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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国 美国联络处参 ，正式成为一名

外交官。1975年5月他回到国内，先后任外

交部国际 副 长、美大 副 长。

1982年3月， 次 美，为中

国 美大使 公使衔参 ，1985年 任

中国 济大使，并 任 基里 斯和瓦

努 图大使。1987年，他成为中国 英国

大使。

1991年1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

斯· 利亚尔宣布任命 为联合国

副秘书长，主管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他

是继 、毕 、 启美后，第四位

来自新中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

1992年，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决定

进行改组，将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科技

发展中心、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跨国经济

中心、总干事办公室合并成一个部门，一

共有1000多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部，

是负责这个部门的副秘书长。

1996年， 任期届满，回到国

内，担任中华全国 国华 联合会副主

席，直到2005年 任。

在 起当外交官的体会时， ：

“关键的关键，是要 于自己的国家。”

（转自“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

2020年5月3日）

2020年 3月 19日，中国共产党优秀
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建筑学
家、建筑教育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首任院
长李道增同志，因病不幸逝世，享年 90岁。
李道增院士在建筑学理论和设计实践

两个方面均有深入而广泛的探究，并取得
了卓越成就。坚持中国建筑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提出了“新制宜主义的建筑学”理念。
主持设计了清华大学建校百周年纪念性建
筑清华大学百年会堂——新清华学堂、校
史馆、蒙民伟音乐厅，以及中国儿童艺术
剧场、北京天桥剧场、台州市艺术中心等
重要文化建筑工程。
从青年意气风发到两鬓斑白，热爱可

抵岁月漫长。他一生耕耘不辍，在建筑领
域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有人住
高楼，有人处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

追思“建筑仁者”李道增
○张  静

身锈。世人万千种，浮云莫去求。斯人若
彩虹，遇上方知有。”感动于先生的追求，
钦佩于先生的坚持，希望能在一代建筑大
师的剧场空间和设计维度中见天地，见人
生。谨以此文纪念敬爱的李道增先生。

李
道
增
院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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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2012新年

会在新清华学堂拉开帷幕，这也是这

场的首次试 。远远望去， 色的

形建筑优 端 ，与 年的园子完全融

为一体。 台上学生 术 正在

，观 无 席，一位 者 在

前 ，和全场观 一 如 如 。他就是

这 建筑的总设计师——李 。

包括这 场在内的一组建筑——新

清华学堂建筑 于2011年落成， 是

李 先生的 之作，也是他献

给清华 年华 的礼物。建设过程

中，八十高 的他多次亲自到工地

视，对工程施工质 其关 ，他强

调：“这是 年建筑，一定要保证质

。” 队一开始就坚持综合各方意

见，不断进行设计优化，比如取 了

新清华学堂的电影放 功能，将建筑

声学 响时 定在1.6 1.7 ，实现

了综合歌 院的专业声学 果等。

2012年4月8日，新清华学堂正式

启用，当天中国爱 应邀举行首

场 会。 出后， 家余 动

地 ：“这是非常专业的 场，我

为清华有这 的 院感到 喜！清

华有伟大的建筑系！”

李 17岁进入清华，一生致

力于 场建筑的研究，在 人 青

心里，先生无 为 校亲手设计

一 最好的 场。

“凿户牖以为室”

李 从小好学善学，是李

章所在的李 家族中公 的学

。1947年，李 以高分考取了

清华大学电机系，后 入建筑系。

因从小喜欢 ， 建筑专业 是一门综

合性的学科，他的物理学基础和美术爱好

得到了 好的发 。

1946年， 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清华

创建了建筑系。1947年 ，梁思成刚刚从

美国回来不久，李 进入建筑系学

。梁思成 部创中国 建筑研究之先

的《中国建筑史》让李 着了 ，人生

这 调 了船 。

1956 年，梁思成（中）与李道增（左）、林志群

参加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时合影

2014 年 9 月 5 日，李道增院士观看“书香之夜”

教师节专场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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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给我们讲建筑史的课，《中

国建筑史》教 也是他写的。书的大意是

，建筑活动是以其地域、时代、

件和当时能 提供的物产、 的 种数

，更不自 地受到同一时 的 术、

文化、技 、 识、发 的影响， 建筑

本身的 、形体、工程 术 是民族

文化兴 的一面 子。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的建筑，将最准 地 这个国家、民

族物质精神继 开来的面 。他期望的建

筑是人对于 市寄 的一种美好理 的

求，使 市成为人们思 精神的载体，得

到 术上的 华。”

