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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华章
学生记者 杨立华

北京中轴线鸟瞰图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其前身——清华大学建筑系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于 1946 年 10 月创办，至今已走过了 60 余年

的发展历程。梁思成先生提倡的建筑“体形环境论”和吴良镛先生提出的“人居环境科学”先后成为引领中国建筑学发展的重

要理念。同时，在理论紧密结合工程实践的方针下，清华建筑人参与了中国各个发展时期的重要工程建设，从中走出了一大批

优秀的建筑人才，成为中国建筑界的中坚力量。

从“体形环境论”到人居环境科学
1946 年 7 月，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接受梁

思成先生的建议，在清华大学建立建筑系，聘请梁思成为系

主任，吴良镛为助教。在清华建筑学院六十多年的发展历史

上，梁思成和吴良镛两位先生的思想对清华建筑教育乃至中

国的建筑学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梁思成：“体形环境”树典范

“所谓体形环境，就是有体有形的环境，细自一灯一砚，

一杯一碟，大至整个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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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面合理适当的‘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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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广义的体形环境有三个方面的：第一适用。第二

坚固，第三美观⋯⋯本质的教育方针是以训练学生能将这三

个方面问题综合解决为目标。”

在给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信中，梁思成认为：中国已有的

大学沿用的是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的一套教学方法，颇显陈旧，

过于重派别形式，不近实际。他建议采用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tus）所创的包豪斯（Bauhaus）的方法。这种方法着重于

实际方面，以工程地为实习场，设计与实践并重，以养成富

有创造力之人才。他的这个思想一直贯穿于以后的工作中。

他博采众长并以自己的建筑观为核心，提出了“体形环

境（Physical  Environment）说”。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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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梁思成是最早把环境观念介绍给中国建筑界的学者。

梁思成认为，建筑师必须有广泛的文化修养。他说：“建筑师的认识领城

要很广，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

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是，本质的是，他应当是一位有文化修养的

综合艺术家。只有全面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学生的审美趣味才能上得去，否

则光练‘技巧’，作品必多‘匠气’而缺少‘灵气’与‘内涵’”。 

1948 年，他在清华的一次著名讲演中“援引某学者针对西方物质文明之高

度发展而人文教育缺乏，以致造成西方社会之畸形发展而作之反思，批评西方

社会为‘半个人社会’”。同时呼吁中国教育要“理工与人文结合”。其思想

至今日仍不失其警示意义。 

梁思成担任清华建筑系系主任长达 26 年（1946～ 1972），在他的培养和

影响下，清华涌现出一大批建筑领域的帅才，在那段时期更是为新中国的建设

做出了突出贡献。

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书新篇

梁思成与学生们在一起

吴良镛 1945 年受梁思成先生之约共赴清华大学协助筹

办建筑系，从此开始了一生为之奋斗的教育事业。吴良镛将

建筑学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于 1980 年代末创造性地提出“广

义建筑学”理论。 “广义建筑学”的核心思想就是“要从建

筑天地走向大千世界，要展拓建筑学的学术事业”，认为建

筑的内容，概念必须扩大，要从更大范围和更高的层次上构

想一个理论的框架，以进一步揭示建筑的重要性、科学性。

有评论认为：“‘广义建筑学’的提出与发展引领了这样一

条道路：中国的建筑发展需要发展理论，发展中国自己的理

论，而中国的理论必须将古今中外的学术经验结合起来。”

在此基础上，吴良镛进一步提出“人居环境科学”。它

以乡村、集镇、城市等所有人类聚居环境为研究对象，着重

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

体，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等各个方面，全面地、系统地、

综合地加以研究。吴良镛可谓是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奠基人，

面对我国城乡建设的复杂性、整体性，他在已有的人居环境

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构了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体

系、学术框架和方法论，成为指导我国城乡规划与建设的理

论基础。

1999 年，国际建筑协会第 20 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

召开，会议通过了吴良镛起草的《北京宪章》。《北京宪章》

是对 20 世纪百年建筑的总结和对 21 世纪的建筑展望，被公

认为是指导 21 世纪建筑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献，标志着吴良

镛的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说，已被全球建筑师普遍接受

和推崇。

吴良镛始终秉持城市规划和建筑学是致用之学的观点，

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条件参与建设实践，努力解决中国城乡

建设的实际问题。他主持和领导了多项重大区域研究课题，

包括长三角、滇西北、京津冀以至国土层面的空间规划研究

等，既创造性地解答了现实问题，同时也整体推进了中国建

筑学与城市规划理论研究的方法、深度和广度。

吴良镛 人居环境科学学科框架

建筑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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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走出的院士

