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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艺术之根    陈伯齐（1903—1973），广东台山人，著名建筑设计师、建筑教育家。
    陈伯齐于1930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工业大学建筑专业学习。
1934年至1939年求学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建筑系，回国后创办重庆大学建筑系并任系主任。
后历任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系主任。
任教期间，曾数次作为中国建筑师代表团成员，到罗马尼亚、苏联及古巴等国考察。
1958—1959年，作为广东建筑学会代表之一，他两次参加北京十大建筑设计组工作。
由他参与或主持设计的主要作品还有：重庆浮图关体育场，广州文化公园总体规划及展览馆设计，广
州女子师范学校规划及设计，广州园林一条街实验性住宅，武汉华中理工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和
武汉测绘学校的校园总体规划，中山医科大学校区总体规划，华南工学院总体规划及l号楼教学楼、化
工楼等设计。
他一生主持、参加和指导设计的工程达100余项。
    建筑设计出身的陈伯齐，重视建筑功能与技术上的合理性，强调建筑物首先要保证“适用”功能的
圆满解决。
他是我国在建筑教育上最早提倡地方特色的先驱者。
在建国初期他就深感我国幅员广阔，各地建筑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明确提出华工的建筑教育要以亚热
带地区的建筑理论和建筑设计为中心的办学宗旨。
    陈伯齐教授虽然曾在现代主义建筑的诞生地德国以及深受德国建筑教育影响的日本留学，但是他并
没有将德国现代建筑的形式简单照搬到岭南。
他结合广东地区的气候特点，提出了明确的具有原创性的地区建筑学理论，在1958年创建了亚热带建
筑研究所，重点研究南方地区住宅建筑的隔热通风等问题。
在他的主持和倡导下，华南工学院的建筑热工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1978年曾获中国科学大会奖
。
    陈伯齐先生的一生成就卓越。
但我在最初接触到他的资料时，却冒出了另一个想法。
这与我采访过不少作家，经常会听到作家们对自己出生之地都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眷恋情怀有关。
故乡，是作家们文学创作的艺术之根。
那么，建筑家们的艺术创作，是否也会缘于这样的故乡艺术之根呢？
这便是我一开始写《建筑家陈伯齐》这本书时，自然而然冒出的想法与思路。
    陈伯齐先生1973年就去世了，有关他的资料极其有限。
当初，我刚接触到陈伯齐的一些简单资料时，也几乎没找着故乡汶村对他的建筑人生产生影响的痕迹
。
及至后来，我亲自来到了陈伯齐的故乡台山汶村采访，这才真正了解和梳理出了陈伯齐的建筑艺术人
生与故土的深厚情结。
    台山汶村是广东著名的华侨之乡，陈伯齐虽然出生于一个归国侨工家庭，但他的父母生活得并不阔
绰，相反，时常还捉襟见肘。
但勤奋好学、年年考第一名的陈伯齐，却得到了“举全村之力”筹集到的“两大箩筐银元”的鼎力相
助，得以跃出当时还较为偏僻的汶村，走到省城广州，甚至远赴日本、德国求学，为日后开拓自己的
建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艺术基础。
    陈伯齐另一个坚实的艺术基础，则来源于汶村的无声老师——祠堂。
中国古老村落里的祠堂，历来就是绘画艺术与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
童年时期，陈伯齐便经常到村里的陈氏祖祠和引宗陈公祠，欣赏与临摹墙壁上的绘画。
而也正因为经常出没在祠堂里，陈伯齐对祠堂的建筑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继而又潜移默化地影响
到他日后对南方住宅建筑的一些看法。
比如说，天井。
汶村的陈氏祖祠和引宗陈公祠前后都共有三进，每一进里面都有天井，既有利于雨天收集和排泄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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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利于晴天尽可能多地采集光照，这是南方古典民居最典型的特征之一。
陈伯齐自少小到青年时期都生活在汶村，长期亲密接触到祠堂的天井，他对天井自然有了一种很深的
感觉与认知，引发了成年后他对天井与南方城市住宅建筑的思考和研究，并提出了采用和发挥对外封
闭的天井式住宅建筑优越性的建议。
    从汶村的祠堂出发，到密切关注建筑的地域性特色，就成为陈伯齐一生的建筑设计实践和建筑研究
的方向。
