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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事辑以中国营造学社在西南的迁移路线、田野调

查、学术产出为线索，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营造

学社在西南的近代学术生存背景进行整体发掘，以期更全

面地还原学社成员在西南淬炼学术精神的历史过程。因篇

幅较长，编年事辑将分为长沙、昆明篇和李庄篇。本篇为

长沙、昆明篇，主要辑录了中国营造学社 1937 年夏到 1940
年底辗转长沙、昆明期间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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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migration route, 
field investigation, academic output, and individual 
activities of member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in southwestern China. Drawing 
upon existing research, it seeks to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modern academic 
survival background of the Society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how its members refined their academic spirit 
in southwestern China. 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with the current one focusing on the Changsha and 
Kunming phase (from the summer of 1937 to the end of 
1940) of the Society’s journe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available evidence, it aims to shed light on the events 
that transpired during this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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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9 月 5 日，梁思成、刘敦桢举家离开北平南迁，

至 1946 年 7 月 31 日梁思成一家从重庆乘机飞还北平，同

年刘致平、莫宗江等押送国立中央博物院物资从重庆前往

南京，中国营造学社（下称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社或学

社）主力成员在西南驻足 8 年有余。8 年里，冒着日军轰炸

的危险，学社足迹从长沙、昆明城区、城郊龙头寺辗转到

达四川李庄。作为一个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在西

南一直缺乏持续稳定的研究经费，但仍然以一个完整的团

队持续进行学术研究。

在田野调查方面，学社对云南、重庆、四川、西康A等

地最有价值的古建筑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川康古建筑调

查是学社历史上历时最长、调查类型最丰富、覆盖地域最

广、技术人员最完备的一次调研。尤其是对西南地区具有

突出研究价值的多个汉代墓阙、崖墓进行了详细调查，为

当时非常缺失的汉代建筑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调研

所涉及的唐宋石窟寺、元明木构案例也对中国建筑史尤其

是地方建筑史起到了积极的补充作用。在学术视野方面，

除了延续地面木构的调研外，西南地区的石构亦成为重点

研究对象，结合地形、生产生活设计的西南民居让学社将

目光投向民居这一类型，开启了中国民居研究的新篇章。

在强调建筑作法以中原为中心多次推向边陲的同时，关注

地域之间的相互影响，提出的西南地区古建筑“滞后”性

尤其值得建筑史研究者参考，研究方法上亦在考察木构遗

存的实证方法基础上加入了从仿木遗存中提取木构信息的

佐证方法。在学术产出方面，采用学社在华北、西南调研

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完成了最为重要的学术使命——撰

写一本《中国建筑史》，并恢复了中断 7 年的《中国营造学

社汇刊》，续刊了第七卷 1、2 期。

值得注意的是，西南 8 年中，中国营造学社全程与另

外两个官方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B（下

称史语所）和国立中央博物院 C（下称中博院）为伴。这一

学术合作关系虽在华北就已形成，但在西南发展为更紧密

的伙伴关系。建筑史学研究和考古学研究在西南的学术视

野有着较大的重合面，学社参与了史语所、中博院组织的

大型考古如彭山崖墓发掘、永陵发掘等，学社完成的川、

康古建筑调查亦申请了中博院的研究项目，形成最早的建

筑史学与考古学的学科交流融合。直到今天，这些合作交

流仍然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学术话题。

营造学社在西南持续的学术研究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

高等院校（包括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重庆大学

等）及相关机构输入了建筑学人才，而在西南完成的研究

成果搭建了中国建筑史的教学、研究框架。中国营造学社

在西南的 8 年几乎与抗日战争 8 年重叠，为学社在西南这

一段经历涂上了一层悲壮的底色，在延续学术命脉、成为

A 西康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该地于民国初年称川边，受四川省管辖，1925 年改称西康特别行政区，以康定为省府，辖 1 道 33 县。南
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8 年 3 月成立西康政务委员会（后被撤销）。1935 年 7 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以刘文辉为委员长，筹划西康建省事宜。抗日
战争全面爆发后，大后方形势日趋重要，为开发西康经济，1938 年 7 月，行政院奉国民政府令，将四川第十七、十八行政区除名山县外划归西康。1939 年 1 月
1 日，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府设于康定，下辖 46 县 2 设治局 1 试验区，省府内设有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社会处、卫生处、统计处、
会计处、粮食处、保安处、人事室等。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存在，1949 年 12 月该省和平解放。
B 历史语言研究所于 1928 年在广州成立，是代表近代中国考古、历史、语言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学术机构。
C 1933 年 4 月，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倡议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南京成立，隶属于教育部，为今南京博物院的前身。

历史传奇的同时，铸就了一种“营造学社在西南”的学术

精神。此学术精神不仅“庇佑”了他们在西南关注过的古

建筑，还感召着一代代学子到西南，重走营造学社走过的

路。中国营造学社在西南 8 年的学术史贡献是很丰厚的研究

题材，目前尚未得到充分讨论，仍需大量学者持续探究 [1-2]。

1937 年

 是年春夏，中国营造学社开展历年调查测绘工作。工

作分四组进行，前三组为调查测绘组，由梁思成、刘敦桢、

刘致平率领；第四组驻留北平，专事编制工作 [3]。梁思成

和刘敦桢在开展本季度田野调查工作前，还参与了同其他

机构或政府人员合作的项目。其中刘敦桢参与了河南登封

周公测景台的调查和修葺计划 [4]140[5]；梁思成则以北平中国

古代建筑物研究学会访事组组长的身份受顾祝同邀请，和

林徽因一起前往西安修理小雁塔，由刘英士陪同 [6]。5 月

30 日，梁、林二人在西安与刘敦桢一行人汇合，与刘英士、

黄文弼等接洽碑林修缮工程 [4]144-145、黄帝陵纪念碑设计 [7]

