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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形环境”思想到“人居环境科学”

关于“体形环境”，1949年7月梁思成先生

在《文汇报》上发表的 “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现

称建筑工程学系）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中写

道:“以往的‘建筑师’大多以一座建筑物作为一

件雕刻品，只注意外表，忽略了房屋与人生密切

的关系；大多只顾及一座建筑物本身，忘记了它

与四周的联系；大多只为达官、富贾的高楼大厦

和只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厂房、机关设计，而忘记

了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大多只顾及建

筑物的本身，而忘记了房屋内部一切家具，设计

和日常用具与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换一句话说，

就是所谓‘建筑’的范围，现在扩大了，它的含

意不只是一座房屋，而包括人类一切的体形环

境。所谓‘体形环境’，就是有体有形的环境，

细至一灯一砚，一杯一碟，大至整个的城市，以

至一个地区内的若干城市间的联系，为人类的生

活和工作建立文化，政治，工商业等各方面合理

适当的‘舞台’都是体形环境计划的对象。清华

大学‘建筑’课程就以造就这种广义的体形环境

设计人为目标。”他提出“体形环境”思想为清

华大学建筑学院创造了可持续发展的建筑教育平

台。

20世纪80至90年代，吴良镛先生提出了

“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强调把人

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了解、掌握人类聚居发

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更好地建设符合人类理

想的聚居环境。人居环境科学拓展了传统建筑学

的知识系统，提出从建筑学拓展到广义建筑学、

从城市规划拓展到城乡规划和区域研究、从园林

拓展到大地景观和生态绿地、从建筑技术拓展到

建筑科学和工程技术，形成“建筑学、城市规划

学、风景园林学、建筑技术科学”四位一体的学

科构架，并强调与人文科学、管理科学、美术与

设计以及环境科学和公共工程等学科的交叉与融

合。“人居环境科学”传承了梁思成先生的“体

形环境”思想，成为新时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

建筑教育理念。

人居环境科学与清华建筑教育

○ 朱文一  边兰春

从学科体系到学院架构

1988年，清华大学在原建筑系的基础上成立

建筑学院，下设建筑系和城市规划系以及若干专

业研究所。“人居环境科学”强调“建筑学、城

市规划学、风景园林学、建筑技术科学”四位一

体的学科体系。

2001年，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成立，

强化了建筑学与建筑技术科学之间的交叉融贯，

探索了建筑节能、绿色建筑等建筑可持续发展的

学科新领域，保持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在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和国家建设中的前沿地位。2003

年，建筑学院景观学系成立，聘请美国科学院院

士、哈佛大学景观系前系主任、宾夕法尼亚大学

Laurie Olin教授担任建筑学院景观学系第一任系

主任。在为期3年的聘期中，景观学专业共聘请

9名世界顶级教授和景观学领域专家作为讲席教

授组成员，先后16人次来院进行教学。景观学系

的成立与发展，开创了国际化平台上的学科建设

和与国际接轨的建筑教育模式，使建筑学院在原

有的风景园林传统积淀的基础上，得到了快速发

展。

今天，“人居环境科学”四位一体的学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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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学院架构直接对应，形

成了“一院四系”，即建筑学院下设建筑系、城

市规划系、景观学系、建筑技术科学系。在教育

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于2003和2008年

先后两次公布的全国建筑学一级学科排名中，清

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专业均排名第一。

“四位一体”与教学体系

新世纪以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确立了“一

个基础、两点关注、三项结合”的办学思想，即

以人居环境学科为基础，关注国家建设前沿、关

注学科发展前沿，教学、科研和实践三结合。由

此确定以“人居环境科学”思想为指导，注重建

筑学、城市规划学、风景园林学和建筑技术科学

四位一体的学科架构和教学体系。清华大学建筑

学院主干课程“建筑设计”课，强调四位一体专

业知识的综合传授，突出四位一体专业理论课程

的四条脉络，贯通一至六年级各个教学环节，覆

盖本科、硕士及博士培养阶段的不同定位。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以国家级精品课“建筑

设计”为主干课程，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知识结

构及其专业水平，采取三个教学平台覆盖本科、

硕士阶段培养环节。一二年级为基础平台，以训

练基本的识图制图能力和方案构思能力为教学目

的。教学内容以建筑设计的基本原理和表达方法

为主。三四年级为专业平台，以训练专业设计表

达能力和分析能力为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以启发

类的设计专题为主，涉及建筑、规划、景观、历

史、技术五个专业领域，引导学生观察建筑现

象、发现建筑问题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设计方

案。五六年级为提高平台，以训练团队合作设计

能力和综合解决设计问题能力为教学目的。教学

内容为按不同专业组织设计题目，结合中外联合

设计专题和国内外设计竞赛，为学生提供多元化

的题目类型，增强其对整个建筑行业的了解。与

“建筑设计”主干课程的三个教学平台相呼应，

在一至六年级分别设置建筑学、城市规划学、景

观学和建筑技术科学四个课程系列，以及相应的

实践环节。

以建筑学为线索的专业理论课程，由建筑

美术系列课、建筑设计与理论系列课、建筑历史

与理论系列课构成，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

以城市规划学为线索的专业课程，由城市规划设

计与理论系列课构成，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课

程；以景观学为线索的专业课程，由景观规划

设计与理论系列课构成，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

课程；以建筑技术科学为线索的专业课程，由

建筑技术系列课构成，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课

程。以上述四个学科为方向制定的近百门课程

的教学体系，体现了“人居环境科学”四位一

体的学科架构，大大拓展了传统建筑学专业的

知识结构。

针对博士生培养，以跨学科的课程设置为

主导，鼓励博士生发展创新思维。博士生“培

养的核心在于知识创新和通过科学研究取得创

造性研究成果”。截至2011年1月，清华大学建

筑学院共培养了245名博士生。以吴良镛教授所

指导完成的32篇博士学位论文为例，有11篇以

“人居环境科学”为主题。他在博士生培养过

程中，在主张“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同时，

又大力提倡学科交叉融贯、鼓励创新，取得了

一系列高水平的博士论文成果，成为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博士生培养的范例。

从 “ 体 形 环 境 ” 思 想 到 “ 人 居 环 境 科

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走过了65年，一直在

国内保持领先，达到世界高水平（high standing 

in the world）。在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来

临之际，建筑学院将以此为契机，传承和弘扬

清华建筑教育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新时期建

筑教育的规律，为中国的建筑教育事业做出更

多贡献。

（朱文一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边兰春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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