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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梁思成先生（1901—1972）诞辰 120 周年，本刊特将此期辟为纪念专辑。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学界是一位“通

才型”人物（这一点颇似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涌现出的一系列“全才”，诸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阿尔伯蒂、帕拉第奥等），

他在建筑史研究、文物保护、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包括理论及实践）与建筑教育（包括专业教育与科普教育）等建筑学的

诸多领域，皆有杰出的乃至开创性的贡献，且影响深远。本专辑一方面希望较全面地回顾梁先生在上述领域的成就，尤其试

图呈现一些此前未被重视的方面以及未曾正式发表的新材料；另一方面也着重吸收了当代学者对以梁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营造

学社先贤的学术进行传承与发展的新成果。

专辑刊载的第一篇文章是梁先生的珍贵佚文——《说建筑品格精神之所在》。该文曾发表于 1943 年 6 月《社会教育季刊》

第 2 期，未被收入《梁思成全集》。此文是梁先生第一篇向社会大众阐释建筑学内涵的带有科普色彩的文章，也是其建筑美

学思想的较全面体现。文章写于抗战时期的四川李庄，与梁先生的巨著《中国建筑史》属同一时期，故而极富纪念意义。在

此要特别感谢赖德霖教授向我们提供该文，并专门写了《梁思成佚文〈说建筑品格精神之所在〉介绍》一文，帮助读者更好

地理解梁先生文章的写作背景、契机、目的等方面内容，同时对该文进行了简要评论分析。

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广为人知，但他对近代建筑研究的开创性贡献却鲜被提及。傅熹年院士撰写的《忆梁思成先生

与北京近代建筑研究》提供了此方面的珍贵史料：傅院士于 1957 年直接参与了梁先生领导的北京近代建筑研究小组，文中

回忆了当时梁先生主持该项研究的不少细节，并且附上梁先生调查北京近代建筑之唯一留影，具有重要的史学史价值。

吴庆洲教授的《缅怀引我入门建筑史的梁思成、龙庆忠先生》一文回顾了梁思成、龙庆忠二位先生引领作者进入建筑史

学术研究之门的历程，既是一篇充满真挚情感和细节（比如回忆作者年轻时为了研读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而抄录其全文）

的纪念文章，也是关于梁、龙二位学者的重要文献史料，同时体现了学术传承的清晰脉络。

陈薇教授以梁先生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一系列古建筑调查论文为研究对象，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学

习梁思成先生发表的调研论文有感》一文对论文中体现出的对中国建筑史研究体系的构建，对 Order、标准化、中国古典建

筑的“文法”之关注以及对新建筑的参考意义等进行了总结。文中还提出梁先生的调查报告“首开民居考察”，这一观点意

义重大，与过去一些学者及建筑师毫无根据地批评梁先生不重视民居研究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对中国建筑史学史以及梁思

成学术思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王贵祥教授的《梁思成与〈营造法式注释〉——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 120 周年》则着眼于梁先生投入大半生心血的重要

研究领域即《营造法式》研究。该文全面回顾了梁先生及其同仁、助手们对北宋《营造法式》进行研究与注释的艰辛曲折的

学术历程，清晰呈现了以梁先生为代表的先贤们对《营造法式》从“如读天书”到最终得以较全面释读的学术史，并且分析

解读了《营造法式注释》这部巨著对《营造法式》研究的一系列重大学术突破。本文同时也是作者主持的重大课题“《营造

法式》研究与注疏”的成果之一，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林佳博士与王其亨教授合著的《〈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与中国的建筑遗产修缮》是对梁先生《曲阜孔庙之建

筑及其修葺计划》所体现的文物建筑保护与修缮思想的颇为全面的学术史梳理。该文对“孔庙计划”的时代背景，尤其是其

作为国家工程的重大意义予以较深入阐释，乃前人所未太关注的层面。论文重点揭示了“孔庙计划”作为中国文物建筑保护

与修缮的“划时代的教科书”“最严正的典范”之重大意义，对更好地认识与理解梁先生的文物保护思想及其对该学科的历

史贡献具有重要价值。

应县木塔自 1933 年梁思成、莫宗江二位先生考察测绘以来，一直是中国建筑史学者长期关注的对象。20 世纪 90 年代

初，王贵祥教授主持的应县木塔现状测绘，是在当时的测绘设备条件下完成的最接近木塔真实状态的一套测图。其中的许多

基础数据，至今仍被诸多学者引用与参考。本期刊登了两篇关于木塔的新研究成果，二者皆是从测绘数据出发对木塔比例、

尺度与设计方法的探究。刘畅及其团队的《应县木塔平面丈尺假说：从 1933 年的旧照谈起》从中国营造学社老照片出发，

通过研读、统计、比较王贵祥教授主持的原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及之后柴泽俊所长主持的山西古建筑保护研究所的木塔实测数