等合作委托后，才分别开展各自组的田野调查活动。

 7 月初，刘敦桢、刘致平两组人员已陆续回到学社，

开始整理此次考察所得建筑图样，计划 9 月底全部完成，

并准备暑假开始后继续故宫的测绘工作。身处北平的营造

学社成员还有其他两项工作正在紧密推进，其一是前述第

四组的编制工作，其二是赶制中央博物院委托的模型 [3]660。

学社发展正值繁荣之时，然而战争的爆发，打乱了他们所

有的规划。

 同为 7 月初，梁思成所带领的工作组尚在山西调查，

此行发现的永寿寺雨花宫和五台山佛光寺在学社的最后两

卷《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才正式得以发表 [8-10]。7月 15日，

身处代县的梁思成一行人才通过报纸得知“七七事变”已

经爆发 [11]360。又因铁路线停运，遂转至大同，由平绥路返

回北平 [12]58-59。

 “七七事变”之后，身处北平的中国营造学社陷入停

滞。日本方面大幅干涉北平文化界，且数次向学社要求合

作。考虑形势，梁思成决定离开北平 [13]。梁思成与刘敦桢、

社长朱启钤商议后，于 8 月 18 日宣布关闭北平营造学社，

发给学社成员三个月薪水做遣散费 [14-15]，并决定将北平所

存学社资料中的贵重图籍仪器及历年工作成绩运存至天津

麦加利银行 [16]11。

 8 月 24 日，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沙站

负责人的梁思永（梁思成胞弟），已经完成傅斯年安排的从

南京到长沙的撤离任务，将史语所安置于长沙韭菜园的圣

经学校 [17]241。此处还安顿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

学所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 [18]。史语所、中博院与学社的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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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合作关系由来已久 [1]74-75，“七七事变”之后，它们是学

社在西南 8 年中最为密切的“伙伴”，互相陪伴度过了最为

艰难的西南岁月。

 9 月 5 日 [19]137，梁思成、刘敦桢、杨廷宝等携家人离

开北平，经天津、青岛、济南、徐州、郑州，于 9 月 29 日

抵达武汉。30 日，梁思成在旅舍中接受记者采访，表示学

社能否在长沙继续工作，取决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方面能否继续拨予经费，如果可能，绝不容此唯一研究中

国建筑之组织夭折 [13]。

 10 月 1 日抵达长沙 [19]137，梁思成家在韭菜园教厂坪 134
号租住，与圣经学校临近 [12]41。刘敦桢全家住在寿星街 27 号

的岳父家，后因日机轰炸搬到乡下白药铺村的一家农舍 [20]157。 
营造学社在长沙时，因与史语所人员熟识，常常一起行动
[21]186。史语所一直持续发掘安阳殷墟，西迁过程中携带了大

量文物、图书和标本等研究资料，迁入西南之后一直持续华

北和西南本土的研究，并未因战乱而中辍。

 刘致平只身从北平南下后，在火车上遇到的同学告知

其梁、刘到了长沙，便决定前往汇合 [14]68。

 10 月，梁、刘在湘成立长沙工作站，调查长沙附近

民居及近岁发现之周汉遗墓、明器等 [22]。刘致平不久后抵

达长沙，与梁、刘汇合 [14]68。长沙局势逐渐紧张，史语所、

长沙临时大学等拟从长沙迁往更为安全的西南腹地。梁林

夫妇也有前往昆明的打算，但此时由于经费缺乏而暂未启

程 [12]43-45A。这一时期，沈从文邀请二人前往沅陵调查古建

筑，两次致信当时在沅陵的兄长沈云麓，请他到时多关照

梁家人，并向身处长沙的梁思成寄送当地大庙的照片。梁

思成收到照片致信感谢二人 [23]257，266，273。

 10 月，在朱启钤的帮助下，陈明达与莫宗江随身带

着学社仪器离开北平南下后各自回了老家。

 11 月，留守北平的学社成员在北平东城宏通观 6 号成

立保管处，将以前寄存各处的文物分别收回，指派专员集中

保管，避免社产散失，且便于留守北平的社员参考 [24]108。

 11 月 18 日，中博院运送文物离开南京前往重庆 [25]43-44。 
梁思成、刘敦桢先后于 1934、1935 年进入中央博物院建筑

委员会，两人均为常务委员 [26]。中国营造学社在西南的活

动轨迹，几乎与史语所、中博院完全重合 [1]。学社在西南

与中博院多次合作，对地方古建筑进行研究或发掘，学社

成员也一度进入中博院机构工作人员名单领取薪资，相关

信息详见下文。

 11 月 24 日林徽因致信费慰梅，信中提及 23 日下午

日机轰炸长沙，梁林一家所租民房被炸，两人决定迁往 
云南 [12]105-107。

 12 月，学社常务理事周诒春两次赴湖南与梁思成、

刘敦桢会商社务，提出两条建议：第一，嗣后工作人员暂

定集中贵州，其可代为照顾；第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

A 1937 年 11 月 9—10 日，林徽因致沈从文：“昨天我们夫妇算算到昆明去，现在要不就走，再去怕更要落雪落雨发生问题，就走的话，除却旅费，到了那
边时身上一共剩下三百来元，万一学社经费不成功，带着那一点点钱，一家子老老小小流落在那里颇不妥当，最好得等基金方面一点消息。”可见梁思成此时
在联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请求资助，但尚未得到回应。参见林徽因《林徽因小全集见字如面》，第 43～45 页。
B 梁再冰称此房为“花园洋房”，刘致平称“止园”，但两人都称这座房子是市长府，故两人所称应指向同一房址。梁再冰回忆中提到梁家人只在“止园”
住到 1938年底，后又搬至巡津街 9号和一对清华教师夫妇共同租住。参见刘致平、刘进《忆“中国营造学社”》，第 68页；梁再冰《我的妈妈林徽因》，第 62页。
C 梁思成本人回忆为 1938 年的 3 月和 5 月，或为误记。参见梁思成《致 Alfred Bendiner 的三封信》，第 13 页。

