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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大师的东北大学情缘

○张广宏

提到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

很多人会将其与清华大学联系在一起。毕

竟这对学术伉俪在清华教书育人多年，共

同创办了清华建筑系，梁思成先生还在清

华度过了8年的学生生涯……

然而，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两位先

生还与另一所高校有着一段不解之缘，这

就是东北大学。林徽因是东北大学校徽的

设计者，她还与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创立了

我国首个建筑学系。身为建筑教育史上的

一代宗师，他们在东北大学美丽的校园里

上演了一段精彩的故事。

梁思成与林徽因早在1918年就相互结

识。1924年7月，两人比翼双飞，来到美

国求学。1928年4月，二人完婚后，在欧

洲蜜月旅游，同时对西欧各国古建筑进行

实地考察，并准备回国。

梁思成夫妇旅欧期间，时任东北大学

校长张学良正在积极网罗留欧贤才。是

时，东北大学拟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

筑系毕业生杨廷宝担任建筑系主任。但杨

廷宝已接受了上海一家建筑公司的聘请，

不能北上赴任，于是他向校方推荐梁思

成，并就此事与梁启超商量。6月19日，

梁思成夫妇正在旅游考察途中，东北大学

先将聘书送到梁启超手里。热爱祖国、时

刻关心国家安危的夫妇二人也决定到东北

大学施展报国之才，实现报国之志。

1928年8月18日，梁思成与林徽因结

束了欧洲旅游考察，回到了祖国。不久便

赶往东北大学上任。到沈阳时，东北大学

工学院院长、梁思成在清华大学的校友高

惜冰已在车站等候。高惜冰告诉梁思成：

“你已被任命为建筑学系主任、教授，建

筑学系已招收了一班学生，但一个专业教

师都没有，也不知该开些什么课，一切都

等你们来进行。”创建中国第一个建筑学

系的重担，就这样落到了梁思成夫妇身上。

在东北大学的第一学期，梁思成既当

系主任，又当主力教师，既当学者，又当

勤务员，系里的大小事情都要他操心筹

划；林徽因既当教师，又当丈夫的助手，

还要操劳家务，什么事情都少不了她。由

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留学于美国，所以在教

学上完全采取英美式的教学方式：在学派

上以“美学与技术综合”为主；在方法上

采用师带徒，座席不按年级划分；在学制

上设计课不随年级走。整个建筑学系开设

的课程，基本上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梁思成与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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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万字的书稿是梁思成讲课时的自编教

材，全文异常简洁，貌似当时讲课时的提

纲，实为研究中国建筑史过程中的一个重

要的“里程碑”，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中

国雕塑史》。

遗憾的是，一个好端端、蒸蒸日上的

建筑系，因“九一八”事变而夭折了。但

是这个仅仅存在了三年的建筑学系，却培

养了一批像刘致平、刘鸿典、张溥、赵正

之、陈绎勤等一批卓有成就的建筑学者

和大师。“九一八”事变后，没有建筑系

的东北大学师生背井离乡，从此开始了流

亡生活。直到日寇投降，东北大学迁返沈

阳，并在半年后恢复原东大的建筑系。

此后，在1956年院系大调整中，东北

大学建筑系整体搬迁安排到西安，现在的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前身就是当年的东北大

学建筑系。此时，梁思成、刘崇乐、傅

鹰、蔡方荫等曾在东北大学任教的几位

教授，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

士）。

2000年，东北大学创办城市规划系。

2007年，新获批准的建筑学本科专业开始

招生，2013年，东北大学江河建筑学院正

式成立。东北大学这个中国最早开设建筑

学的高校，在历经风雨之后，终于实现了

建筑学火炬跨时空的交接。

2018年10月30日，在纪念梁思成先生

创办中国现代建筑教育90周年之际，东北

大学在江河建筑学院建成梁思成纪念馆，

详细介绍先生对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卓越

贡献，切实用先生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

先生的优秀精神教育人、用先生的建筑素

养启迪人，为推动学校一流大学建设注入

不竭动力。

（来源：《中国科学报》2019年1月10日）

系课程相同。

梁思成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1930年
末，建筑学系期末考试有个学生私携夹带

作弊。梁思成知道后，立即做出决定：凡

建筑学系学生，不论月考、期考，如查有

夹带或互相通融事情，立即开除学籍，永

不得回建筑学系学习，严格施行，决不宽

待。从此，建筑学系学风特别严谨，学生

刻苦认真，考试再未出现舞弊事件。

1929年夏天，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留学时的同学陈植、童寯和蔡方荫，应梁

思成和林徽因之邀，也来到东北大学建筑

学系任教。老同学聚集一群，志同道合，

把建筑学系搞得生气勃勃。1929年，张学

良设奖征集东北大学校徽图案，林徽因设

计的“白山黑水”图案在众多的设计作品

中，以其象征东北地理特色及其气魄的长

白山和黑龙江而独受青睐，成为东北大学

的第一个校徽。

梁思成主讲“西方建筑史”“中国建

筑史”。由于学时所限，一部西方建筑史

在一学期内就得教完。于是，梁思成在简

明扼要地扩展提纲的基础上，结合构图技

巧，对不同朝代的建筑在比例、尺度、对

比微差等规律上作多维度的分析讲解。在

教授西方建筑史的同时，梁思成开始着手

搜集中国建筑史的有关资料。当时国内尚

无成本成套的中国建筑史和图册，德国人

布什门伦对中国明清时期的建筑作过局部

的剖析，而日本人伊东忠太所撰写的中国

建筑史中的插图里有不少日军手扶军刀站在

中国古建筑前面的留影。这些令人不快的历

史，使得梁思成十分气愤。他决心以自己的

实际行动去完成一部真正的中国建筑史。

1930年，梁思成在东北大学教学的过

程中，撰写了《中国雕塑史》，这部约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