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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赖德霖教授2019年10月12日
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的“归成——
中国近现代建筑研究与宾大建筑教育学术
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内容有所修改和
补充。

关于毕业于美国 法 亚大学的第

一代中国建筑师这个展 ， 师一开

始就 我商 ，了解我的一 法。他

对我做了 ，其中内容大家可以在 像

里看到。 是当时我并不 这个展

会 回到清华，所以我 的内容主要是针

对在南京的展 ， 视了清华的部分。这

次是第三次展 ，在清华举办，邀请我来

参加这个研讨会，我就 到应 把

这 学生在清华受到的教育做一个

介绍，来探讨清华 校的教育对他

们日后事业的一 影响。

从展 中大家可以了解到，这

出自清华学校 留学 法 亚

大学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对中国近

代的建筑设计（代表者如杨 宝、

深、陈 、 、梁思成）、建

筑教育（如梁思成、陈 、 、

文、王华 ）、 市 划和设

计（如梁思成），建筑学术（如梁

思成、 ）、学会（如梁思成、

杨 宝、王华 ）、历史 产研究

与保护（如梁思成、 、杨

宝），以及建筑行政（如 文）

ϷκĄஷഉą⨧
清华 园 家

○赖德霖（1980 级建筑）

作出了 大的贡献，可以 他们是第一

代中国建筑师精英中的精英，对中国建筑

现代化的影响非常深远。 是我们不能

， 有 多 年出自清华的建筑留学

生， 如 直、 大 、 俊、 家

、张 、 、 振英、张 ，他

们大 是清华学校的毕业生， 关 声是

清华学校 留美自 生，也与清华有

缘。他们 然并非留学 大， 对中国建

筑的现代化同 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 有一 与清华有关的建筑工程

师，如 方 、杨 、 、 次 、

李 ，他们有的是中国建筑师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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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中国工程学会的会员，当年 是非