事会三四期补助款径汇南方由梁思成负责保管。朱启钤在

北平闻讯极表赞同，正式具函邀请周诒春理事执行社长职

权，就近主持南迁社务 [24]108-109。经学社成员商议，刘致平

一人先去昆明探路 [14]68，梁林随后，刘敦桢则带长沙的亲

眷暂回老家新宁 [27]118，长沙工作站宣告结束。

 刘致平作为先遣人员乘长途汽车经贵州到达昆明，将

社址安置在巡津街的“止园”，即市长府的前院 [14]68。

 12 月 8 日凌晨 5 点，梁思成一家自长沙汽车站启程

前往昆明。当晚抵达官庄，9 日中午，梁家人途径沅陵，游

览当地风景与城市，并拜访了沈从文在沅陵的亲属 [12]46-48。

梁家人抵达晃县时，林徽因患了急性气管炎并迅速恶化为

肺炎，加之当地所有汽车被征用于军事运输，梁家人在晃

县滞留 15 天 [12]112-113。抵达贵阳后，出于对林徽因病情的考

虑，梁家人在“中国旅行社”休息 12 天后再次启程 [28]60。

 1937 年 12 月 11 日，史语所院务会议决定迁所址到

昆明 [17]248。考古组的李济、梁思永、董作宾因工作尚未结

束，暂留长沙 [21]188。

1938 年

 自离开长沙 39 天之后，梁思成一家于 1938 年 1 月

15 日抵达昆明 [29]，与刘致平汇合，住进巡津街尽头的市长

府“止园”[14, 28]B。

 2 月，昆明工作站成立 [22]。身在昆明的学社成员仅梁

思成、林徽因、刘致平三人。刘敦桢于 3 月从老家新宁启

程赶往昆明 [30]231。

 1938 年 1 月和 3 月，美国建筑杂志 Pencil Points 分

两期刊出梁思成关于赵州桥的学术论文。不久后梁家在昆

明收到杂志和稿费 [19]146[31]13C。

 这一期间，因庚款未至，学社资金匮乏，梁林不得不

为生计奔波。两人为当地富人设计房子换取报酬（后因梁

思成患了严重的脊柱关节炎和肌肉痉挛，这类短暂的打工

生涯不得不停止）[19]142-143，林徽因还要每周两次去云南大

学教英文补贴支出 [12]50。

 同一时期，刘致平进行了昆明及近郊的前期调查 [32]253。

 初春，梁思永以史语所临时负责人的身份指挥史语

所人员押送 300 余箱器物，经桂林、越南抵达昆明 [33]109。 
3 月下旬，史语所在昆明正式恢复工作，起初一、二、四组

人员的办公地点在拓东路，三组人员的办公地点在靛花巷，

自是年 7 月后全部集中在靛花巷工作，又租下竹安巷 4 号

的平房作为全体职工的宿舍 [17]249。史语所驻留昆明市区的

这一期间，史语所石璋如出于兴趣，调查昆明郊外瓦窑村

的陶业，结识了龙泉镇棕皮营村村长赵崇义 [21]199，为日后

史语所、中博院、学社陆续搬至龙泉镇埋下伏笔 [33]110。

 4 月 19 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请梁思成担任建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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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的工程师。期间学社向西南联大致信，告知校舍设计事

项不能继续进行。同年 8 月 9 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

委员第八十四次会议讨论了此事，决议礼貌致谢学社，致

送酬金国币 3000 元。并继续聘请梁思成、林徽因二人为本

校校舍建筑工程顾问 [34]47, 64。

 5 月 7 日，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致信顾映秋，感谢她

捐款修建女生宿舍（映秋院），并表示已经请了梁思成和林

徽因共同设计 [35]92。次年，又请两人设计映秋院附近的泽

清堂 [36]110。

 莫宗江沿北平—天津—广州路线抵达广州，陈明达先

在长沙、祁阳处理家务事，后与莫宗江汇合，之后两人从

香港前往河内，再去昆明 A。4 月中，研究生莫宗江、陈明

达先后到滇集中 [16]12。

 刘敦桢带家人离开老家湖南新宁，取道湘桂二省间的小

路到达广西全州，经桂林、柳州、南宁，绕道越南，于 5 月

下旬 B到达昆明，安顿在昆明西北角兴国街的张姓住宅中（但

很快患上了严重的伤寒症，经过 3 个月才慢慢转好）[20]164-166。 
刘敦桢在老家时，曾考察过湖南新宁附近的民居桥梁 [20]164，

其中江口桥成为 1943 年发表的《中国之廊桥》中的唯一实

例 [37]。后经桂转越南入滇途中，又考察了广西古建筑，如

A 陈明达外甥殷力欣口述。
B 刘叙杰在书中写到，他们于 1939 年 3 月上旬从老家新宁出发，3 月下旬抵达昆明，然后刘敦桢患伤寒症，休养了 3 个月。然而 1938 年梁思成在寄给杨廷
宝的信中写到刘敦桢 5 月底到达昆明。学者陈雁兵也将刘敦桢抵达昆明时间定为 5 月。本文采用刘敦桢 5 月抵达昆明的说法。详见刘叙杰《脚印履痕足音》，
第 172 页；陈雁兵、王俊明《中国营造学社及其学术活动》，第 109 页；以及梁思成致杨廷宝信（1938 年 11 月 4 日），见于“栋梁——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学
术文献展”。
C 梁思成致梁思庄信（1938 年 5 月 24 日），见于“栋梁——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学术文献展”。

