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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并没有什么准备，就向之后成为同学

的魏大中借了一支笔。“当时考试的题目

是画一个带双耳的白色陶罐，记得当时拿

到的成绩是 5-，就考进了建筑系。”老

人家讲到这里嘴角略微翘了翘，心中满怀

愉悦，因为由此他成了梁思成先生的弟子。

谈到对于美术的理解，老人家很谦虚，认

为他不是专业的美术师，画作跟大师的画

作比还有差距。在记者看来，也许正是这

个 5-，让高冀生老先生与建筑速写结下

了不解之缘。

“我就是梁思成”

 高冀生老师也许是 1955 级建筑系最

早见到系主任梁思成先生的七八个同学之

一。新生报到后，高冀生与班上几名北京

同学一同张罗陪同外地考来的同学们参观

颐和园。当走到谐趣园时，看到水边西侧

有人在画水彩画，画得真棒。同学们上前

围观，画者回头问：“你们是哪儿的学生

啊？”同学们自豪地回答：“我们是清华

大学的。”画者又问：“你们是哪个系的？

系主任是谁啊？”“我们是建筑系的，系

主任是梁思成老师。”大家争着抢答。老

人略带微笑地询问：“你们见过梁思成

吗？”这回都答不上来了。画者用手中的

画笔指着自己说：“我就是梁思成。”顿

时同学们掌声群起。高冀生老师回忆这次

● 母校人物

高冀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

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建筑师、国

家一级注册建筑师。1955 年考入清华大

学建筑系，1961 年获优秀毕业生金奖，

留校任教至今。1984—1991 年曾任清华

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及清华大学基建

处处长。曾主持参与过 49 所大学校园规

划和 43 座图书馆建筑设计。

听闻高冀生老师将于 1 月 16 日在中

国国家博物馆展出钢笔建筑速写画作，编

辑部同志在原主编钱锡康老师的引荐下，

对高老师进行了采访。高冀生老师虽已

79 岁高龄，但精神矍铄；采访中，他谈

笑风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

讲述的举办本次画展要传播的精神，更让

记者钦佩之至。

“5-”让我进入了建筑系

高冀生老师在清华的经历中，最引人

注目的是他曾是梁思成先生亲自教授过的

学生。谈及此事，他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

段故事：1955 年，高冀生考入清华大学，

在分系的时候听到同学纷纷说要报考建筑

系，中学时代的高冀生并不是很了解清华

大学建筑系，只知道土木工程系，听说梁

思成先生担任建筑系系主任，便慕名报考

了建筑系。报考建筑系需要加试美术，当

高冀生：梁思成教育思想的传承者
○李　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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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想到梁思成先生对同学们的殷切笑

容，流露出发自内心的自豪。梁先生这幅

画作，后来在他们班毕业时就送给了当时

在场的黄汇同学留念，可惜当时没有照相

机，没能留下与梁思成先生第一次会面的

情景，很是遗憾。

随手写写画画，
持之以恒，必有大益

随手写写画画，能持之以恒，可以

受益一辈子。梁思成先生的教诲受益终

身。高冀生在大一的时候，梁思成先生

要求学生都要准备一个速写本，一个小

卷尺，随身带，出去看见什么好东西，

就写写画画，做记录，画速写。遵从梁

先生的教导，同学们经常在速写本上用

铅笔，随机画速写，做参观纪录，主要

是为了增长对建筑的认识。那个时代画

钢笔画，老师也有要求，但都是在室内

伏案作画，因为当时的黑墨水胶性太大，

不适宜吸入灌水钢笔，只能用直径仅有 5

毫米左右的沾水钢笔，沾墨

水画图。直到 70 年代中，市

场上出现了碳素墨水，首先

设计院的工程师们用针管笔

灌进碳素墨水，取代了鸭嘴

笔画图，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随着建筑师也把碳素墨

水吸入灌水钢笔，开始随心

所欲地画速写了。高冀生先

生回忆，当时自己使的是一

枝金星金笔，弹性很好，画

速写非常顺手。有了工具，

有了时间，自然画得多了。

 高冀生老师还回忆梁思

成先生讲述的一个故事，是有一次梁先生

和杨廷宝先生在北京开会，住北京饭店，

发现坐的沙发非常舒服，两个人不约而同

掏出小卷尺来测量，并记录下来尺寸。一

个习惯动作，说明建筑师要随时随地观察

事物，收集资料，掌握知识。当时那个尺

寸高先生记得不太准，好像是 43 厘米。

老人的记忆力让人惊叹，而这些事例也促

使高冀生老师养成随时写写画画做记录的

好习惯。

画作虽有好坏之分，但重要的
都是要承载一段历史

1977 年，高先生随吴良镛教授、张

守仪教授，带同学去山东做火车站设计的

调研，《济南火车站》与《青岛火车站》

两幅速写画，就是当时在现场画的，后来

济南火车站扩建，这处老站被拆除了，这

张画作就变成文物了。老先生说这张画作

的价值，主要不是技法的好坏，而是他凝

固了一段建筑的历史。另外一张画的是《青

相隔 30 年，高冀生在同一地点画作《布拉格老城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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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肥城路天主教堂》，当时教堂虽然很破

旧，但还是很漂亮，现在修复一新，更是

好看，当年的原画保留至今，也是有历史

意义的。这些画作背后的故事要比其本身

更有意思。

画展更看重的是精神的传承

对于此次画展，高冀生老师很谦虚地

表示他只是抛砖引玉，分析了这次邀请他

参展的原因，可能有：一 . 他是国内较早

画钢笔建筑速写的人之一；二 . 从展出的

画作可以看出 1977 年至 2015 年，高冀生

老师一直不断坚持作画，本次展出 140 张，

分布在各个年代；三 . 建筑速写画的品种

比较多，高先生总结他的速写可分六类：

第一类叫白描速写，是吸收中国画白描技

法进入钢笔速写；第二类叫写意速写，也

是吸收中国山水写意画技法，中西合璧的

钢笔速写；第三类叫瞬时速写，就是在很

短的时间，几笔画完。他向我们介绍了一

个案例：一次调研途中，轮船掉头逆水上

行，瞬间看到的江上美景，但是船掉头后

就看不到了，因此只能在不到 2 分钟时间

完成速写（右图），对此老先生非常满意；

第四类是随机速写，就是看到想画的景物，

高冀生创作的《济南火车站》

不分时间地点就画起来；第五类叫精细速

写，是在作画条件较好时，较充分地完成

作品，看起来是有一定深度的；最后一类

叫做留白速写，将中国画的经典技法“计

白当黑”，融入钢笔速写，省时生动，出

效果，留白策划好，有意在不言中的效果，

有时没画要比画了还有内容，甚至会产生

微妙的画外音。

采访中，高冀生老师一再对我们强调

建筑速写对培养建筑师观察力、创造力、

审美力的意义。建筑师能够快速图文并茂

地记录、表达客观事物；不断完善、展现

创意理念，以及随机交流、切磋、调整、

提升设计水平度离不开徒手绘制建筑草

图。在建筑专业设计的过程中，徒手绘制

草图，是设计者的手、眼、脑并举的创作

过程，更是思维总结升华的过程。他认为，

这次博物馆展出他的画作，是对他多年坚

持作画的肯定，更是对他个人的激励，他

将继续努力，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做出更多

贡献。对于此次画展的意义，高冀生老师

认为本次画展至少可以传递两点文化信

息：一个是要继承梁思成先生留下的优良

学风，时刻保持建筑师的敏感性；另一个

是要传达手绘钢笔速写是当今建筑师必备

的专业技能，不能忘却。

瞬间速写《江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