常 名的结构工程师。结构工程师

也是清华学校的毕业生，今天在 的 位

可能 不 他是 ，我至今也 能 到

一张他的 像 ， 是如果我 时 院

士是他的学生，大家就会 他 重要。

事实上，他们的贡献并不 在建筑

界。图1这张 是中国科学社成立时的

一张合影， 于1914年。其中有非常 名

的人士，如前 3是任 ， 5是
任， 6是杨 ，后 4是 适。 中

1 有一位学建筑 过的人，他

就是 直。这位南京中 和广 中

堂的设计者 是中国科学社的成

员，这个事实过去中国建筑界 不 。

直在1929年去世后不到三个月，

国民政府 颁 对他 奖。这是民国时

期的国家级奖 ，在1949年之前， 是唯

一一位获得 奖的建筑师。1949年以后

有一位建筑师在台 获得这一奖 ，他就

是关 声。二人 是清华校友，非常值得

校师生自 。表彰关 声的 奖 他

“学成 国，服务社会，贡献 多。

比年对海外 之联系，与手工业之推

广， 力以图， 收 。更热心体育，

培 人才，选拔所得，于国有 ”。关

声在台 有“ 之 ”的美 。 奖

最后一 话是称 他在1949年后对台 体

育事业的推动，可见其贡献已经 越了建

筑的专业 。

在1930年代中国的国 运动中，这批

与清华有关的留美建筑家 宣 和

推广国 建筑 。如1936年的中国建筑

展 会常务委员中就有 俊、 深、 大

、 （1895— ，1917年清华学校

官 留美，1918年获康 尔大学 工程

系硕士学位）和梁思成。关 声和 深

担任了 集组的正副主任，林 因和 大

担任了陈 组的主任。展 期 ，梁思

成和 对公 做公开讲 ，梁思成讲

“中国建筑结构之变 ”， 讲“现代

建筑”。

总 言之，这批清华毕业或与清华有

关的留美建筑家对中国建筑和社会的贡献

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展 ，不仅

要了解美国的教育对于这批中国建筑师有

多 大的影响， 且 有 要思考，为

这 多对中国社会和建筑的现代化作出

如此巨大贡献的人 与清华有关 所以我现

在要讨论清华 校对他们事业发展的影响。

在开始之前我先介绍1921年出版的

《清华 （本校十 年 号）》。在

这期专 里， 者介绍了当时清华学生在

智体三个主要方面所取得的一 成 。

其中 育 首，内容包括自治、社会服

务、爱国运动、 ，以及 的 体等

多方面，可见清华对 育教育以及学生

的 育发展非常重视，也非常 。爱国

运动中包括“五四”“五九国 ”以

及天安门 行等。智育方面包括会社，其

中有“ 教的”和“学术的”两类， 在

学术类中有普通的、科学的、 学的、文

学的、 术的以及技 的。可见当时，清

华学生有着非常广 的兴 ， 学校也给

他们个性的发展提供了 分的机会。在智

育方面 有一项 重要的 ，就是“技

的”，包括 、 、 、 。

体育方面的课程和活动更多。这三个方面也

构成了我所 的清华校园文化的主要内容。

在1911年2月制 的《清华学堂章

程》中就已 出，清华学堂“以培

全才、 进国力为 旨”，“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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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强不 为教育之方针”。1917年
1月29日新学期开学，校长 春给全体