桂林明桂王府遗迹及部分祠庙民居 [22]。

 5 月 24 日，梁思成给梁思庄的信中提到社员中最重

要、最能工作的几个成员已经汇合昆明，于“止园”的前

花厅正式开始工作 C（图 1）。
 此时学社昆明工作站的计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田野调

查，包括云南省和川康黔三省两部分。前者由刘敦桢带队，

分两次完成；后者由梁刘两人带队，为学社最后一次大规模

田野调查。另一类是出版工作，包括《营造法式新释》《中

国建筑词典》《中国建筑大事年表》《云南古建筑调查报告》

等 [22]。其中《云南古建筑调查报告》由刘敦桢负责，《营

造法式新释》由梁思成负责，在西南时期均未能完成 [38-39]， 
而其他几项都未见稿。

 是年夏，傅斯年拟将寄存在重庆的史语所古物文籍运

至昆明，遂在靠近靛花巷的竹安巷租了一栋五间式四合院，

预备作为图书馆 [21]200。学社因西迁匆忙，行李精简，无

文献古籍可查阅，故由梁思成出面，与史语所商议借阅图 
书 [40]154-155。此后整个抗日战争阶段，学社在古籍文献方面

依赖于史语所图书馆的支持。

 7 月底，梁思成因脊柱关节炎复发被迫卧床，期间继

续注解《营造法式》，并打算重新画图，及用照片做插图。

图 1 学社成员入滇路线示

意图

（作者自绘）



147

中
国
营
造
学
社
西
南
编
年
事
辑
︵1937—

1940

︶—
—

长
沙
、
昆
明

梁思成卧床期间，由刘敦桢组织学社的田野调查工作 A。

 9 月 28 日，昆明遭敌机轰炸。史语所决定向昆明城

北的龙泉镇疏散。将办公地点设在龙泉镇棕皮营村的响应

寺和龙头书坞等地，员工宿舍设在龙泉镇龙头村的东岳庙。

昆明城内仅保留靛花巷房屋作为城内办事处。10 月 1 日史

语所自昆明城区迁出，搬迁至昆明市北 11 公里处龙泉镇。

4 日起在龙泉镇继续工作 [17]249。史语所的图书首先运送至

棕皮营村的响应寺，后因空间不足，响应寺仅作西文图书

馆，另租弥陀殿为中文图书馆 [21]203。

 史语所迁往龙泉镇后，梁思永和石璋如出于兴趣，

一起组织“天工学社”，从瓦窑村开始调查龙泉镇的制陶 
业 [21]204-208。后来两人的兴趣拓展到对云南农村社会、建筑

物的调查（这些调查成果在 2007 年被整理出版 [41]）；刘致

平与他们一起合作调查昆明的民居 [21]215-216。此外，刘致平

撰写《昆明东北乡调查记》调查报告，被纳入石璋如《龙

泉镇建筑仪式琐谈》发表 [14]68。学社在南迁之前已经注意

到中国民居为适应地形气候和生产需求而表达出的地域性

特点，如 1935 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发表的《晋汾古

建筑预查纪略》一文专门列有“山西民居”一节 [42]。而在

西南时期，关于民居的研究被进一步丰富和系统化，在昆

明时期的成果以刘致平的《云南一颗印》为代表 [43]。

 史语所疏散至昆明北郊时，营造学社暂时未搬迁，而

是就地展开了调研。学社在云南时一共进行了 3 次大规模的

田野调查。第一次为 1938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12 日，对

昆明及附近古建筑进行调查，调查建筑物 50 余处。第二次

为 1938 年 11 月 24 日至 1939 年 1 月 25 日，考察了云南昆

A 梁思成致杨廷宝信（1938 年 11 月 4 日），见于“栋梁——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学术文献展”。

明至西北一带，包括安宁、楚雄、镇南、大理、丽江等地

区，调查建筑物约 140 处，实测 10 处建筑及若干民居（图

2），又于 1939 年 4 月补行调查数处。由于梁思成患脊柱关节

炎，这两次调研均由刘敦桢带陈明达、莫宗江完成。第三次

为 1939 年 8 月 26 日至 1940 年 2 月 16 日，对重庆、四川、西

康一带进行考察。由梁思成、刘敦桢带队，随行队员有莫宗

江、陈明达。此行共访 35 个县、730 余处调查对象 [44]107, 109, 113， 
重点为汉阙、崖墓和摩崖石刻等石构，关于这几次调研下文

详述。除了这 3 次大型的田野调查外，刘致平亦在云南展开

沉浸体验式民居田野调研 [2]99。

 10 月 10 日，昆明市区古建筑调查正式启动。此次调

研因陈明达、莫宗江被误编入第三期壮丁训练而停顿数旬。

学社主要对昆明市区的圆通寺、真庆观、建水会馆、文庙、

土主庙、大德寺双塔、武成庙等共 50 余处古建筑进行了调

研 [45]。他们运用北方的调研经验对此行相近案例展开对比

研究，通过斗栱材高对建筑进行法式分析，并讨论建造的

官方与地方手法。调研成果主要见于《昆明及附近古建筑

调查日记》《云南之塔幢》《云南古建筑调查记（未完稿）》。

 11 月 24 日至次年 1 月 25 日，学社在云南西北部展

开第二次调查，此时中博院正在开展苍洱古迹调查，因此

行程的前半段与中博院吴金鼎同行。11 月 24 日，刘敦桢带

着陈明达、莫宗江离开昆明，于 11 月 26 日到达大理，与

吴金鼎会合，调查崇圣寺、白王坟、感通寺。12 月 4 日，

吴金鼎与学社三人同行，调查邓川、洱源、剑川、丽江、

鹤庆、宾川 6 县，于 12 月 29 日返回大理 [46]177-202（图 3，
图 4）。调研过程中，刘、陈、莫三人关注地上建筑，吴则

图 2 中国营造学社在滇考察路线

（冯棣、黄福丹、黄沁雅《营造学社在西南之——云南（1938 年 1 月—1941 年 11 月）》，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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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学社考察邓川民居（图中右一为莫宗江）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 提供）

