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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四川的汉阙及大量的唐宋摩崖雕刻

更填补了唐代建筑实物之不足，也证实了

他对中国建筑发展的观点。

1942年，他开始动手撰写中国建筑史

及《营造法式注释》。我终于明白了，他

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建筑史》的第一撰稿

人，正是因为他研究方法的正确，刻苦的

钻研，对东西方建筑的谙熟，及对广泛外

围知识的掌握，再加上个人的智慧。

1946年，他赴美考察、讲学，回来后

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他没有照搬美国

的教学大纲，而是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

对建筑科学研究对象的全面认识及建筑学

科发展方向的把握，对传统建筑教育的课

程作了全面的取舍、增设。这是他作为一

个教育家的成功之处，也使他的建筑思想

明显超越大多数同辈建筑家。同样基于历

史学家的角度，对北京市的规划、对古建

保护乃至对全人类的宝贵遗产的保护作出

了卓越的贡献。

没有想到，对他的认识，对我最亲近

的人的认识竟长达几十年。几十年的努力

我才终于读懂了他。

2010年6月于清华园

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化学工业部副总

工程师兼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

化学部副主任陈冠荣，因病于2010年12月

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陈冠荣学长1915年12月5日生于湖北

武汉，籍贯上海。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化学系。1948年获美国卡内基理工学院化

学工程硕士学位。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任化工部副总工程师兼技术委员

会副主任、常委。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十四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陈冠荣学长是新中国化工设计事业的

奠基人之一，领导设计了数十套化工生产

装置，其中有不少是国内首次建设、带有

试验性质的；他参与了有关发展我国化

学工业的各项重大决策，明确提出“国产

化三步曲”的设想，组织制订和推行化工

新技术开发管理工作制度，对科研成果顺

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化工技术进

步，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先后担任中国化

工学会理事、副理事长，《化工学报》副

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工卷》副主

编，《化工百科全书》主编，为整理、总

结、普及化学理论与化学工业知识，作出

了杰出的贡献。

1936级老学长陈冠荣院士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