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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秋之际，孙一民同志将《华南建筑80年：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科大事记(1932—2012)》，以及林克明
、陈伯齐、夏昌世、龙庆忠等四位先生的传记的初稿一并带来我家求序。
    创办于1932年的勷勤大学建筑系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教育之发端，其后历经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
华南工学院建筑系，直到今天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薪火相传80年，培养了近万名建筑学子，形
成了极富特色的岭南学派。
    这四位先生我都曾见过，并有过一定的接触和交往。
除前辈人物林克明先生外，陈伯齐、夏昌世、龙庆忠先生抗战时期都曾执教于重庆大学，我奉之为师
辈。
    林克明先生主持参与了很多重大的工程。
如：他担任吕彦直的助手，为中山纪念堂的建造做了很多工作，华南工学院的很多建筑也是他的作品
。
林先生来清华拜访梁思成先生时，我们就见过面；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对广州市的规划建设有较
多接触，因此与林老交往甚多；在他去世前的几年，我也曾专程前往探望。
    陈伯齐先生一直担任系主任，主持教学管理工作。
1954年，教育部委托清华大学主持召开全国建筑学教学会议，陈先生代表华南工学院参加。
1959年，建工部和中国建筑学会在上海联合召开了“住宅建筑标准及建筑艺术问题座谈会”，陈先生
做了精彩的发言，讨论建筑艺术问题，我印象很深。
在当时全国提倡学苏的背景下，陈先生曾专门著文，明确提出因为气候等条件的不同，在华南地区不
能照搬，而应取最为群众欢迎的建筑造型：秀薄而伸展开放，轻快疏朗，各异其趣。
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夏昌世先生对岭南建筑风格的形成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发明的“夏氏遮阳”，通过窗口和屋顶遮阳
，既满足通风、采光，又实现防晒、防热。
夏先生还有许多优秀的建筑作品，如：鼎湖山庆云寺东侧教工休养所，依山就势，与寺院平台之结合
，无愧为“岭南建筑的先驱”，惜今已拆除。
此外，他对中国园林亦有专门著述。
    龙庆忠先生早年留学日本，他回国后曾研究中国传统建筑历史，最早的文章是写于1933年的《开封
之铁塔》和1934年的《穴居杂考》，均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龙先生长期在华南任教，辛勤耕耘；改革开放后较早被选为博士生导师，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与城市，
培养了多名优秀的博士生。
    四位老一辈的建筑师不仅仅教书育人、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推动了华南工学院的成长；同时，
不能忽略的是他们对岭南建筑风格的形成与创造作出的巨大贡献。
因而，现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将四位先生的传记整理出来，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这不仅有益于我国的建筑教育事业，而且对于发扬地域文化、活跃建筑理论、推进岭南风格，也有着
积极的意义。
    借为本文作序之机，我还附带说明一件值得一提的事。
1993年，在我提出“人居环境科学”后，得到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襄助，在重庆、昆明、广州举行学术
讨论会(当时称为“华夏人类聚居学术讨论会”)，得到“老八校”的积极支持，在广州一站，即在华
南理工大学举行，由何镜堂先生主持。
现在，建筑学、城市规划、风景园林均已上升为一级学科，在此新的形势下，更宜共同对人居环境科
学加以推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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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南建筑80年：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科大事记（1932-2012）》创办于1932年的勃勤大学建筑系
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教育之发端，其后历经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华南工学院建筑系，直到今天的华
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薪火相传80年，培养了近万名建筑学子，形成了极富特色的岭南学派。

　　林克明先生主持参与了很多重大的工程。
如：他担任吕彦直的助手，为中山纪念堂的建造做了很多工作，华南工学院的很多建筑也是他的作品
。