图 3 学社考察大理元世祖平云南碑（图中左一为吴金鼎，左二为刘敦桢，右一

不详）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 提供）

收集地上的陶片、瓦片，关注地表遗物 [47]3，双方从建筑学

和考古学的视角共同分析遗址的族属与年代（苍洱之行为

营造学社与中博院在西南的第一次田野考察合作。后来又

合作了两次，分别是彭山崖墓发掘和成都王建墓发掘）。

1939 年

 1939 年 1 月 1 日学社三人告别吴金鼎，调查凤仪、镇

南、姚安、楚雄、安宁等县，于 1月 25日返回昆明 [46]203-212。 
此行调研的成果主要发表在《云南西北部古建筑调查日记》

《云南古建筑调查记（未完稿）》和《丽江县志稿》中。成

果对于云南地方建筑史研究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其中的

学术观点至今仍然引领着云南地域建筑史的研究，研究保

存的建筑史料对于云南古建筑修复起到非常关键的支撑 
作用。

 5 月 1 日，梁思永被古物保管委员会派为监察委员，

从昆明到大理监察马龙遗址发掘，5 月 7 日返回昆明 [48]62。

 5 月，董作宾、刘敦桢、高平子合著的《周公测景台

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国立中央研究院专刊 [49]。

刘敦桢作《告成周公庙调查记》，论述建筑形制，列出修理

意见 [50]。

 5 月初，重庆遭敌机轰炸，中博院亦呈准迁移昆明办

公。6 月中送首批古物于昆明，第二批运送嘉定，1939 年

10 月初古物运完，将处内人员文物全部迁移昆明 [25]82, 92。

 6 月 19 日，学社为前往重庆、四川地区调研申请护

照，特呈教育部称：“窃自抗战军兴，中国营造学社自平

A 护照中，刘敦桢名字被错写为“刘登桢”。见“关于发放中国营造学社社员梁思成、刘登桢等护照调查古建筑遗迹请军警查验放行的护照”，重庆市档案馆：
0053-0032-00050-0000-022-000。

迁湘，旋复自湘迁滇，调查昆明、楚雄、大理、丽江等处

建筑，及编著《营造法式新释》《中国建筑辞典》《中国建

筑大事年表》诸书已一载于兹，现为推进研究工作起见，

拟于本年八月起调查重庆市及四川省中部古建筑遗迹与民

居桥梁状况，为此开呈工作人员姓名、籍贯……”人员除

了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外，还有杨 
廷宝 [51]144-145。

 7 月 16 日，重庆市政府为营造学社外出调研颁发了 6
份护照，分别为：刘敦桢、梁思成、刘致平、陈明达、莫

宗江、杨廷宝 A。

 8 月，学社随部分中博院人员搬至昆明郊外的龙泉镇，

工作地点定于麦地村兴国庵 [30]232。中博院在龙泉镇竹园村设

立博物院办公处 [21]213，中博院人员集中居住在棕皮营村 [20]176， 
与去年抵达的史语所临近。梁思成一家与陈明达、莫宗江

居住于兴国庵里，刘敦桢一家和刘致平另住在镇东一公里

处的瓦窑村，后因距兴国庵较远不便办公，半年后也住进

麦地村兴国庵 [20]176-178（图 5）。这一时期，梁、林在龙泉镇

棕皮营村借了一块地，开始设计他们的自宅 [28]64（图 6）。
 自西迁长沙起，史语所与中博院的绘图工作主要依靠

潘悫一人支撑 [52]776。在云南昆明北郊龙头村时，梁思永继

续研究安阳西北冈的铜器，需要精确的绘图辅助表达，就

去找陈明达、莫宗江两位帮忙 [21]210。

 8 月 26 日至次年 2 月 16 日，学社完成第三次西南大

型田野调查——川康古迹调查。此次考察最早计划调查川、

黔，后在调查途中将其调整为川、康之行，调查四川、重

庆和西康共 30 多个县市 [53-54]（图 7）。



149

中
国
营
造
学
社
西
南
编
年
事
辑
︵1937—

1940

︶—
—

长
沙
、
昆
明

图 6 梁思成、林徽因在龙泉镇棕皮营的自宅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 提供）

图 5 各迁滇机构在昆明龙泉镇期间分布图

（冯棣、黄福丹、黄沁雅《营造学社在西

南之——云南（1938 年 1 月—1941 年 11
月）》，第 99 页）

 8 月 26 日，因梁思成脚趾感染，刘敦桢带着行李只

身先行，于 9 月 4 日抵达重庆。陈、莫两人 9 月 6 日乘车

抵达，梁思成则于 9 月 9 日乘飞机至渝。一行人一边在重

庆联络前往成都的车辆，一边调研了重庆的老君洞、五福

宫、崇胜寺、缙云寺等处（图 8）。这一期间，经市政府与

相关学者的介绍，加之金石学的记录，学社对此次的调研

对象做出了预判。刘敦桢在日记中写道：“川中古建筑，以

汉墓阙占主要地位，盖数量为全国现存汉阙四分之三也。

此外，汉崖墓遍布岷江及嘉陵江流域，其数量难以计算，

而隋、唐崖墓石刻，亦复不少。故汉阙、崖墓、石刻三者，

为此行之主要对象。”[53]226-233 学社根据地域遗存不同而调整

用于调研对象的工作方法，从原来在华北、云南以地面木

构研究为主体的调研思路，扩大到非木构实物的佐证研究，

A 辜其一为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科正式招生的第一位学生，第一届完整意义上的毕业生，后为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第二任系主任，主要研究巴蜀地区的
崖墓和石窟寺。