学生 讲， 育学生重视 、克己、务

本、 意功课、操 身体及顾全大 等。

同年2月，他 为高等科四年级即将毕业

学生做择业问题的 讲，提出“择业不

当 利、 名， 不可 于时事之

论，及 亲友之成见，当以天性之

所近，国家所急需，及能造福于人类为

。” 清华办学之 重 育 可于有

“清华之 ”美称的校长 云 在1922年
上任伊始对《清华 》记者的 话之中

见一 。他 ：“ 余更有希望于同学

者，即平时于讲求学问之外善能于 上

加功。盖学识 求， 。至 一

端， 以大 涵养 力为立身处世之

本，盖其人学识 强， 于以上数节未能

养， 大 大用，以其 ，

图小利，不善容人，不 从大处着 ，因

此不能成大业。”由此可见，清华的 育

包括了自我 身和社会关 两个方面。

与“ 育”类中的“社会服务”相

关，清华学生组织了 多社会 体，目

的 是为社会服务。所以1923年清华学校

毕业生，杰出的教育家、科学家、 人、

家、 家和 学家顾 （1902—
2002）和同学梁治华（即梁实 ，1903—
1987， 名文学家、学者、 家）在毕

业时 对清华的教育做过一个总结，其中

关于社会教育，他们 ：“不 白清华

内容的人多 清华是贵族学校，我 不愿

护。因为从表面上看来，清华实在

当得起这个名 。 是清华学生的生活

不是贵族式的生活，如果 清华学生大

是贵族的子 ，我更 大 清华学生大

是 尔斯泰式的贵族子 。他们的服务

精神 非普通一 平民所可及。”他们办

的社会服务组织前后有16种，其中包括给

学校的工友办“校 学”，与 围农

的民 结交“ 人友”， 给附近的民

开办“ 府职业学校”（1915—1921）、

“西 天学校”（1919—1921）、

“星期 学校”（1914—1918）、“星期

日学校”（1916—1918）、“平民图书

”（1920—1921）、“改良 教育研

究会”（1919—1921）等。这 就是清华

学生在上学的同时为社会所做的工作。

学生们在清华学校上学期 有 多

机会接 到 多校外 名人士， 他们

讲各种问题。 如南开大学的校长张

讲《中国教育现 》， 尔 博士讲

《 行合一》，美国律师罗士讲《学生之

爱国心》， 教会会长陈焕章讲《 教与

中国之关系》， 培讲《人 主义及爱

国心》， 适讲《我国文学改良 题》。

其中影响可能最大的是，梁启 在1914年
11月5日来讲《 子》。他提出“ 子之

在自强不 、 载物”。之后“自强

不 、 载物”就成为了清华的校 。

不 看出，这 名家 讲 会起到 志和

开 界的作用，非常有 于学生 立人

生观和世界观。如下面我将 到，杨

宝1915年进入清华，他是学校 教会的成

员，他 可能 到过陈焕章的 讲，他

爱 术， 他日后坚持探 中国 格现

代建筑 可能就源自他在清华读书时所培

养的对于中国 文化的兴 。

清华学校为奖 育 设有“

奖”。日后与陈 和 两位校友合办

了华盖建筑事务所的中国近代 名建筑师

深（1898—1978）在清华学校学 时

在1915年获得过这一奖项，梁实 在其回



Ծநʷᮆ

年（ ） 135

忆文章《清华八年》中 到自己因 看

书 务主任发现 与 奖无缘。不

过他 然为清华的教育 感到自 。他介

绍  “清华是预 留美的学校，所以课

程的安 与 不同，上午的课如英文、作

文、公民（美国的公民） 一律用

英语讲授，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

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 辞、中国文

学史 一律用国语，用中国的教科

书”。其中公民课和 身课应 与 育有

关。1933年参与 加 世界博 会中国

设计的过 （1904—2005）建筑师也是

清华毕业生，他在1923年毕业时 写文章

讨论清华生活并特别提到公民一课对他的

影响。他 ：“我现在所 喜欢 的学

科，就是公民学。因为 里 所讲的东

西，完全是普通智识，讲到我们应

去造福社会，我们同社会国家的关系是

， 是个个（原文）人所应

的，我读了这本书以后对于我将来的责

任， 白了好多。”他的话 我们了

解这门课的内容，并 识 对于培养学生

公民精神的意义。

1916年第66期《清华 》 在《校

闻》专 中报 “ 记事”，介绍了学

生们自 自 的《 民 》。这出 表

现了身处社会 层的 民生活的

况， 在北京 市大 基 教青年会

出，“观者 ， 为动容， 亲历其

”。 组中的总干事之一是张

（1895— ），他是1927年上海（后改为

中国）建筑师学会创建时的发起人之一。

爱好美术的朱 （1896—1971）担任了布

设计。后来成为 名 作家的 深，以

及后来成为 名 学家和国学大师的 用

是这出 的 。由此可见，这出 不

仅体现了这批清华学生们的社会关 ，

体现了他们各尽所能的贡献精神，以及 队

工作的合作精神。

朱 留学回国后与校友关 声和杨

宝创办了中国近代最为 名的华人建筑师

事务所——基泰工程 。他在清华时 以

智育“ 造图 ”获得清华学校金牌一

面。1918年他到美国后， 给 校的 师

Danton博士 写过一 。当时第一次

世界大战刚刚结 ，他在 的生活并不

好。 他 ：“能 克服的 越大，我越

会为自己高兴。毕 我们的政府 我们来

不是让我们享福。” 这就是一名清华学

生的志向，他到美国是为了学 ，所以对

所经历的 能泰然处之。

这期《 》 介绍了高、中两科的

（年）级长、班长及自 室长的选定结

果。张 当时是高四级的级长，梁思成

是中等科国文班 班的班长。与张 同

级的 班班长是孙克基（1892—1968），

他后来成为 名医学家。上海 产科医院

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一件名作， 是中

国第一所 产科医院，是孙克基当了医

生以后 资建造的医院，设计者是 俊

（1888—1990）。 在1910年通过考试获

得 ，是第一位留学美国学 建筑

的中国人。他在1914年回国后担任了清华

学校的 校建筑师，负责 造校园建筑。

学生们的这 自我管理工作应 非常有

于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梁思成 在1923年担任了学生会交

际科的正主任，当时的主席是

（1900—1975）。 毕业于 理工学院

化学工程系，回国后 任东北大学化学系

教授和系主任。“九一八”事变后他到上

海水 公 任职，对中国的水 工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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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梁思成全集》里有

