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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史学，是一门学问，也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它既隶属于大建筑学，同时

也是艺术史学的一个研究分支。所谓大建筑学，或称广义建筑学，包括了城市规

划、风景园林等多方面的内容。或者说，它是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建筑十书》、

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阿尔伯蒂《建筑论》，及古今中外无数建筑理论著述中不厌其

烦、反复言说、深入阐释过的一门学科——Architecture（建筑学）。其研究对象既

包括了宫殿、寺观、神庙、教堂、交易厅、剧场等纪念性建筑，住宅、工厂、村

舍等大量建造性房屋，也包括了历代城市、风景园林，乃至历史上曾经建造过的

城池、码头、要塞、桥梁等城防设施和交通设施。这或也说明了，一直以来，建

筑史研究者不仅关注那些彪炳史册的重要纪念性历史建筑，也会从城市空间、园

林造景、乡土民居的视角，对所研究的客体展开基于史料爬梳与田野考察之深入

论证。

说到底，建筑史学（Architecture History），就是对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或依然

存在的，人们赖以生存与生活于其中的建筑、园林与城市空间，以及形成这些空

间的历史性物质载体，如街道肌理、园林景致、建筑造型、房屋材料、结构骨架、

装饰做法等技术或艺术的一种历时性或共时性的，甚至社会性、文化性，乃至哲

学性的学术探究。

做为艺术史的建筑史，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大师们对古代希

腊与罗马建筑遗迹的考察与测绘。然而，最初将这些历史遗迹以一种史学思维方

式联系在一起的是德国人菲舍尔·范·埃拉赫（1656—1723）。他写过一部《历

史建筑概览》，其中甚至谈及了远在东方的中国建筑。这本书也曾被称为“第一

部比较世界建筑史”A。较为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史，是由德国人温克尔曼（1717—
1768）创立的。除了偏于一般艺术史研究的《古代艺术史》，温克尔曼还写了《古

代建筑研究》B一书。1896 年问世的由英国人撰写的《弗莱彻建筑史》，是一部较

为全面的世界建筑通史。这部学术专著的中文版 C，在中国学者的努力下，终于在

2011 年得以面世。

学界对于中国建筑史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最初几十年。起初是几位

欧洲人与日本人对中国古代建筑遗存的考察与介绍。直至 1929 年朱启钤先生创立

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先生及一批学界同仁加盟营造学界，对中国

古代建筑领域展开考察研究，才真正开启了中国建筑史史学建构，与中国古代建

筑体系之科学探究的学术历程。

更重要的是，伴随中国营造学社的建立，近现代中国建筑学学科领域第一本

学术期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也随之诞生。从 1930 年《中国营造学社汇

刊》第一卷第一册问世，到 1945 年第七卷第二册出版，除了 1938 年至 1943 年间

因战争原因被迫停刊外，其整个出版时间前后约 10 年，共出版了 7 卷 22 册。正是

这一整套虽历经坎坷却凝聚了学术精华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为后来梁思成与

刘敦桢先生科学、系统地撰写《中国建筑史》与《中国古代建筑史》，以及从事《宋 

A 克鲁夫特．建筑理论史：从维特
鲁威到现在 [M]．王贵祥，译．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129.
B 克鲁夫特．建筑理论史：从维特
鲁威到现在 [M]．王贵祥，译．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132.
C 克鲁克香克．弗莱彻建筑史 [M]．
郑时龄，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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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法式〉注释》研究，奠定了扎实而雄厚的基础。这套汇刊，已经成为现当代

中国建筑史学人进入建筑史学学术领域的必读书。

在 1944 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复刊的第七卷第一期，梁思成特别撰写了《为

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在感叹尚存“中国旧有建筑荒顿破坏之速率，亦有甚于

正常的趋势”A之后，他特别指出：“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

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

产。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

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B梁先生的

这段话，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尽管走过了一些弯路，由梁思成、刘敦桢引领的建筑史

学学科领域，在学术上依旧成绩斐然。除了全面展开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营

造法式》研究和中国古典园林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

界学术气氛日益浓厚，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建筑史、园林史与城

市史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拓展与深入。同时，外国建筑史、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中

国近代建筑史、中国乡土民居研究等，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初步形成了

一个以众多高等院校建筑史、艺术史、建筑考古等教学研究单位和相关科研部门

为主体的建筑史学学科体系。

同时，随着中外教育与文化交流的深入拓展，欧洲一些国家，及美国、日本、

澳大利亚、新加坡、俄罗斯、韩国等国外知名大学艺术史与建筑史学科中，也渐

渐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中国建筑史研究且成绩卓著的学者们的学术身影。此外，

中国建筑史学在学术上的蓬勃发展与人才培养上的不懈努力，也为近几十年日渐

兴起的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学科，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养料与充足的人才储备。