并重点聚焦于石质建筑遗存的调研。

 9 月 26 日，学社四人从重庆前往成都。于 9 月 30 日

参观了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内展陈了许多西方人在当地

收集的汉代遗存。看完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收藏后，学

社又参观了金陵大学近岁收藏的西南汉代画像砖等。当天

下午，梁、刘又与李筱园、商承祚、顾颉刚等交流，得知

新津县江口、宝资山及嘉定、渠县等处均有汉代崖墓。这

些凸显西南汉代建筑遗存的信息让营造学社决定扩大调查

范围，增加了芦山、雅安、乐山、峨眉等 15 个县 [53]237-239， 
川、黔古建筑调查正式调整为川、康古建筑调查。

 10 月 6—10 日，学社四人赴灌县调查，10 月 18 日前

往雅安。20 日见到高颐墓阙。他们在现场对高颐墓阙进行

了约 7 个小时的测绘工作。刘敦桢在考察日记中猜测此阙

的石刻斗枋或为宋代“材”之前身 [53]244-251。梁思成在《中

国建筑史》分析斗栱时，总结斗栱远在汉代确已成型，其

结构较后世简单，“至于后世以拱身之大小定建筑物全身比

例之标准，则（汉代）遗物之中尚无痕迹可寻也”[55]40。

 10 月 22 日，调查芦山樊敏碑，与埋在土里的樊敏阙

失之交臂 [53]251-254（樊敏阙于 1957 年被发掘修复）。

 10 月 28 日抵达乐山，接到林徽因信件，得知天津资

料被淹，痛心无比 [53]256（此年夏天，天津遭遇特大洪水。

学社寄存麦加利银行的资料全部遭水淹没，浸泡近两月，

图籍、仪器、照片损坏严重。水退后，朱启钤将资料取出

运回北平，带领乔家铎、纪玉堂、赵法参精心整理，费时

三月。之后为方便学社研究，朱启钤将整理后所得测稿、

照片寄往李庄 [16]12[56]217）。当天辜其一 A来信为学社介绍仁

术医院院长杨枝高作向导。30 日，杨枝高带学社调查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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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江古迹。31 日学社四人见到了白崖山崖墓，梁、刘皆从

建筑学的角度，根据该崖墓檐瓦斗栱的仿木做法，判断其

与川康汉阙属同一文化系统，并非“蛮墓”[53]256-261[57]155。早

在 1933 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在共同发表的《云冈石

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中，已经提出了从石窟中的石刻

建筑反推其建造时所参照之木建筑的研究思路 [58]。这种从

仿木遗存中提取木构信息的佐证方法在学社后续的研究中

不断成熟，为后期《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

中无木构实存的上古、中古初期的建筑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11 月 1 日，为节省时间，四人分两组行动。梁、陈赴 
峨眉 [53]261，于飞来寺飞来殿见脊瓜柱之下仍施叉手，足证边

远地带保存古法每较中原为多，后成为《图像中国建筑史》

中证明明清羁直时期醇和遗风的实例 [59]114；于圣积寺见铜

塔，形制极似五台山显庆寺之铜塔 [57]160。刘、莫留乐山再访

白崖山崖墓，后测绘夹江杨氏阙，又在彭山县考察崖墓，于

王家沱一崖墓中，见斗栱之两端下缘较上缘微凸出，足证

日本法隆寺斗栱形制导源于中国。见当地崖墓甚多，刘敦

桢感叹：“若能逐一开掘，穷其究竟，当于汉代历史文化，

裨益匪浅。”[53]261-265 后来学社与史语所、中博院迁往李庄

后，共同组织川康古迹考察团，首先以彭山崖墓为发掘对象

进行发掘，即是得益于学社此次已进行了必要的探路工作。

 11 月 11 日，四人于成都汇合。16 日向周诒春报告

运津件整理经过后，启程考察新都、广汉、德阳三县，后

于 20 日抵达绵阳。21 日考察西山观及子云亭（图 9），22
日测绘平阳府君双阙 [53]265-270，阙身上加刻梁代造像，为川

省最古老的佛教艺术。梁思成从该阙中得到了许多仿木构

信息，如阙身之上施五层逐步扩大的石层以模仿木建筑的

出檐；最上一层枋交叉出头，应为后世普拍枋之渊薮 [57]194。

 11 月 24 日，四人离开绵阳，25 日抵达梓潼，于 26 日

分开行动。梁、陈去县西卧龙山千佛崖调查初唐佛教摩崖造

像，刘、莫则于此县调查石阙4处及明构玛瑙寺大殿 [53]272-274。

梁思成在后来撰写《西南建筑图说》时，将此处发现的四

川最古汉阙李业阙与后来所见的川中诸阙对比，认为李业

阙极小的收分（按比例近乎为碑）应为四川石阙较古的范

式 [57]201-202。28 日四人一起去七曲山调查文昌宫，宫内多座

建筑为明构，收获颇丰 [53]274-276。

图 8 学社调查重庆老君洞（左一刘敦桢，右一梁思成，中间人或为陈明达）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 提供）