1945年之后，陈伯齐从重庆回到了广州的中山大学和华南工学院建筑系工作。
广州与他的故乡汶村都同处于亚热带地区，具有太阳辐射强度大、温度高、炎热时间长、雨量较多、
湿度大等典型的亚热带湿热气候特征，他觉得在个体建筑中应根据岭南地区的通风、采光、防热和防
潮等各个因素进行设计，以改善岭南地区湿热地带的居住条件。
之后，陈伯齐在全国率先提出了明确的具有原创性的地域建筑学理论，并由此形成了华南工学院的独
特的地域建筑教育特色。
这在当时的中国建筑界，非常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为了进一步对岭南建筑进行研究，20世纪50年代开始，陈伯齐还率先在华南工学院主持开展亚热带
建筑研究工作。
1958年，在陈伯齐的倡议下，华南工学院正式成立了亚热带建筑研究所，重点研究南方地区住宅建筑
的隔热、通风、遮阳等问题。
陈伯齐亲自担任亚热带建筑研究所所长，成为中国第一代进行亚热带建筑理论研究的学者。
    陈伯齐立足岭南，开创了亚热带建筑研究工作的历史，并将建筑艺术造型、地方历史文化、地域气
候等因素紧密结合，参与创作了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建筑群、华侨新村等一大批具有独特岭南艺
术风格的经典建筑，孕育了后来的岭南建筑创作风格。
同时，他还开辟了一片具有广州浓郁地域特色和明快格调的教育园地，奠定了岭南建筑教育风格的理
念。
    在这里，我觉得还非常有必要提一下陈伯齐对骑楼的颇有见地的先锋保护意识。
    骑楼是广州乃至珠江三角洲近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伯齐自小生活在台山，而后又在广州读书和教小学，去上学和教书的日子，他天天往返于“晴不曝
日，雨不湿鞋”的骑楼，自然对这种既适合南方气候特征，又能给市民的生活带来方便的骑楼有着很
深的了解。
陈伯齐认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脱离人的文化行为，建筑也如此，都应该关注我们的时代精神和人们
心理方面的因素。
而骑楼这种建筑设计，就很好地体现了广州作为岭南大都会，其城市建筑所必须具备的商业实用性以
及便民性。
    1948年，从德国留学回来、已学有所成的陈伯齐，热情地为家乡父老设计了唯一一座三层楼高的建
筑作品（即今天的汶村镇沙坦村115号）。
这栋建筑，运用了冷巷的建筑理念，也很形象生动地应用了骑楼的艺术元素：从住房到厨房，几乎都
有相连接的房廊，廊很高，就像骑楼一样，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太阳曝晒，都不用担心，沿着柱廊，
大致就可以相通了。
    尔后，在1958年，陈伯齐先生又针对当时南方城市的一些新建筑不再采用骑楼的形式而提出呼吁：
“南方骑楼的形式，它能遮阳、防雨、减弱太阳热辐射量，给城市居民提供了许多方便，在太阳照射
角高、热量大、雨水多的南方很有用处，已成为我们南方城市建筑的特征之一”，并提出了未来骑楼
在建筑设计上的预见性的研究设想：“在今后园林化的城市，可以想象，建筑不是沿街连成一片，在
这种新情况下，如何使骑楼适应新的要求，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研究”等。
    可以说，陈伯齐这些关于骑楼的理解和思路，在五十余年后的今天，还是颇有见地的。
比如说，在现今旧城市的改造中，关于骑楼是否应当拆除的各种大讨论中，多数广州人还是积极呼吁
应该保护“骑楼文化”，这与当年陈伯齐所倡导的坚持“把骑楼作为南方城市建筑的特征之一”，并
努力使“骑楼适应新的要求”的观点，不是正好一致么？
而也正因为城市有这种对骑楼建筑文化保护的强烈意识，在现代化快速发展、老建筑老城区不断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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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与改造的今天，我们才能看到广州的恩宁路、南华西街、洪德路、同福西路等的骑楼得以比较完好
地保存了下来，并形成了连片的骑楼街。
    纵观陈伯齐一生的建筑艺术理念，天井、冷巷、骑楼这些一直在他建筑设计作品及其建筑研究中不
断被运用的艺术元素，其实早在故乡汶村，就已经很灵活生动地应用到祠堂等建筑物上了，而陈伯齐
也正是因为经常在祠堂里描摹绘画，自小便感受到了天井、骑楼等岭南特有的建筑艺术的魅力。
由此可见，故土汶村、岭南地域，对陈伯齐一生的设计与研究的影响可谓极其深厚。
俗话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而故土就是孕育民族艺术的基础。
文学如此，建筑亦如此。