然而，这样一个在国际上有着数百年学术发展历史的世界建筑史学科，以及

与之相对应的一个由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第一代中国建筑学人开创的、具

有强烈中华民族文化特色、充满知识活力与学术潜能的中国建筑史学科，却一度

面临了一个十分窘困的学术状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建筑史学界，包括中

外建筑史，没有一本专属于自己领域的学术性期刊。尽管一些建筑设计、建筑技

术类刊物，提供了部分建筑史论文的发表空间，但是，这样一种零散刊载的论文

发布形式，难以形成建筑史学科自身的学术凝聚力与学科影响力。这对一个在建

筑学学科领域内，更侧重于历史、理论、文化等深层次学术研究，且与当下中国

建筑教育、艺术教育关联密切的学者群而言，无疑是一件十分无奈的事情。

由于建筑史论文所要求的历史严谨性与理论缜密性，希望有自己学科专属的

理论与学术平台的愿望由来已久。无论是 20 世纪 60 年代，梁思成先生创办清华

大学《建筑史论文集》，还是之后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分会组织出版多辑《建筑

历史与理论》，及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先后出版两辑《建筑历史

研究》，都反映了建筑史学界的迫切心情。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陈志华先生重

新开办清华大学《建筑史论文集》，直至 21 世纪初，在此基础上衍生而来，且一

直持续至今的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主办的两套建筑史论系列文集《建筑史》与《中

国建筑史论汇刊》，正是数十年前梁思成开创《建筑史论文集》时所寄托之学术

愿景的一个延续。

最初，清华大学组织出版《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的时候，编辑部其实有一个心

结，希望能够将 70 多年前停刊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学术香火接续下来并传

承下去。因此，这套文集将精力集中在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范畴，并且以开放包

容的态度，接纳了一些彼此观点不同，且文字量较大的学术论文。重要的是，这

A 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J]．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44，7（1）：6.
B 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J]．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4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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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个先后出版 19 辑，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学术主旨的系列文集，产生了相

当程度的国际影响，甚至得到国外一些重要学术机构与知名图书馆的系列收藏。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于中国自身建筑、艺术与文化的深入探究，反而更有

可能产生国际性的学术影响。换言之，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既是对世界建筑史研

究的学术贡献，也是对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有力拓展。

终于，经过建筑史学界诸位同仁的共同努力，尤其是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

清华大学和中国建筑学会的鼎力支持，一本专属于建筑史学领域的学术期刊——

《建筑史学刊》最终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并得以发行。《建筑史学刊》第 1 期，

即这本学术期刊的创刊号，在 2020 年，也就是中国营造学社成立暨《中国营造学

社汇刊》创刊 90 周年之际出版问世，这对于建筑史学界，应该是一件期盼已久的

大事。

国家新闻出版署在这本刊物的批准文件中明确指出：《建筑史学刊》的办刊宗

旨为：“立足中国建筑史研究，探索中国建筑发展规律，为当前建筑实践提供借

鉴，促进建筑史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提高我国建筑领域的学术水平与国际影响

力。”国家主管部门的这一要求，既简明扼要，又意义深远，是办好这本学术期刊

的一个纲领性目标。

《建筑史学刊》将继续传承《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学术精神，立足于中国建

筑史研究，致力于从学术层面，深入发掘中国建筑的优秀传统与文化底蕴，探究

中国建筑发展规律，向世界展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内涵，努力使独

树一帜的中国建筑，屹立于世界优秀建筑之林。

《建筑史学刊》也将本着开放的心态，刊载外国建筑史，包括外国 19 世纪以前

建筑史与外国近现代建筑史研究者们的优秀论文，并向国内读者介绍外国建筑史

学领域的最新成果，以使这一期刊，成为中外建筑历史与理论领域学术交流的重

要窗口。

重要的是，这本学术期刊，除了继续为国内外建筑史学界的学术同道，特别

是后浪学者们，提供一个严肃、缜密的学术讨论与交流空间外，还将为中国建筑

教育、艺术教育、考古教育，以及科学史、艺术史、技术史研究和遗产保护等领

域的年轻学者与莘莘学子，提供一个了解中外建筑史学最新学术资讯的窗口，和

一个展示他们学术见解与理论才思的平台。也就是说，《建筑史学刊》会充分重视

那些关注中外建筑史研究的年轻新锐们在历史、理论、考古、思辨等方面的最新

研究成果，并为他们展示自己的史论才华，积累自己的学术履历，发表自己的独

立见解，提供一个既严谨科学，又富于挑战的学术门径。

建筑史研究，如梁思成、刘敦桢等前辈学者，既有深厚史学功底与扎实理论

根基，又有敏锐科学思辨与严谨逻辑论证。我辈后学，亦当遵习前辈之学术品位，

积淀艺术修养，夯实治史功底，拓展学术视野，以“小中见大”之心态，从一案

例、一史实、一视角之学术突破，求建筑史学之不断深入与精进。如此则须胸襟

宽广，底蕴深厚，思维敏锐，锲而不舍，方可成就一代学术镜鉴。故有志于治此

学问者，当如古人言：“盖士君子读破万卷，又必须登庙堂，览山川，结交海内名

流，然后气局见解，自然阔大；良友琢磨，自然精进。否则，鸟啼虫吟，沾沾自

喜，虽有佳处，而边幅固已狭矣。”A值此本刊初创之际，或可借用古人此语，作

为与各位旨趣相投之学术同好携手共进，砥砺前行的互勉之辞。

《建筑史学刊》编辑部
A 袁枚．随园诗话 [M]．杭州：浙
江古籍出版社，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