图 7 中国营造学社在川康的考

察路线

（冯棣、文艺《高颐墓阙的结

论——关于中国营造学社和伊东

忠太在西南的两次田野调查》，

第 42 页）

省界

1939—1940 年考察路线

川康古迹考察团
（1941—1942 年）
沿途所经城市

汉代遗存所在城市

汉代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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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30日，四人离开梓潼，经剑阁、昭化前往广元，于

12月4日抵达。访皇泽寺摩崖造像、唐家沟崖墓、千佛崖石

刻。因见石刻被滇缅公路毁去一部，又闻公路仍需南展 6 米，

梁、刘于 7日下午访县政府，请求保护千佛崖石刻 [53]277-280。离

开广元之后，梁思成仍心系古物，于12月 29 日上书中央古物

保管委员会及交通部，希望停止炸崖拓路计划，并请求交通

部通令全国，道路工程建设注意避让古迹。次年1月，交通部

发训令：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转饬所属工程人员，对于有关历

史文化之古代建筑雕刻等物，严加保护，不得率意毁坏 [60]78。

 12 月 9 日，四人于广元登船，经苍溪抵达阆中县，

调查涧溪口、桓侯祠、铁塔寺、柳伯士街清真寺等。17 日

离开阆中，沿路调查南部、新城、蓬安三县后，23 日由周

口转折前往渠县 [53]282-294。

 12 月 24 日，四人抵达渠县，25 日得渠县县志知沈府

君阙、冯焕阙位置，27 日在渠县发现 7 处汉阙，测绘与拍摄

工作持续至 29 日（图 10）。7 座石阙分别为：冯焕阙，沈府

君双阙，拦水桥无铭阙，赵家坪南侧、北侧无铭阙，王家坪

无铭阙 [53]294-298。对此收获，梁思成叹为“环顾国内，仅此一

处，足称甲观”。梁评价冯焕阙的比例形制为“汉阙中的唯

一逸品”；刘的观点一致：“诸阙中以冯焕阙比例雕饰，最为

无懈可击。”面对沈府君阙和拦水桥阙，梁思成判断其为东

汉物，因两者形制极为接近，“几疑出于同一石工之手”；赵

家坪双阙及王家坪无铭阙，梁思成则多依照雕饰与形制，判

断三者为汉代以后的作品 [57]218-225。刘敦桢根据县志，以渠县

之岩峰场与土溪场之间汉阙如此之多，推测古賨国及宕渠郡

在此附近。并认为研究渠县汉阙以前，“宜先阐明当地之史

地沿革，则一切文物设施，不难迎刃而解矣”。[53]298

 12 月 30 日，梁、刘、陈、莫四人离开渠县，经广安

抵达岳池（乐池），于次年 1 月 1 日造访当地千佛崖、旧文

庙及数座崖墓后前往南充 [53]298-299。

 12 月 31 日至次年 1 月 4 日，刘致平参加环昆明湖旅

行活动，沿昆明—呈贡—晋宁—昆阳—海口—石龙坝—安

宁—碧鸡关—昆明路线环绕昆明湖步行一周，途中测绘、

摄影数处古建筑。旅行后做《昆明湖环行记》一文，1940
年 6 月在《旅行杂志》上发表 [61]。

 是年，梁思成任四川省古物保存委员会委员，国立中

央博物院中国古代建筑文献编辑委员会主席 [31]12。

1940 年

 1 月 2 日，四人到达南充，5 日抵蓬溪。先访蓬溪县

北的鹭峰寺和定香寺，接着返回蓬溪县，经过宝梵寺前往

遂宁。期间所见鹭峰寺内有南宋白塔及明中叶木构三处，

为此行中重要木构实物。1 月 9 日四人抵达遂宁，短暂调查

后，于 1 月 12 日抵达潼南县 [53]299-308。

 1 月 13—14 日，四人于潼南访涪江摩崖石刻，大佛

寺摩崖造像、千佛崖。13 日这一天，他们从当地赵姓县长

那里得知大足宝鼎寺有唐代千手观音石像与摩崖造像，遂

决定北绕大足调查，再经铜梁、合川返回重庆 [53]308-309。

 1 月 15 日四人离开潼南县城前往大足县，途中在县

外五桂场发现一座牌坊，梁思成观其木枋下的遮椽板及支

条皆以枭混曲线造型，形似西方的“cyma recta（凹弧饰下

连接凸弧饰）”，为川省中初次所见 [53]309-312 [57]236。17 日入大

足县。18 日访北岩佛湾摩崖造像与白塔、报国寺（图 11）。 
20 日访宝鼎寺与摩崖造像，刘赞叹造像数量规模“为明代

石刻中所少见”[53] 312-314；其中一躯就崖石凿佛涅槃像，梁

思成评价：“真容伟巨，殆为国内首选。”[57]243

 1 月 21 日，四人离开大足，经铜梁前往合川调查后，

24 日返回重庆。2 月 2 日乘坐车辆先后经黔返滇。四人乘

车时聚时散，几经波折，于 2 月 15 日在昆明汇合，2 月 16
日抵达龙泉镇麦地村兴国庵 [53]314-319。川康古建调查收获汉

代建筑遗存信息尤其丰富，弥补了华北地区田野调查中中

古初期遗存不多的缺失。部分遗存由此被梁思成载入《图

像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川康古建筑调查和云南

图 9 学社调查绵阳西山观子云亭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 提供）

图 10 学社在渠县考察汉阙（图中为渠县沈府君双阙）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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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考察的成果成为学社向中博院申请课题合作的基础资