    潘小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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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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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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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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公偿相助，跃出偏僻乡村    台山汶村是广东著名的华侨之乡，相对来说，很多家庭都生活得比较
富裕。
虽然陈伯齐也出生于侨工家庭，但他家的日子与那些富裕家庭一比，就显得紧巴很多了。
有时候，就算要买学习用品，家里都会经常支不出多余的钱来。
    陈伯齐也能体贴父母的不易，他平常一直很节俭。
只要是父亲给他的钱，他从来没买过任何零食吃，全都拿去买学习用品，或买颜料来画画。
但是当颜料用完后，太想画画的他，实在难忍不能画画的痛苦，所以，就会老吵着父母给他钱，买颜
料来画画。
“陈伯齐的父母手头拮据，实在没有多余的钱给他买颜料。
每当这时候，陈伯齐就会放声大哭，甚至哭个不停。
有时候，父母被他哭得烦了，就把他赶出去，然后把大门关上，不让他进屋来。
”陈伯齐的堂侄陈友沃说：“像这种因为想买颜料而哭闹，直至被父母关在门外的事情，在陈伯齐九
岁前后，发生过好多次呢。
”    虽然陈伯齐的父母在购买颜料等学习用品方面没有办法完全满足陈伯齐的要求，陈伯齐偶尔也会
埋怨父母，但更多的时候，他更能理解父母对自己的学业所倾注的期盼之心。
陈友沃说：“当时，陈伯齐的父亲在教育陈伯齐的时候，就经常对陈伯齐说下面三句话：将来考大学
，如果只考到全村第三名，就要全部自己掏钱读书，我们家穷，是没钱给你读大学的；如果考到全村
第二名，宗族会出一半钱，剩下的一半也得我们自己出，我们家穷，也一样很难供你去读大学；你一
定要考到全村第一名，读书经费全部由宗族出，自己不用掏钱了，你才有机会去读大学。
”    对于父亲经常讲的这三句话，陈伯齐一直铭记在心。
他知道自己家里穷，要想有机会继续读书，就唯有努力学习，年年考取第一名。
“考第一名”成为激励他读书的最实际的座右铭。
    父亲教育陈伯齐的三句话，看似很简单。
其实，这在中国农村，一直是很普遍的传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勤耕苦读，光宗耀祖——任
何人只要能读好书，就能得到整个村庄、整个宗族的尊重和支持。
这种支持，不仅是精神上的，而且还有物质上的。
据陈英钦先生编著的《汶村古城》一书记载，汶村陈姓宗族一直保持着一种“公偿”制度。
即：一、汶村地处沿海地区，咸围滩涂的收入归宗族共有；二、汶村耕地面积广阔，佃农每年交给宗
族的租金不少；三、汶村传统的圩日较多，市场铺位的税收也较多；四、家家养猪，猪屎肥料承包，
也作为公共收入。
所有这些，统称“公偿”，用于宗族内一切公益事业的开销，其中就包括学生在村内读书的一切费用
。
外出求学，则可能按陈伯齐父亲教育儿子时所说的标准执行。
    陈伯齐读书勤奋，成绩骄人。
陈伯齐的学习到底好到什么程度？
堂侄陈友沃下面说的这番话，就是最好的印证：“陈伯齐的小学老师陈华俊，曾经多次对陈伯齐的父
母说——陈伯齐这个孩子实在是太优秀了，他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你们家就算是卖田卖地，也一定要供他读书才行啊。
”    陈伯齐年年考全村第一，他的优秀，汶村族人全都看在眼里。
对他们而言，陈伯齐这个孩子，绝对是读书的好材料，是汶村未来的希望，他不只是一个家庭的孩子
，同时也是全村人的孩子；陈伯齐这个孩子没钱读书的问题，就等于是全村人都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
。
于是，宗族一致决定全力支持陈伯齐读书。
按照汶村老人们流传的说法，陈伯齐外出读书时，宗族给予的支持力度是十分巨大的：一共给了他两
大箩筐的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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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宗族“公偿”制度的鼎力相助下，陈伯齐才有可能一举跃出当时还较为偏僻的乡村——汶村
，走到省城广州，甚至远赴日本、德国求学。
    “举全村之力”，育杰出英才。
陈伯齐先生的成才历程，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重文助学的优良习俗的生动体现。
    P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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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传主陈伯齐先生，1973年就已去世，迄今将近40年了。