梁思成、陈 与他的合影。

1922年《清华 》第238期
一 名为“思成”的一 文章，这 文

章不见于《梁思成全集》，当是梁思成

先生的一 文。文章的题目是《对于新

校长 件的 问》。在文中他针对清华

同学们在校长选择上提出的“中英文

优”“办教育有名望”“ 有政党 ”

三个 件一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对

于第三 ，他 ：“人类是有 性 的

动物，他们 性的产 就是社会，在社会

上的 体活动就是政治，所以政治同社会

是不能分离的， 非 有社会，有社会

有政治 一个人 与政治有关系，他就

定有所属的政党。” 他针对有人担心

学生受政党的利用的顾 ：“受不受人

利用，本来 就在学生自己，不是别人所

管得着。 不受人利用，天下 有这种

事。 人受利用， 人 是 有意

志。”文章 ：“我们学生 是 着政

党要来利用我们，只要是正当的，于社会

有 的，于我们自己有 的，我们自然不

对他利用，并且应当欢迎。 不正当

的，我们自己把持 主意，不受他利用就

是。有 能干 我 ”这 文章显示出梁

思成对于政党的态度以及他对自己能 在

与政党的关系上保持自主的自 。这一自

可以 后人理解他在1949年时选择留

在大陆的决定以及他所经历的命运。

1922年至1923年，梁思成 担任了

《清华年报》社的美术 。 比他

两个年级，当时是他的 手，一年后也

任美术 ， 过 担任了发行经

理。《年报》的英文 主席 由全

（1903—1984）担任，他后来成为中国近

代 名英文 物——《天下月 》（T'ien 
Hsia Monthly ）杂志的 。《年报》英

文 中 有 （1902—1968），他

后来毕业于康 尔大学 工程系，回国

后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九一八”事变

后东北大学建筑系三四年级学生到上海，

由陈 向大 大学 商 读，陈 和

继续教设计，作为二人校友的 也

出手 ，教授工程。由此可见，这 校

友学生时代的友 日后发展成为他们在事

业上的相 支持和合作。

提到 先生，我 到《清华

》第345期（1925年5月1日）上 的

他致总 的一 。 中提到344期
《 》 载 “社长王 名 随

球队南下，社中职务交 代 代行”。

特别解 ：“王 只委 向

达（ 按：Miss Starr，见下） 士接

讲，其余社务，由梁 代理，请为

更正，以免社友 会。”就是 他 对不

他人之功，我做了 就是 。这

， 见 的 子 性。 中提

到的《清华 》社务代理梁 后来也

留学 法 亚大学建筑系，他 是美

国现代建筑大师 特的第一名学 生。

他在1933年回国后 任基泰工程 设计

师，抗战后到美国， 作为Harrison and 
Abramovitz事务所主要设计师之一，负责

联合国建筑工程设计。

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清华校园文

化的影响也非常大。闻一多 作 表现当

时学生在天安门前 讲的情形。梁实 在

《清华八年》中也 ：

“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

讲。我随同大队进 ，在前门外

市 我们一小队人从 里 来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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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上，人越聚越多，讲 的情

越来越 ，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

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 的，

如击 火， 电 ， 快的就过去

了。可是年 的学生们经此 动

突然 醒了， 时表现出一 的

，好像是 多年的情 与生活

力，一 获得了 发 放的机会，一发

不可收 ， 然 之能 。当时以我个

人所感到的 言，这一 力 在两点上有

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

的求 。”