60 余年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共培养了近 5000 名毕业生，他们在国家建设岗位上、在国际建

设舞台上辛勤耕耘，涌现出了一批建筑大师、两院院士、学术名家，造就了一批中国建筑事业各个

时期的领军人物，对中国建筑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迄今为止，建筑学院的教师和毕业生中

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11 人，占建筑领域院士总数的 50%。

院士 简介

梁思成 

1915～ 1923 年在北京清华学校学习。1948 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中国著

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曾参加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

等的设计，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此外，他还筹办了清华大学营建学系，

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吴良镛

（两院院士）

1944 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1946 年协助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1948~1950 年在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

设计系学习，师从著名建筑师伊利尔·沙里宁，获硕士学位。1950 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至今。1980 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5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主持参与多项重大城市发展战略、城市规划研究项目，多项城市

设计、建筑设计项目及重大科研课题。由其提出的广义建筑学、人居环境科学对建筑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

究进行了重要的理论探索。

周干峙

（两院院士）

1952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1991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4 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建设部副部

长。建国初期，具体负责编制了西安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为中国早期城市规划的编制树立了一个样板。此后，参加指导

并组织编制了上海总体规划以及地震后的唐山市、天津市重建规划、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他提出了“滚动、灵活、深细、

诱导”的城市规划指导思想，提高了城市规划的深度和广度，发展了城市规划理论。

关肇邺

1952 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留校任教至今。1995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现代建筑和中西古典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方面

有深厚基础，在设计技巧上有很高水平。近年来在探索具有时代特征、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新建筑方面，取得高水平成果。许

多作品获得国内外重大奖励，其中“清华大学图书馆”获国家工程设计金奖，“北京地铁东四十条站”获首都 80 年代十佳建

筑奖。

李道增

1952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建筑系系主任，建筑学院首任院长。1999 年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对建

筑设计有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广泛的实践，专精于剧场设计。1958~1960 年曾主持设计“国家大剧院”与“解放军大剧院”（均

因国家经济困难未建）。其设计的天桥剧场方案曾获首都十佳优秀公建方案第一名。

傅熹年

1955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1994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

研究所研究员。一直从事中国建筑史研究工作。1956~1957 年协助梁思成进行《北京近代建筑史》研究，上世纪 60 年代参加

浙江民居和福建民居的调查研究即《中国古代建筑史》编写工作。后侧重于汉晋南北朝隋唐建筑的研究，重点探讨历代规划

布局和研究方法。

张锦秋

1960 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保送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历史和理论研究生，师从梁思成、莫宗江教授。1966 年至今在中国建

筑西北设计研究院从事建筑设计。1994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主持设计了许多有影响的工程项目。多年来，她的设计思

想始终坚持探索建筑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其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并注重将规划、建筑、园林融为一体。 

王瑞珠

1963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2003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员、学术顾问。主攻建筑理论、

城市及建筑史、历史环境保护及规划。所编撰的《世界建筑史》系列是在实地考察和收集原始素材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最

新研究成果撰写的多卷本世界建筑通史。已出版的几卷获华夏建设科技一等奖。

马国馨

1965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1991 年获工学博士学位。1997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建筑师、

副总建筑师。主持和负责多项国家和北京市的重点工程项目，如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首都机场新航站楼、

停车楼等，在设计中创造性地解决技术难题和关键性问题，为工程的顺利开展和建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建筑历史、建筑理论、

建筑规划、景观设计、建筑评论等领域进行了富有开拓性的工作。

吴硕贤

1970 年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毕业，1984 年获博士学位。200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建筑技术科学

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建筑环境声学的教学与研究。系统提出城市交通噪声预报、仿真及防噪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在我国这

一领域作了开拓性工作；首次阐明声学虚边界原理，推导出混响场车流噪声简洁公式；建立居住区环境质量评价科学架构；

提出扩散声场仿真新方法和评价厅堂音质的新方法、新指标及计算公式，较好地解决了国际上 20 多年未解决的问题。

江亿

197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工系，1985 年获博士学位。2001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是人工环