李 回忆，梁先生在我们新同学入

学的迎新会上讲了一个小 事，我一直记

得。他当年在美国，作为中国代表，

多专家商讨联合国大 的建设方案，

了美国现代建筑大师 特，这位大师非

常了不起，是唯一一位上美国 的建筑

师。 特见了他以后，第一 话就问他：

“ 为 要到美国来学建筑 们中国

伟大的 学家 子，两千年前就在《

经》里把建筑的 学问题讲 了， 建筑

是空 ， 非实体，实体包涵的空 才是

建筑中的主 。《 经》的原话 ，

以为 ，当其无，有 之用。 户

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有之以

为利，无之以为用 。”从 个时 起，

这 话才在建筑界 开，变成了历史名

言，大大地长了我们中国人的志 。

当年的清华建筑系只有二十多名学

生， 梁思成和林 因两位先生 教

不含 ，重国学也重专业，重理论更重实

。他们在设计课中 进了现代建筑的理

论， 试用包 斯新学 中的一 观 大

改革 学院 的教学体系和内容。李

从一年级开始学“ 图案”， 代

典建筑中的五种 式。这在当时，可

开全国建筑系之先 。

梁思成 十分重视加强学生的文化

术 养， 为只有这 才能全面提高学生

的审美 。如果只顾 “技 ”， 术

作 多“ ” “ ”与“内

涵”。他 ：“建筑师应当是在日常生活

中最 感的。建筑师所见到、 到、感

到的东西比一 人多 深，因此比一 人

也多一层美的享受。要善于体验，善于观

，善于分 ，处处 学问。”这 让

年 的李 受 良多，也为他日后在建

筑设计中使建筑与文化融合在一起 定了

基础。

1952年，李 毕业留校，先后担任

梁先生的秘书 教、教研室主任、系副

主任、系主任。他选择了过去国内 有人

及、 称为建筑界重工业的 场建筑作

为毕生主要研究方向。1988年清华大学成

立建筑学院时，他担任了首任院长。

“一生的剧场”

1958年，为 祝建国十 年，国家大

院的建设 提上议事日程。几经评

比，最 选中了当时年仅28岁的李 主持

设计的方案并委 清华大学作为设计单位。

然 ，设计工作一开始 面临重重

， 场工程要 及声学、 、 台机

、建筑设 等多方面的 识，可当时国

内 现代大 场设计经验，也 有

相应的设计 ，可 的仅有 联和民

主 国的 场设计。 是白手起家， 李

和他的同事们 是迎 上。他们

遍了图书 里所有外国杂志、图书，在

取国外 场设计经验的同时， 开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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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工作。此外， 广 求 名 术家们

的意见，不断 改完善设计方案。

人 青介绍 ：“当时李先生刚

了讲师，带了12个高班同学，就是毕业班

的同学（来做这个设计），就这 多人。

时 一天等于20年， 的， 干，

日 。”

清华大学从建筑系、 系等 调了

三 名精 强将，具体设计方案及图 全

部如期完成。可到了 动工的时 ，

因经 。这一等，就是40年。

20世 80年代后，国家大 院项目

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李 参与可行

性研究设计，提供了 好的设计参 。

1998年4月，在京开始举办国家大 院建

筑设计的国际邀请 。经过数 的设计之

后，仅 下几家国内设计单位与国外的设

计事务所。这几家国内外设计单位分别组

队联合设计，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与法国安

领衔的 机场设计公 合作。在合

作过程中，两家单位分别出具自己为主的

方案，相 建议对方方案。为此，清华

队的主要成员（李 、 绍学、朱文

一、 、 东、 向东） 到

问，与安 队协商。

“ 场的 典主义的精 深深地

在李先生的心中。 格的几何关系构图、

精细的立面细部、丰富的 塑、空 秩

序、功能应对， 是李先生在 场设计中

坚持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向

东回忆 ，“ 次参 过程中，我们参观

了 数个 场，其中有 歌 院、

士 歌 院。在 歌 院，李先生 动

常，我 ，他 于亲身体会了这个神交

已久的经典 场。”李 兴奋地不 拍

，给大家讲解这个 场设计的 事。院

方带领 队在歌 院 台上上下下参观，

李 不顾年事已高和自己的身体 况，

坚持与年 人一起 上 歌 院的台

参观。他看得 细，问得也 专业。

时 是青年教师的 向东在一 着，感

上了一堂生动的 场课程。

最 李 提出了一个结合 教坛

和九 格构思的设计方案，得到大家高度

可。这个方案的主要 场布 然是他

在80年代可研方案时的 式，三个 场一

开，南北 向。 是此时的新方案

设了一个 形的巨大围 ，围 是巨

大的水面，围 、水面、 场三者之 构

建了复杂丰富的室内外空 ，与 的环

具有良好的 合关系。同时，方案本身

也高度结合了东西方文化的内在精华，无

论在形式上 是在空 上， 有西方 典

建筑的 ， 有东方建筑文化的 ，

了其高 的设计水平和学术功 。

在这 心 的竞 过程中，李

几 出了全部身心，期 多次重

病， 至危及性命， 是 不能

他参加竞 的决心。“ 然最 未

能作为实施方案， 是这个方案 了

先生不断突 自己的 求，让人 然起

。” 向东 。

从 立的 方刚到 的“从心所

”，40年的等待并 有 李 对

建筑的热爱。无论是设计国家大 院、天

场、 术 院 是后来的新清华

学堂， 当有了任务，他 于其中，

、 日 地工作，“对设计达

到 的 态” 当讲解 场设计理

和构思时，他总会结合 的发展

来，双 发 ，表情丰富、手

， 个人 也融入了 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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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家的表 之中。

