自己或有同感，或有另外的意见，
正好利用遇到的机会发表—下。
当然这种意见不是专文论述，只是片语只字，借机表达—下而已，如留心可以找出一些。

这类文字写多了，也很容易变得公式化、套路化，我虽然想极力避免，但自己浏览一下都发现了不少
。
但终究是在特定时间、条件下所完成的，因此在出版时并未做删节，也望读者见谅。
为增加阅读的兴趣，也适当补充了一些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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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国馨，1942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1959-1965年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
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至今。
现任总建筑师。
1991年获清华大学工学博士学位，1994年被建设部授予勘察设计大师称号，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
　　长期以来从事建筑规划设计工作及建筑理论和历史的研究。
主要负责和参与的设计作品有毛主席纪念堂（1976）、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1990）、首都国际机
场新航站楼（1999）、北京宛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碑和雕塑园（2000）等。
专著有《丹下健三》（1989）、《日本建筑论稿》（1999）、《体育建筑论稿—从亚运到奥运》
（2006）、《建筑求索论稿》（2009）等，另著有《学步存稿》（2008）、《寻写真趣》（2009）、《
学步续稿》（2010）、《寻写真趣2》（2011）、《清华学人剪影》（2011）。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礼士路札记>>

书籍目录

巧借他山攻玉石——《世界新建筑》评介
《中国当代青年建筑师作品选》序言
《邢同和建筑艺术摄影作品集》序
无法而法求自在
请向兴亡事里寻——《中国现代建筑史》读后
《现代建筑摄影》序
《建筑与设计图书馆》中译本序
建筑摄影审美再探
《2002WA中国建筑奖》序
《环筑》序
五秩精粹一函收
建筑摄影的绝唱——以纽约世贸中心为例
《大且绿——走向21世纪的可持续建筑》中译本序
古建筑测绘与文物保护漫谈
朴实无华见联想
江山代有才人出
知行博涉历苦甘
建筑艺术创造力的培养——评“全国高等美术院校建筑与环境
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丛书”
《中华百年建筑经典》第三册序
特色取胜创新途
预言未来的光芒
殊途同归溯本元
天工人巧日争新
表里山河绘新图
《画为心声》序
激情兰调忆城南
创意之中寻创意
更待大匠再辉煌
年报点检话得失
百年经营话传播
《北京新建筑指南》序
文化寻根原住民
美院新馆述与思
建筑设计历甲子
情寄晶瓶阅大千
作品解析话东瀛
盛世巧思伴天工
《陆分之壹的实践》序
老干新枝一树梅
传统营造象大壮
宽沟廿年巧运筹
一代大师杨宽麟
从《城与园》到《城与年》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礼士路札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礼士路札记>>

章节摘录

　　当前，我国明确提出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战略。
这对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有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大且绿——走向21世纪的可持续建筑》-书通过国外建筑师的作品，展示了他们对于可持续发展的理
解，我认为应从两个方面来看待本书的出版。
　　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个关键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人和自然的关系一直反映着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开发自然、改造自
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也不断发展，并呈现日益密切之势，因此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比
以前任何时期都要严峻，矛盾比此前任何时期都要尖锐。
但人们又不能停止其发展的步伐，因此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探索其规律，改变原有不合理的模
式，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
建筑业是消耗资源和能源的主要行业，如何借鉴国外已有的经验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我国的战略性问
题，从而做到建设资源节约型的生态保护型社会，使“资源消耗减量化，污染排放量最小化，废物再
生资源化和无害化”。
　　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关键是必须符合中国国情。
与本书所反映的欧美各国的实践相比，中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包括：我国人口三大高峰的压力，能
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开发，生态环境的整体恶化，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实施城市化战略的困扰等
。
因此了解国外的理论和实践时，不能机械地照搬。
如何引进消化，并使之适应本土的具体情况，走我们自己的路，也是面临的另一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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