境工程学科的倡导者之一，系统地参与了该学科基础理论、基础方法的建立和发展，完成了多项核心技术研究并直接主持了

上百项人工环境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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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创新──有影响力的建筑设计

【人民英雄纪念碑】

1952 年，梁思成任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兼设计组长，主持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吴良镛、莫宗江

为设计委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个国家级公共艺术工程，

1949 年 9 月 30 日由毛主席亲自奠基，1958 年 4 月 22 日落成，

同年 5 月 1 日隆重揭幕。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中，争议主要是以碑为主还是

以塑像为主，最后采用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先生“以碑为

主、把群像作成浮雕围绕碑座”的方案。在结合了多处古建

筑外形的基础上，梁思成带领设计组设计形成了纪念碑的雏

形。他还在碑顶上破天荒地加了“小屋顶”装饰，后来被广

泛运用到各种新建筑物之上。

【北京十大建筑】

为迎接 1959 年国庆十周年，展现我国建国十年的建设

成就，1958 年，中央决定在北京兴建十大建筑。清华大学建

筑系师生积极投入到国庆工程的大型设计项目中，参加了人

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和民族文化宫的方

案设计，完成了国家大剧院、科技馆、解放军剧院的方案和

技术设计，并培养了一批熟悉大型工程的建设人才。从此，

理论结合实践、教学结合工程设计便成为清华建筑学院的优

良传统，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当时，参与设计的有梁思成、

吴良镛、汪坦、刘小石、赵炳时和胡允敬等老师，还有建 0

和建 9 班的一些同学。他们当中，后来走出了很多杰出的建

筑师，如张锦秋、郭黛姮、张家璋、陶宗震、冯钟平等。

建筑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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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儿胡同改造】

上世纪 80 年代，吴良镛先生为了保持北京城传统肌理，

开始了传统街区的规划工作，提出了城市“有机更新”理论。

他根据这一理论设计的菊儿胡同住宅，用二、三层的单元楼

围绕原有树木作为庭院，形成“类四合院”，既与传统建筑

文化一脉相承，又符合现代化的人居要求，充分体现了“天

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对“人居环境”很好的诠释。该设

计获得了联合国 1992 年世界人居奖、亚洲建协优秀建筑设计

金奖。

【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

关肇邺作品。强调“重要的是得体，不是豪华与新奇”，

“在保持清华园中心区建筑的传统特色的同时，赋予新馆以

时代的特征；力争减小新馆在构图上的分量以尊重大礼堂在

建筑群的中心地位和图书馆老馆的历史价值”，用“争当配角”

的设计思想巧妙地解决了建筑群的总体关系问题，使得建成

后的新馆与老馆浑然一体。该设计被视为巧妙融合传统与创

新的优秀建筑设计之一。

【陕西历史博物馆】

张锦秋设计。世界著名的《弗莱邱建筑史》记载了这样

一段话：“中国女建筑师———张锦秋建筑之优雅，集中体

现了中国文化。”在建筑创作中，张锦秋追求传统与现代相

结合，形式与功能相结合、科学与艺术相结合。她主持设计

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以“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

隅崇楼”为设计章法，在落成之际就被世界教科文组织确认

为世界一流博物馆。20 多年来，张锦秋主持设计了古城西安

许多被誉为“新唐风”的经典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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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剧场翻新设计】

李道增作品，完成于 1987-1991 年。新天桥剧场是在老

剧场原址上新建的。新天桥剧场在建筑设计的创新与文化传

统的继承、地方文脉的演绎、高标准专业品质的保证等方面

进行了成功的尝试 , 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水立方】

中方设计师王敏、胡晓鸣。水立方突破性地采用水泡设

计和 ETFE 膜结构技术，以其简洁纯净的造型和环保先进的

科技成为百年奥运建筑史上的经典案例。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主设计师胡洁。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以自然山水园、龙型

水系、五千年文明大道等为设计特色，集中体现了北京奥运

“绿色、科技、人文”三大理念。

【桥上书屋】

李晓东设计。桥上书屋位于福建省平和县下石村，是在

跨越溪水连接两座土楼的桥上建起的一所希望小学，同时也

是图书馆和村民活动中心。设计巧妙地以一个“节点”激发

了社区的活力，同时，现代化的设计与传统的碰撞产生了令

人印象深刻的效果。2010 年获得世界著名建筑奖项阿迦汗建

筑奖。

建筑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