“五四”运动是由中国民 抗议北洋

政府在 和会上未能 卫中国

发， 广义的“五四”运动 包括1915年
中国民 为 制日本《对华二十一 要

求》（ 称“二十一 ”） 发起的 行

示 活动。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北

洋政府发出最后通 ，中国方面 在5
月9号 。“五 ”或“五九”因此称

为中国的“国 日”。清华学校自此 年

举行国 一次。1919年举行国

年会时，“同学 于五四之事， 创

巨 深， 举会时精神 前更为

切”。会上发出《 言》：“中华民国八

年五月九日，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

愿 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 地、

主 ，此 。”这个《 言》 地有声，

十分 ，今天 起来 人热 腾。

受其同事和学生回忆的影响，今天人

们印 中的杨 宝先生是一位与世无争、

无可无不可的 子。 作为一名经历

了“五四”运动的学生，他至 经也是

一名热 青年。杨的家国情 清 地体现

在他于1924年3月31日发自 大的一 有

关西 问题的 。 中 ：“校中 物陈

所有人 西 之 人情，直 区

为 立国家，界 中国与英属印度之 。

闻之 常 。西 向为我国 属， 为

组织民国五族之一，外人何以 出此言

英人 视 ， 造言 世，以 其

并之 心 国人 不可不于西 问

题，特加 意。”这一来 到后，“未数

日各报纷载”， 英 入西 之 ，

连同随后收到的 人民来电报 ，

起社会关 。

一个重视 育的校园对于学生人格和

社会责任心的培养 然产生深远影响。中

国建筑师学会会员林 民（1892—1987）
年致亲友的一 或 就体现了这一影

响。他191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之后留学

美国 达大学建筑工程系，1922年获

得硕士学位。他在 中 ：“我们的先人

有给我们留下任何 产， 他们 实给

我们留下了比金 所能 的任何东西远

为宝贵的 产：读书受教的 ， 爱人

类的心，和对 国的爱。”

术也是清华学校智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科学、社会科学、 学和文学并

重。在1917年以前，中等科一、二、三年

级 有图 课。之后三年级图 课取 ，

一、二年级 然保留。爱好 的学生

于是组织了一个特别图 班，

两小时。1919年 天，教师 达 士示意

闻一多、杨 宝、 和方来四名同学

发起创办了美术社，起 会员有20余人。

他们不仅 各种工具和各种题 的

， 研究中外图案、美术史及名家

略，并通过读书报 会相 交流。至1920
年 ，会员已达50多人。

在清华上学期 ，杨 宝的美术成

就非常突出。《清华 》 出版他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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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的专 《 》，其中介绍他 ：

“杨 宝， ， 南南 人。

无 ， 。是以 静成性。

长， 疾经年， 体 。 业 之小

学，好 ，课程多不及格。未几，

变作，举家避 他 ，流离 。

宝始 于事变， 然 向学。次年 ，海

内 定，从 走开 ， ，

。旋入 南留学 美预 学校。 坚

微，三载如一日，学乃大进。四年 以

咨 来本校，入三年级， 校 言行，

读， 度，有文 。试英文

前 。好 术，本年校中比 术， 宝

击 获第二。 青，作 水人物，

。 得本校图 奖。现任《清华年

报》图 副 及 教会图 书记。”

专 中的 一 文章也 “杨 宝喜

作人物或以 或以 可观”，“杨 宝

以图 冠全级，获奖 多”，“《年报》

有图 副 二人， 级友 之。闻多

（ 按：即闻一多）、杨 宝是也”。

这 文章中 提到 一位在 方面非常

优秀的学生方来（ ， 进人，

1900—1922），他1921年从清华毕业后也

法 亚大学学 建筑。 不 ，

他在第二年就因病 世。

清华学生 在1920年12月成立了以希

神话中 文学和美术的 神“美 斯”

（Muses，今 斯）命名的 术 体，

其 旨是“研究 术及其与人生关系”。

的宣言里 ：“我们 相 术能

高、加深、养 、变美我们的生活 质

，我们就要实行探 此中三 ，并

用我们自己的生活作试验 。”梁思成和

是 社的干事。图2是清华美术社

的成员与 师的合影， 起第7人是梁思

成，他 的 士应 就是 达。 中

起第3人应 是 。

在1925年2月20日 参观过在北

京 举办的一个 展，并写了《参观

具利展 会记》一文发表在《清华

》。展 会上的作 出自 士 术家

具利（Charles Adolphe Egli，1894—
1979）之手。他的作 在网上可以看到，

非常现代，有 的 格。这 参观记

然不见于《 文集》， 是其中有他与

家本人就日本 、中国 和当代

西方印 和后期印 的讨论，以及

他对其作 的评论， 出 在学生

时代就对东方美术和西方现代美术非常

关 。

大 和梁思成 先后是学校 管

队的成员。梁 是学校合唱队的队

员。1923年《清华 》报 学校12
年 ， 到“ 、 自、梁思

成、应 能四 合唱。四 服一色制

服—— 青色的 布 同 的大

——歌声 和 可 ”。 自和应

能二人日后 成为了中国 名的

  