林先生来清华拜访梁思成先生时，我们就见过面；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对广州市的规划建设有较
多接触，因此与林老交往甚多；在他去世前的几年，我也曾专程前往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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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择善固执的“叛逆者”    “阿爸，明天你要回香港啊？
”    “是啊！
你跟不跟我去香港玩啊？
”    “好啊！
”    这是广东东莞石龙镇一对林姓父子在1908年某一天的对话。
父亲叫林杰臣，男孩叫林家珍(林克明的本名，“克明”是他去法国留学前改的名字，为方便行文，本
书传主一律以“林克明”来表述)。
    林克明是东莞石龙人，出生在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鼠年)农历七月十一日(1900h三8月5日)。
    1900年，中国历史上一个无比动荡的年份：    1月5日，清廷批准法国租借广州湾并订立条约。
    8月4日，八国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犯。
15日，北京沦陷，慈禧太后偕光绪帝等离京西逃。
16目，八国联军在北京公然抢劫三日。
19日，俄军抢先占领颐和园，将珍宝窃掳殆尽⋯⋯    出生在动荡的世纪之交，林克明的命里似乎隐含
着无限的沧桑——或颠踬、或辉煌，堪称悲喜交集。
    在襁褓中的林克明，并不清楚自己以后的人生是如何走向的，他只如一株初生的东莞荔枝树，迎着
世纪的风雨，在酝酿未来蜜样的人生⋯⋯    那次与父亲对话后不久的一天，8岁的林克明跟着父亲来到
了香港。
    站在香港德辅道西378号前，林克明抬头望着檐下“孟兴昌藤铺”那几个字，眼里充满了好奇。
    林克明祖籍广东增城，但祖辈们早就已经移居东莞了。
他的祖父林玉生在香港做开藤工，由于林玉生为人诚实，手艺又好，被一个日本侨商看好，打本给他
开了这问“孟兴昌藤铺”⋯⋯    林家从东莞石龙到香港开铺的这段发家史，林克明不知听母亲说过多
少次了。
他非常佩服自己的祖父：要不是祖父走出石龙到香港创业，自己还没机会来这里玩呢！
    20世纪初的香港殖民地色彩十分浓厚，当时，一批英国建筑师在香港建造了众多气宇轩昂的大楼。
那些洋建筑的比例虽然略显矮扁，但看上去非常扎实，与他在石龙见到的简陋唐楼大异其趣。
    林克明喜欢到街上逛，用观赏变戏法时才有的惊愕眼光，看着洋楼外观悬臂式的露台、熟铁造的围
栏、顶天立地的石柱和拥有阻隔日晒及通风功能的走廊⋯⋯    香港的洋楼真新奇啊！
天真未凿的林克明对建筑有一份天生的亲近感，整天围着那些洋楼转。
    一天，父亲将林克明叫到跟前，脸带严肃地说：“别顾着到处玩了！
找天我带你去跟袁厚常先生读书。
”    林克明支吾了一下，然后“哦”了一声。
    袁厚常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是出生在东莞温塘村的一个秀才，说到他的祖上，可是大名鼎鼎的
明末抗清民族英雄袁崇焕；他的儿子袁振英①，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
人之一；而他本人也不弱，是东莞石龙镇一个非常有名的私塾老师。
    石龙是一个具有近千年历史的文明古镇，有“广东四大名镇之一”的称号。
作为驰名省港的商贸古镇，这里有通衢、良港，商贾船运如织。
沿水而居的石龙人安逸而风雅，曾富甲岭南。
    石龙人虽然富裕，但不少有钱人家都明白古训“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的道理，尚学
的风气甚浓。
据《石龙志》记载：清朝乾隆四年(1739年)，石龙就开始办起了一问颇有规模的“龙溪书院”，在清
末民初，还有几间较著名的书院：荥阳书院、江夏书院、天禄书院、九牧书院等。
    让袁厚常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度，他教学生“学而优则仕”的塾师
梦再也做不下去了。
后来，袁厚常移居香港，闲来无事，便重操旧业，又当起了塾师，教一些寓居香港的东莞人家子弟读
“四书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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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克明的堂兄林直勉①也曾经跟袁厚常学习。
袁先生的许多得意弟子，如李文甫、莫纪彭、黄侠毅等东莞籍学长，林克明都认识。
    袁厚常对古文很有研究，可在林克明眼中，对这些故纸堆里的学问，他一点也提不起兴趣。
不久，林克明向父亲提出要回石龙读小学。
    废八股取消科举制度后，一批新式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在石龙兴起。
林克明在石龙读了一段时间的小学，也觉得没学到什么东西，他又转回香港继续读私塾，不过，这回
原先的塾师袁厚常不知去了哪里，换了一位叫岑清瑜的老先生来教他。
    整天摇头晃脑读那些“诗日”、“子云”，林克明一点也不喜欢，可在袁厚常和岑清瑜两位老先生
的点拨下，他还是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基础。