人 青 问先生：“做了这 多

（建筑）， 最喜欢 个 ”李 回

答 ：“盖起来的我 喜欢， 有盖的，

我 然 ， 是我也 喜欢。”

纳小，所以成其深

微，所以就其博大。一切成就的获得 是

李 多年 稳努力、日 月 的结果，

《西方 场史》专 是最好的 证。

自1958年始至1999年，他 集四十余年国

内外 问、调研所得的学术 ，出版了

这部150余万 、近1500 图的

作。 书 跨 与建筑两个学科，融人

文与科技于一体，史 实， 公 为是

他对 场研究所作的重要贡献。

“建筑师得像裁缝一样”

20世 80年代，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思

在国内开始热起来。 在80年代 ，李

就在《建筑学报》上发表的论文中

出，中国的建筑应 走结合国情的因地制

的 ，并提出“新制 主义”的理

论观点。这一观点 为是我国 个时期

关 生态和可持续发展，并上 到理

论高度的学术思 之一。李 主张“因

地、因事、因时制 ”， 求在历史、人

文和自然环 共同作用下，把人和 子的

自然关系调 到最 态。其设计思

括出来 是“情理之中，意 之外 得体

切题， 容并蓄 在 与不 之 ，且

强调细部设计”。

在 个年代里，我国新建和改建 场

达数 个，连一 也 有了大 院，

其中60%以上 地面 在1万到5万平方

之 。 李 看来， 场 太大并

不可取。他一生坚持，建筑师得像 一

，讲究“ 体 ”，神 于形。“有

多建筑师他不 于做服务工作，好像是

我的，这 过来了。”李 。

获“首 十 优秀公建方案”第一名

的天 场方案， 是“新制 主义”思

导下“ 体 ”的作 之一。“酒

族 天 市，多 人不忆家”是当年

对天 “场所精神”生动的写 。李

为，天 留在 北京 海中最突出的

印 ，就是下层平民 重要的活动场

所， “杂”且“精”，为以杂取胜、以

精取 、中西合 、 洋结合的民 文化

发 地。因此，他运用了 、 快、

大方、 重， 丰富、细 、活 、可亲

的 有北京地方色 与时代精神的造 手

法，来表现 场的高 与民 相结合的

术特色。

在考 观 关系的同时，李 将

场看作一个复杂的、需要经 的综合

体。在天 场的设计中，他多次带着

队与 名 术家 等 多使用

方讨论设计，非常 重使用方的意见。了

解到 员在上场前需要热身，因此

将一个大 安 在 台后方，化

布置在 围，以方 等待上场的 员在

热身、就近上场 考 到 场接

时 员的 和 ，主动提出 设

员 和 等等。这个做法也为随后台

市文化 术中心的实际使用起了 好的

作用。

台 市文化 术中心位于台 市新区

文化广场东南 ，包括一个1080 的 院

和培 中心等一系 文化设施。建筑的天

际线与 围 水环 的 线 相呼应，

分体现文化 术类建筑的特 ，造

活 。使用当地 做为主要外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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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 体、内外 院相

组合成 自由的建筑 体，运用水面、

塑、 面组织外部空 ，多种 术

形式的交 融合使文化中心的 术主题更

加突出。同时重视广场上四 建筑之 的

总体协调，并利用 、 、 一 质等共

同的造 素 造 多 一的总体形

，是对以西方现代建筑语言表达中国建

筑空 特质的一次探 。

李 安全、实用、经济、美观

的原 ，结合台 实际情况，回 建筑创

作的基本原点，建成节地、节资、节能的

多用 文化 术中心。运 以来，台 市

文化 术中心已达到全年满负荷 出并自

负 ，与一 求大求全、求特求 、

靠政府 运 的 场形成 对 。

对于学术和创作，李 总是以最

满 情的 态去 收、去 、去 研、

去 播，时刻关 学科前沿和热点问题。

1982年即发表过 合可持续发展思 的论

文《重视生态原 在 划中的运用》，

1985年在国内领先开设“环 行为学

论”（已出版同名 作）学位课程，将研

究领域 展至可持续发展生态建筑。

作为建筑学院原院长的他， 是一位

理 、 清 的学科带 人，“一

个学校不能随波逐流，应 成为 南针、

智 ， 导发展。”李 总和学生们

讲：“梁先生 ， 建筑师的 识领域

要 广，要有 学家的 、社会学家的

、工程师的精 与实 、心理学家的

感、文学家的 力 是最本质

的，他应当是一位有文化 养的综合 术

家 。”他从梁思成 里继承了清华建筑

办学的思 ，也用这一思 领导清华建筑

学院的发展， 导学生成长成才。

“春风化雨乐未央”