据，对木塔各层平面丈尺、侧脚及整体设计规律展开分析，提出一套不同于现有研究成果的新假说，而提出假说的关键“钥

匙”是发现木塔三层平坐草栿与铺作不对位所暗示的“复杂”尺度设计以及五层设计的特殊性。笔者团队的《天地圆方  塔
像合一——应县木塔室内空间与塑像群构图比例探析》一文则通过对应县木塔的建筑与各层塑像（包括首层壁画）进行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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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对测绘图的几何作图与数据分析，发现并指出应县木塔各层的室内空间与塑像群皆有着极其清晰的构图比例；而首层大

佛的尺度尤为重要——它既是其余各层佛像的模度，也是木塔建筑的基本模度之一，体现了“度像构塔”的设计手法。文章

同时揭示了木塔室内空间与塑像群所采用的一系列经典构图比例背后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

郭勉、沈旸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中有关“类型”问题早期探索的三个线索与三重维度（20 世纪 40—60 年代）》选取了

中国建筑史写作中“如何分类”这一颇具新意的视角，分别以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刘致平的《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

刘敦桢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教学稿及课程说明，以及建筑史学界集体编纂之《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归纳出三种类型方

案及其背后所显示的研究的三个维度。希望此文能引起学界对已有各类中国建筑史专著展开更广泛、深入的理论研讨。

本期有两篇文章聚焦于中国营造学社抗战时期在西南地区的学术活动。钱毅的《梁思成与林徽因抗战期间在昆明的建筑

活动》涉及较少受到关注的梁、林于抗战时期在昆明的建筑设计工作，着重探讨了二人设计的云南大学“映秋院”“泽清堂”

以及龙泉镇自宅。作者认为以上建筑的设计与学社对西南地区民居的考察密切相关，而梁、林以及营造学社抗战时期对民居

建筑价值的挖掘影响了日后中国建筑界对民居更为深入的研究，亦是颇为中肯的见解——正可与陈薇教授之文相互参看。李

若水的《从李庄到白沙——中国营造学社与墓葬建筑研究》同样选择了一个前人未给予足够重视、但意义颇为重大的视角，

即营造学社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对考古学界的影响以及建筑史与考古学之间的交互作用。文章指出营造学社在抗战期间（包括

之后）与考古学界的密切互动，不仅为建筑史研究收集了珍贵资料，促进了建筑史研究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考古学界对古

代墓葬中建筑元素之研究范式的建立。

在本期新推出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新史料”专栏中，刊登了梁思成于 1964 年 1 月 27 日致万里的信件手稿，梁先生于信

中建议在颐和园新建一座“十三曲桥”，以解决颐和园游人入园的拥挤问题，这是解决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问题的一个颇具

启示意义的“未完成作品”。此外，王睿智的《梁思成先生 20 世纪 50—60 年代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学活动史料图说》一文提

供了关于梁先生在清华建筑系教学的新资料：其中梁先生编写的《建筑概论讲义》的发现尤为重要，体现了他对建筑学基础

教育的重视；文章的另一部分是梁先生与学生之间教学、交流的史料，尤其宝贵的是高冀生、黄汇二位前辈对梁先生教学特

色与细节的回忆——结合本期傅熹年先生文章中对梁先生与学生相处的生动细节的回忆，读者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梁先生作

为“师者”的真实面貌。

结合纪念主题，本期“古建筑测绘”专栏的内容包括：梁先生围绕古建筑调查测绘的专题演讲稿，以及梁先生古建筑研

究生涯早期的珍贵测稿、速写（16 幅），这些资料绝大多数为首次公开发表。特别感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林贤光先生为发现

与保存梁先生这批测稿与速写所作的回忆文章《关于梁思成先生手稿“北平杂稿速写笔记”的一些情况》。此外，我们特地

从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收藏的约两万张营造学社老照片中，精选出59张梁先生及营造学社同仁进行古建筑测绘的工作照（其

中一些从未发表过）以飨读者，期望大家能够通过先贤们“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古建筑田野考察的身影，更直观地感受到他

们上下而求索的治学精神。

本期执行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