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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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1961年梁思成 在一 文章中将建筑

类比 ，对北京天 的建筑设计作

节 分 ，体现出他不 的 素养。

不仅有美术和 的教育，这 清华

学生在留美之前 至 有机会接受建筑学

的 。第二届 留学生 俊是中国第

一位留美的建筑师。他回国后在清华当

校建筑管理员，期 他 给同学讲测

课。更值得 意的是，1916年，就在清华

大礼堂、图书 、体育 和科学 “四大

建筑”正在兴建之时，设计者 洋行

（Murphy & Dana, Architects）的建筑师

先生（Charles E. Lane）进 清华，他

给学生介绍建筑学。《清华 》的报

：“高四 讲：上 五 八时， 校

长特请本校工程师 先生，在物理教室为

高四级学生 讲建筑学事项， 多经验之

。并由 满先生（ 按： 授高等

科历史、经济） 置电影机 （ 按：

当即 机），以 今有名建筑，现之

面。 者观者如当 也。”

我在研究杨 宝的建筑时 意到

他设计的 多立面 了1 :1、1 :2、

2:3、3:5这 波 数 上的比 。非

常 ，清华大礼堂的立面设计也 含了

1:1、3:5的比值（图3）。 然我们并不能

就此推断杨 宝受到了 飞设计的直接影

响， 我相 ，清华校园建筑的 典 围

对于培养一代准建筑师的审美并使他们能

快适应美国学院 （Beaux-Arts）式

建筑教育一定不无 。

清华从办学 期就非常重视体育，延

续至今已是一个 。清华体育协会于

1911年10月成立，1927年与张 等参与

发起成立上海（后改为中国）建筑师学

会，并任职上海市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

建筑师办事处的 振英就 担任过 协会

会长。《清华 》在1916年5月10日发

表的《学校体育之 精神》一文中 ：

“国 者何 民不强也。民 为尔不强

体育之未普 民力无由振也。”“ 校讲

求运动， 意体育， 使同学 有强健之

身体，活 之精神。以之为学， 学业

进。以之服务， 治举 张。”

《清华 》中 有 多关于学校体

育的报 或介绍，其中 及到的中国第一

代建筑师不 其人。如王华 经是

球队的队员。他1932年毕业于 法 亚

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

会建筑师办事处任 理建筑师。办事处

的主任建筑师是他在清华的学长 大

（1899—1973），更是学校一名体育健将

（图4）。 陈从 《 室余 》， 为

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 士之子，外

为 名学者 同之 ，清 任 法

公使，民 任 图书 长， 理文

四库全书用力至 。《 》中也有

大 小 ， “ 长 ，

人。生一岁 ，就外大 家。 年外

 清华学校大 立

第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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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官 ，举家从之。 年举家 日