    稍后，林克明进入圣士提反英文书院学习。
这问创立于1903年的学校使用英文作为主要教学语言，有助他学好英文。
    转眼，林克明14岁了，一天，他对父亲说：“我想去广州投考中学。
”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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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华南理工大学校园生活工作了20年，我和建筑学院绝大多数老师一样，觉得“华工”就是我们的名
字，直到有一天发现，“华工”被业界更多的人认为是武汉的“华中工”。
此刻，我心中不禁泛起一阵迷思，我们在哪里呢？
    华南建筑学科群体的过往消失于学界很久了⋯⋯我常常会清晰地记起，当朋友听我说华南理工的建
筑学科有近80年历史时，脸上那种疑惑的表情：“一些大学、许多学院，都把沾边不沾边的历史片段
移植过来，装扮久远。
难道你们也要拼凑历史来增加厚度吗？
”    是啊，华南对大多数人而言，是远在天涯的，只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进入大家视野。
说到华南建筑，“不就是白天鹅吗”？
几年前，某次研究生培养国际研讨会议的主题报告中，“华南理工与清华大学、东南大学是国内第一
批的3个建筑学科博士点”这样的史实居然被无心地忽略。
细想也不难理解，谁会想到华南理工居然在1981年就有博士点？
点点滴滴，如鲠在喉。
最近几年，每每增加一些对华南建筑学科历史的了解，知道更多一点这80年密实、厚重而富有启发的
历史，我都利用各种场合说与同行学界，以至于哈工大的校友都笑对我说：你真成华南人了。
    韩伟社长任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的时间不长，就嘱赖编辑联系我见面。
想着多半是谈建筑书籍的出版，落座交谈才发现远不只是拉几本书那么简单。
关于建筑图书的出版思路和愿景，我们一拍即合，整个下午的话，你争我赶的就说完了。
茶喝了不少，两个人共同的想法也像那一汪茶梗，层层叠叠，枝枝蔓蔓，意味无穷！
韩社长一句“文化传承”，就成了我新一年需要努力完成的厚重任务！
    广州冬天的冷，不在温度，在那隐隐沁骨的寒意，缩手缩脚地与肖毅强老师通电话，约彭长歆老师
，约庄少庞老师，急匆匆的午餐，快快地聊，细细地谈，一本学科大事记和四位先师的四本传记的出
版想法就这样确定了。
2012龙年来得很快，除夕前日，与韩社长在机场巧遇，节目的祝愿已经变成节后开工的欢欣了。
后面的工作在赖编辑的细致组织下稳步运转。
2012年4月18日下午，编写出版工作启动会议在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举行。
几日后，这条新闻静静地出现在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网页。
    值得一提的是，数次讨论中，我们确定了以下几点原则：首先，籍本次出版之机，提出“华南建筑
”的称谓，既符合国内建筑界的习惯，也避免与“岭南建筑”等称谓产生歧义。
其次，编撰和出版定位为学科“大事记”，待日后条件成熟、内容完善、评价明确时再行“修史”。
第三，鉴于四位先生留存资料详尽不一，特别确定为文学传记体，聘请专人书写。
第四，为争取时间，避免争拗，容留修改，以个人策划形式，请彭长歆、庄少庞编撰，不具署建筑学
院。
第五，为四位先生铸立铜像。
    本次出版五本书的想法很快得到院系领导班子的认同，老师们特别是退休老师也极其支持，而兄弟
院校对此项工作非常赞赏，许多朋友则翘首等待，这对我们是极其重要的鼓励。
何镜堂院士在百忙中抽空审阅了部分书稿，并提出许多有益的修改意见，这对我们是极大的支持。
吴硕贤院士对本书的编撰和出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提供许多资料，令我们十分感动。
    我们深深知道，优秀的建筑遗存凝聚了国家、民族的精髓，而一个遗产丰厚的学科是不会苍老的。
华南建筑80年，迎来的将是学科发展的勃勃生机。
    2012年9月8日午后的阳光下，我怀抱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样书走在清华园内，拜请吴良镛先生作序题
名。
那一刻，我的脑海中不断地涌现出为华南建筑学科孺子牛般默默奉献的前辈和同事们，历史将会记住
他们的努力！
    孙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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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为“华南建筑”的创建人，中国建筑界的知识先行者，在长达七十多年的建筑生涯中，他从没有停
止过对建筑艺术的探索，“实践、探索、再实践，不断创新，是建筑创作的必由之路。
”这掷地有声的华语，彰显了他的人生准财和职业操守，他以令人敬仰的学术勇气和深入的科学探索
，为推动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力量。
    胡荣锦所著的《建筑家林克明》是《岭南建筑名家系列》之一，介绍林克明先生的生平和对岭南建
筑设计、教育的卓越贡献，梳理林先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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