李 对学术的 ，是他的学生们

分领教的。

建筑学院现任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教授，博士在读期 日本千 大

学进行博士生联合培养，专攻“建筑计

”。建筑计 （即建筑策划）是关于建

筑设计前期研究的工作， 及各建筑相关

因素的分 、评价和论述，其目的是研

究、 纳和分 推导出建设项目科学合理

的设计任务书以 导建筑设计，避免建

设项目在一开始出现的 。近几十年

来 研究在西方兴起， 称为Architecture 

Programming，开创了建筑学领域的一个

新的学术方向。尽管英文和日文对其 已

有 的文 表达， 在中国 是 不

，如何定义和 的中文表达，李

非常 和 。

“先生 为这是建筑学的学术问题，

更是一个学科发展的体系问题。”当时

的论文已经有了基本 形，李 在

和他多次的通 来中一直探讨 题的

表述，“事实上就是对 研究方向和理

论体系的中文名 表达的讨论。当时对

Architecture Programming（建筑计 ）台

已经有学者 为 划和计划 ，为

此先生参 了大 的英文、日文资 ，了

解国外发展的 ，并结合中国的国情进

行分 ，特别邀请当时任建设部政策研究

中心主任的林志 先生和建设部设计

长张 两位资深学者一同探讨中文名称

的界定问题。经过 重地分 ，最 定

建筑策划 的中文表达， 我的论文题

目《建筑策划论——设计方法学的探讨》

也就最后 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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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策划的理论也因此受到国内建筑

界的关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实 和理

论 ，建筑策划已经成为当今建筑学学

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 识组成，成为

建筑师考试中一项重要的 识要点，建筑

策划也 纳入《建筑学名 》。

图是建筑的基本功，学生们

李先生做设计、 图 好 快，是一位身

技的“高人”。天 场地处 市，

且地 ，如何将复杂的功能和空 安

当 李 将方案草图 制得非常细

致，将 的草图 盖在有网格的

或 图上进行工作。多数草图

是用 完成，有 线 也有 水线

， 改之处的 显，或者用 改

盖后 ， 至 部 上 外一张 继

续 。

在1993年后，计算机应用开始进入到

设计领域，李 地 到 将对建

筑设计带来的巨大影响，从自己的科研

经 中出资 当时最好的计算机，让

学生们学 使用。 他 然是 着 常

工 的手 草图，让学生在计算机上 制正

式图。

“李先生 有兴 地 在我们一 ，

着 幕，看着我们点击 、 击键

、将图 入，时不时提出 正意见。当

看到 幕上一 有 的 图命 行结果

时，李先生会天 地 不可支。他常常

一 就是 天， 至一 天。” 向东

。

“ 得 成 后 ,为 为

。”不善言表的李 ，总是这 把对

学生的关爱 融在行动之中，学术上

求实 有丝 的 ，精神上给予 分

的理解和 。

1993年， 美 期考 。李

后 高兴， 心地向他介绍应 去

个学校 问，去 个建筑参观， 给他

写下了小 子在美国的 地 ， 可

以去 里 ，并细心地

、到 站下 、下 站的情 和地

点特 ，同时给他看小 子的 和家人

的 ，关 之细致 深深感动。

动容地 ：“后来 李先生

为此专门给他的小 子打电话， 他我

的详细行程，以及 他到 站去接我，

我一个人人生地不 不清方向。他就

像长 出远门的 子一 ，事无巨

细，详尽 到。”

“ 人 国，方九里， 三门。国中

九经九 ，经 九 。 社，前 后

市，市 一 ” 十余载 ，李

同清华大学建筑系一 走来。前人

，后人 。系 新 ， 然青

。 评为校级精 课的“环 行为

学”交 接力 ， 然书声 。上

教案工 写， 里 影 张张

精美，建筑学院的办学理 在师生 代代

承。 年学堂 开新 章， 然是师生

心中最向 的 术 堂。 时 里，

起 学子心 对美的 望。

“学校 年 的第二天，我正在清

华设计院门 等人，突然身 有一 电

单 疾 来，我定 一看， 了一 ，

原来 人是李先生。”

回忆 ：“我原本以为是李先

生心情高兴， 尔 着放 一下，可

以后电动单 就成了李先生上下班的代

步工具了， 且 行的 度并不 。要

时的李先生已经是81岁高 了。”

者，为也欣欣， 也融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