本。 岁时入 园， 岁改 应义

常小学。善运动， 以 球 。是时不

国文， 不解国语，特一 人 。九岁自

东京取 上海， 印度洋至荷 ，乃 法

语。 年至义大利，始学国文。清宣

年，遍 法 比 会及 名 ，

至义之 波里， 舟返国。 ，时年

十有三也。 年正月 业 和高等小学。

时识 数 仅， 不能 文语。顾

，所授无不立 ，于时学日进。 年

， 考入府中学一年级。 革命起，

避地上海。民国 年正月入 大学

（按：原文， 为中学），课余 喜击

球。五月随 来京师， 月考入北京高

等师 附属中学，二年 ，始入本校

级。 不喜 读， 静 言笑，交接

。好运动，为本校 球、 球及网球队

员。任事 勇 ，历为《清华学报》及《年

报》 理，成 然可观”。

大 对体育的 爱在他成为建筑师

后 ，如他设计的自 中 有网球场。

体育外，他在学生时代 爱好手工，是

年级中“最 者”之一。

杨 宝是清华 术队队员（图5）。

他的 师当是清华 术和 术教员、 名

的 术教育家李 。他去美国留学以

后，《清华 》 有关于他的报

：“此地同学中， 杨是数一数

二的富 ，他 是一个建筑学生，

不是经济学家， 他的图 一出总

是 贵，得来不 奖金。在清

华时， 不了 杨的 术。在此

地， 见他 ， 的 ，

着 、黑 ，在 深 ，五色

电 下，几 不出1921级的 杨。”

关 声的三 关 （后为中国 名

外科医生）在清华上学时也是一名体育

星。 关 声本人到美国在MIT学 建

筑工程的同时， 是学校 球队的队长和

队的队员。

体育不仅可以强身健体， 有 于

培养 进取的生命态度，公平竞争意

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为“

”，即fairplay）， 队合作精神，以

及集体 感。事实上，这 在 多

清华毕业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的身上 能

看到，（包括“公平竞争”，如梁思成不

以系主任之 取仅 两分的 子进建筑

系） 出 校校园文化对他们影响的

一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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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 ，这几位 爱体育的建筑

师日后 成为中国现代体育建筑设计的

先 ：关 声和杨 宝以及他们的清华

校友朱 所办的基泰工程 设计了

东北大学体育场（1929—1931）、（天

）华北运动场（1933—1934）、北平公

共体育场（1936）和南京中央体育场全部

场 （1930—1933）等，后者 包括有国

术场 由 大 主持和王华 的

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建筑师办事处

设计了上海体育场的全部场 （1934—
1935）。

总之，如果要 出自清华的中国第

一代建筑家“何以 成” 我们

他们在清华读书时的校园文化。综上所

述，我 为这个校园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至

有 个方面，这就是 进取的人生

观、自由多 的个性、 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教程、跨专业交流合作的可能、爱国主

义和社会关 的 ，以及 行合一的作

。我相 ，他们留美之前的经历对其

“ 成”的影响一定可以为中国今天的建

筑教育， 至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重要的

。

在当代清华学子对 校的记忆中，一

定 不了 枚 刻有“清华大学”的

“校 章”。 ，在清华 年历史中校

是如何 变的?清华最 的校 是

?清华的校 与 人物有关 带

着这 问题，我开始在有关清华校史的书

海中四处 。通过对清华校 一次次

变的 理，我 于 白了为 清华学子

对校 情有 ， 是因为校 印刻着清

华 年发展的 ，寄 着一代代清

华人对 校的深情 意。

、

在1928年清华大学正式成立之前，

清华经历了1911年4月开始的“清华学

堂”（Tsinghua Imperial College）和1912
年10月开始的“清华学校”（Tsing Hua 
College）两个 。“清华学堂”的名号

仅仅 在了一年多，就因为“ 革命”

年清华校 的前 生
○袁 帆（1975 级建工）

的 发变成了“清华学校”， 时

“校 ”的 在中国 远远 有普及，

创的清华学堂是 有校 的。在1911年
的《清华学堂章程》中也 实未见有相关

记载。

清华学堂“以进 业、自强不 为

教育之方针”。到了清华学校时代，伴

随着1914年11月5日，我国近代 名政治

家、思 家、学者梁启 （1873—1929）
以《 子》为题在清华学校进行 讲，其

中强调的“自强不 ， 载物”八个

，因其所体现的民族奋 精神 为清华

学子 记于心，并通过他们的实 逐

化为清华文化的精 。

“自强不 ， 载物”第一次 当

作清华精神的外在 示，是出现在1916年
为清华学校“ 操 ”设计的

上。1916年12月28日《清华 》的

称：“ 操 式现已 定。 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