并且，陈先生去世时，我们国家还处在“文革”十分喧嚣的时代。
因而，有关陈伯齐先生的生平资料非常缺乏。
本书撰写过程中，收集资料的工作显得极其困难。
所幸的是，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热心人的支持和帮助。
    华南理工大学的庄少庞老师，帮忙收集了陈伯齐先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在华南工学院校报的各
种文章，使笔者对陈伯齐先生到广州后的教学与设计理念有了大致的了解；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的赖
淑华老师，一直非常细致地关注本书的写作过程，并送给我一部重要参考书——《岭南近现代优秀建
筑·1949—1990卷》，让我对陈伯齐先生参与设计的重点建筑——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建筑群、
广州华侨新村等，有了更加形象细致的了解。
赖淑华老师还安排我采访了邓其生教授；邓其生教授是陈伯齐的学生，他向我讲述了不少有关陈伯齐
先生的轶事。
因得到以上三位老师的热心帮助，陈伯齐先生1945年离开重庆到广州之后的人生与事业，才有了一个
相对清晰的轮廓。
    有关陈伯齐先生在1945年前的史料，相当一部分得自龙庆忠先生的公子龙可汉先生的大力相助。
龙庆忠与陈伯齐是好兄弟，两家交往甚深。
龙可汉先生不仅给我提供了陈伯齐先生的相关资料以及陈伯齐翻译《非洲近代建筑》的原手稿，还特
地安排其母亲曾育秀女士接受我的采访。
曾育秀女士已是百岁老人，采访又是在炎热的6月进行，让我甚为感动。
曾女士不仅向我讲述了不少陈伯齐先生在世时的生活细节，而且还建议我去采访陈伯齐先生的学生赵
宇。
因为赵宇是陈先生的得意门生，对陈伯齐先生应该有比较深的了解。
    在华南理工大学符和强老师的直接帮助下，我联系上了赵宇先生。
赵先生一直奔波于香港和肇庆之间，虽然工作繁忙，但还是很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
赵宇先生向我讲述了陈伯齐先生1920年离开汶村，来到广州读书后的相关细节；以及后来到日本、德
国留学，直到返国后在重庆工作的大致情况，尤其还谈到了陈伯齐的夫人郭剑儿的一些具体情况。
这次采访，连接起了陈伯齐从1920到1945年的这段人生，收获非常大。
    但陈伯齐先生1920年前在家乡台山市汶村生活的情况，一直还是空白。
后来经过广东省文联陈周起先生的介绍，我联系到了台山市文联主席黄伟华先生。
黄主席很热情，事先帮我联系好采访事宜，又派来专车，并委派台山市文联办公室的谭锦朋先生，陪
同我前往离台山市区有90多公里远的汶村采访。
    到达汶村采访时，也得到了许多热心人的热情帮助与支持：汶村镇文化站站长徐桦欢，汶村村委会
主任陈建堂，沙坦村村长陈日新，汶村老人协会会长陈长洽、副会长陈启良、秘书长陈国森、秘书陈
邦海，还有陈伯齐的两位堂侄陈友沃和陈建培，都分别向我讲述了很多有关陈伯齐先生在汶村的故事
，并带我参观了陈伯齐先生遗留在汶村的唯一一座建筑设计作品——汶村镇沙坦村115号。
尤其是陈建堂、陈日新和陈建培，还陪同我前往大陂头马山上的陈伯齐先生墓地进行祭拜。
    汶村之行，收集到了众多鲜活的史料，填补了陈伯齐先生从1903年出生，到1920年外出求学之前的
那一段人生的空白。
自此，有关陈伯齐从1903至1973年的人生，基本上可以梳理成为一个整体了。
    正是因为以上众位的鼎力支持和热心帮助，我才能收集到陈伯齐先生的各方面史料，才可以相对系
统地理清陈伯齐先生一生的脉络。
在此，对于曾给予我大量帮助的所有热心人，我要诚挚地说一声感谢——感谢你们的真诚付出，感谢
你们的无私帮助，我才能顺利完成《建筑家陈伯齐》这部书，初步告慰于陈伯齐先生的在天之灵。
    潘小娴    2012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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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纵观陈伯齐一生的建筑艺术理念，天井、冷巷、骑楼这些一直在他建筑设计作品及其建筑研究中不断
被运用的艺术元素，其实早在故乡汶村，就已经很灵活生动地应用到祠堂等建筑物上了，而陈伯齐也
正是因为经常在祠堂里描摹绘画，自小便感受到了天井、骑楼等岭南特有的建筑艺术的魅力。
由此可见，故土汶村、岭南地域，对陈伯齐一生的设计与研究的影响可谓极其深厚。
俗话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而故土就是孕育民族艺术的基础。
文学如此，建筑亦如此。
    潘小娴编著的《建筑家陈伯齐》试图从陈伯齐的人生轨迹中，寻找这位建筑大师的思想、情感和奋
斗的历程；从他的作品中，窥见岭南建筑的发展历程；从他那悲凉的曲折经历中，再现一位建筑先驱
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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