料，后刘敦桢主持了这项合作工作 [25]154，详见下文。

 梁思成在回龙泉镇不久，周诒春提名梁思成为学社社长
[19]151。此时梁思成得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下称中基

会）中有人认为营造学社的工作是“不急之务，且不能自立”，

不愿继续补助，甚感焦虑 [62]7-8。

 3月5日，傅斯年在写给胡适的信中专门提到营造学社，

一是称赞了其工作，二是陈列了学社的经济困难，希望胡适

能向中基会申请拨给学社一万五的原数；并请胡适逢机请美

国人捐款资助（当时美金与国内兑换率约为 1∶18）[52]812-813。 
3 月 10 日，梁思成也致信胡适，信中提到，傅斯年了解营造

学社的情况后，大为着急，并告诉梁思成，胡适一句话就可

以影响许多人的观点。梁遂请求胡适在 4 月 15 日中基会开

会以前为学社进言几句，并请勿核减 [62]7。从《中国营造学

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的复刊词中可见，至迟到 1944 年，中

基会依旧每年补助学社 [63]。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

十六次报告》后附录，自 1940 年 6 月 1 日至 1946 年 12 月

31 日，中基会共补助营造学社一百一十三万五千元 [64]1，但

因通货膨胀等原因，营造学社仍然时常处于经费欠缺状态。

 3 月 8 日傅斯年在宝台山上的弥陀殿大殿外举行蔡元

培追悼会（3 月 5 日去世），史语所、中博院、营造学社等

参加了追悼会 [21]219。

 5 月，梁家从麦地村搬到了两里路外的棕皮营村，这

是梁林二人自己设计的房子 [28]64。梁家原在兴国庵的住所，

改由陈明达、莫宗江二人居住 [20]183。

 6 月，法德议和，欧局改观，越南局势受到影响，滇

越路停运。时处昆明的中博院又复检装藏品，等待搬迁指

令 [25]92。同时史语所决定再次搬迁，派芮逸夫先赴四川考

察，寻找合适地点 [21]220。

 6 月，中博院与营造学社双方协议，由学社指派研究

员及书记各 1 人，调查西南诸省建筑与附属艺术，供中博

院制造模型与陈列展览之用。合作期暂定为一年半，即自

1940 年 7 月至 1941 年 12 月。所需经费中博院按月拨付国

币 550 元，作工作人员一部分薪给及文具杂费之全部。其

总额为国币 9900 元。同年 7 月，学社派刘敦桢担任此项工

作 [25]170-171。1942 年 4 月，刘敦桢完成《西南古建筑调查概

况》，呈交中博院 [65]。这属于先做研究，再向中博院申请

项目的做法。调研工作于 1940 年 2 月已经完成，但资料的

整理、撰写工作仍然在继续。由于该项目是与中博院合作，

刘敦桢作为专员在中博院领取月薪 [66]，接下来的很长时间

内，都在做西南调研的成果整理工作，详见后文。

 9 月，刘敦桢于昆明麦地村兴国庵写就《丽江县志

稿》[67]。有学者认为这是学社受丽江地方政府之邀，由刘

敦桢为当地县志所撰的建筑志稿 [68]246[69]262。

 9 月，梁思成的书评《评中原佛寺图考》（艾术华著）

在《图书季刊》第三期出版，文章总结了全书内容，并指

出：艾术华虽然以建筑师的身份研究中国佛寺，此书内容

却将佛寺建筑放在一个陪衬的地位，不免令人惋惜 [70]。

 9 月 29 日，傅斯年致信中央研究院特派员芮逸夫，

让他尽快租下李庄的张家院房，并让中博院和营造学社一

起迁往李庄 [52]856-857。营造学社派陈明达先行 [14]68。

 10 月初，经多方筹划商洽，中博院与史语所等机关，

得军事机关协助，始将迁滇藏品开始运送，职员眷属及应用

公物等，亦陆续启行 [25]92。学社成员随之分批次前往李庄。

 10 月 19 日，刘致平与王崇武押运第四批史语所古物

图书前往李庄。11 月 10 日，因民生公司货船倾覆，史语所

第五批货物在泸州落水。11日捞起，15、16两日彻夜开箱、

经检验估计损失后开始救护工作 [17]277-284。晾晒了接近三个

月，于 1941 年 1 月中旬才到达李庄 [21]231。

 11 月 29 日，莫宗江和吴金鼎、赵青芳等，随叙昆铁

路局车押运第八批史语所文物档案前往李庄 [17]278，林徽因带

着孩子和母亲，与刘敦桢一家随车同行。经毕节、叙永、泸

州等地，于 12 月 10 日到达宜宾，与莫宗江，陈明达汇合。

12 月 13 日上午，一行人从宜宾乘坐小木船到达李庄，立

即前往离李庄镇约一公里的上坝村月亮田张家院子 [28]66-68。 
张家院子的主要部分都被中央博物院租用，而营造学社仅

使用了其西侧的一处独院 [20]190。

 林徽因抵达李庄后不久，肺结核复发，因条件艰难

无法入院治疗，几月后高烧渐退，但日后病情仍反复发作，

李庄期间只能天天卧床度日 [28]68-69。

 12 月中旬，梁思成和李济、陶孟和、王志维一起，

随第九批史语所资料从昆明出发，于 1941 年 1 月 2 日全部

抵达李庄 [17]278。

 是年，梁思成在重庆中央大学作“中国传统建筑的发

展及特点”系列讲座 [69]262。

（致谢：特别感谢赖德霖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

宝贵建议。）

图 11 学社调查大足北崖佛湾摩崖造像（右下为梁思成）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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