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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懈的与时俱进　　从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教育开始，历时近十六载，冯纪忠教授先后培养过
硕士研究生15名（其中2名肄业）、博士研究生5名。
较之当今“批量”培养研究生的状况，这一数量远不算多，除却历史情态的差异外，对质量的重视，
当是一个主要原因吧。
　　当初，在冯先生家中，或是在学院底层那间朝北的寒冷斗室中，大家围坐先生身边，讨论或清谈
的情形，已积淀为学生对求学生涯温馨记忆的本底。
如今，我们这些留在校园中的冯先生弟子，都已经成为博士研究生或硕士研究生导师，指导学生的亲
历过程，使我们愈加体会到，冯先生的研究生教学经验与方法，是一份珍贵的财富。
所以，尽管挂一漏万，还是试图依据自身体验在这里加以简括，以资分享。
　　在教书育人方面，保持“童心”和“学研气”可以说是冯先生对学生言传身教的核心之一。
保持“童心”，意味着应该具有开放的心灵和对新知识、新事物的足够敏感。
不使已经掌握的知识成为头脑僵化的始因，而是不断跟随时代发展的脚步，用当今时髦的话说，就是
所谓“与时俱进”。
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出版了一套系统介绍结构主义哲学以及熵等理论的丛书，冯先生率先
阅读并推介给我们，使大家获益匪浅。
而最能体现这种教育理念的，当属冯先生在研究生论文选题方面对时代性特点的强调。
选题及选题过程两者，都体现出对学生思维敏感性的培育和引导。
至于保持“学研气”，则是针对当时刚刚发端的研究生论文选题过于实用化趋向而言的。
因此，所谓保持“学研气”，可以理解为对学术理论探研的关注和坚持．同时也是对研究生理论素养
的强调。
如重视对论文涉及的基本概念的界定和诠释，以及论文论述逻辑与结构的严密性等。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冯先生的心目中，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评判，似应首先建立在是否使学生
养成不断学习与进取的行为习惯，以及是否形成健全的学术人格之上，而非单纯系于对专业知识的理
解和掌握方面。
　　综观冯先生指导下的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可以发现两个基本特点，即因时选题和因人选题。
首先，因时选题，体现了对时代需求、科学技术和专业领域新发展与新动向的敏锐洞察。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选题主要集中于研究现代化设计方法论和建筑
设计系统化方法，以及探索通过建立风景“旷奥度”理论，实现风景质量评价与规划的量化途径上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针对建成环境欠缺人性化的时弊，选题多转向探求具有场所感的环境结构、
现象学理论的运用、城市设计方法的引入、园林环境的构成与体验的互动关系等与人文环境建构相关
的领域；进入20世纪90年代，因应世人对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和反思，选题偏重于探讨人与自然的相
互关系，力图透过对中国传统的自然观与园林文化的研究，从设计专业角度寻求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
。
应当指出，这些涉猎广泛的选题，其背景是冯先生对本专业的独特认知，即建筑、规划、风景园林是
一个互通互联的整体，而建筑设计的范畴已扩大到外部环境设计，并深入到内部环境设计，而所谓外
部包括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
其次，因人选题则是指冯先生平时十分关注学生的兴趣、经历、个人特点和特长、知识结构等方面，
在选题时，着意于让学生扬长避短。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冯先生指导研究生期间，工程实践机会非常之少，设计教学主要以两种方式
进行，一是对建筑的品评，再就是假题真做。
在交谈和讨论中，当时通过书籍、杂志能够看到的出挑作品，几乎都会成为评论的话题，使我们在信
息相对闭塞的环境中，依旧获得较广的视域；而假题真做，现在回想起来，依然令人回味。
笔者曾经和同窗一道，在冯先生的指导下，以将方塔园中一间民居改建为棋室为题，以多种“主义”
的理念及其手法先后做出近十个不同方案，推敲玩味之间，除却在设计方面颇有心得之外，还格外体
会到设计的机遇弥足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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