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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出版《梁》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梁思成先生去世40周年，没想到真到面市已经年末，而我们在由
当初萌动这个想法到如今真的变为现实，还是兜兜转转了好几圈，幸好，现实并不比理想骨感。
    自2007年第一次去找林洙先生到如今已经5年多了，《大拙至美——梁思成最美的文字建筑》《佛像
的历史》《梁启超家书》《梁思成、林徽因与我》在我们手中诞生。
从想做梁先生的书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抱着一个念头，就是要让梁思成先生的书能让更多的年轻人
看到，并不局限于具有建筑专业背景的读者。
这个原因是如此简单，一是因为我的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出版宗旨就是要做给青年人看的书
，二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建筑教育背景的年轻人，而我在看了梁思成先生的文章后，
觉得实在太好了，梁思成先生是最好的老师，他用极为干净而又准确的语言把知识传达给你，而文中
时时透露出那份属于梁思成独特的轻松幽默的语感，又让你不由得想起他的父亲——梁启超先生。
我想让和我一样的年轻人也可以得到这份阅读的快感，而不要被那貌似艰深枯燥的“建筑”给吓坏了
。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林洙老师，得到了她无与伦比的支持和信任，在她的心中，梁思成先生从来都是
一位把毕生知识和才华都奉献给中国建筑教育事业的老师。
    《梁》共分为四个部分：梁思成先生的家庭相册，梁思成先生的文章，梁思成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
学上学时的作业以及梁思成先生晚年和妻子林洙的部分通信。
其中有多张照片、书信原件、手绘图都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通过这些生动的照片、精美的图画和充
满暖暖爱意的信件，可见先生真实的充满才情的另一面。
    当然全书最为重要的部分还是先生的文章，这次文章的选择也是经过千思百量，用林洙先生的话说
，基本上展现了梁思成先生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本着要给大多数读者看的原则，在选择上更为考虑语言的通俗性和内容的普及性。
有些文章在梁思成先生之前一些普及性著作里出现过，因为实在太有代表性，这次也收录了，如果读
者看到已经读过的文章，请原谅我们的不得已。
    更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次特别收录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和《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
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
    1944年冬，为了避免在抗战的全面反攻战斗中会破坏分散在各地的古代建筑，梁思成编著了一本中
英文对照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并在地图上逐一标出了名称和方位。
这份目录对400项文物的位置、名称、建造年代都作了简要的说明。
为了使没有建筑知识的作战官兵也能看明白这份目录，他还用极为简明扼要的语言传授了一些中国古
建筑常识。
    “梁陈方案”是梁思成和陈占祥一起拟定的关于北京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规划的建议，很可惜
这份方案并没有得到通过，梁思成还因为这份方案挨了很多批评，受到不少的责难。
这份方案如今看来，不可否认里面有超前的眼光和先进性，方案里提到的很多关于城市未来会出现的
一些问题，今天也都在一一验证。
关于这份方案的故事，我们特地收录了王军先生的《梁陈方案的历史考察》，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可
以知道发生在“梁陈方案”背后的故事。
    建国后，梁思成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想保护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里的古建，让他痛心的是很多古
建还是被拆毁了。
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这份伤痛。
我们的北京，曾经多么美丽。
    这几年，一直在看梁先生的文章，总是被感动，那字里行间对祖国对中国建筑文物的爱，透过纸背
还是如此真挚和浓烈。
梁思成先生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他。
    责任编辑：王飞宁    201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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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了纪念梁思成先生去世40周年而编成的。

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梁思成先生的家庭相册，梁思成先生的文章，梁思成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上
学时的作业以及梁思成先生晚年和妻子林洙的部分通信。
其中有多张照片、书信原件、手绘图都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通过这些生动的照片、精美的图画和充
满暖暖爱意的信件，可见先生真实的充满才情的另一面。

当然全书最为重要的部分还是先生的文章，这些文章的选择也是经过千思百量，用林洙先生的话说，
基本上展现了梁思成先生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为了使更多的读者走进梁思成先生的建筑世界，在文章的选择上充分考虑了语言的通俗性和内容的普
及性。

更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次特别收录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目录》和《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
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

随书赠送印有梁思成手绘图的藏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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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思成，中国近现代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中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古
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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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想说的话001 余音绕梁影像005 梁思成先生从1906年至20世纪60年代的家庭相册 惊起梁尘文字039 本部
分收录的文章基本反映了梁思成先生一生对于中国古建研究和保护的过程 041中国的艺术与建筑 06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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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考察——谨以此文纪念梁思成诞辰100周年并悼念陈占祥逝世王军 345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
目录 363与君同在——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林洙 画梁雕栋手绘369 梁思成先生1924年在美国宾
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史课的部分作业 梁“林”相敬信件387 梁思成先生晚年写给妻子林洙女士的部
分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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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中国的艺术与建筑 建筑 中国古人从未把建筑当成一种艺术，但像在西方一样，建
筑一直是艺术之母。
正是通过作为建筑装饰，绘画与雕塑走向成熟，并被认作是独立的艺术。
 技术与形式。
中国建筑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构筑系统，它在中国文明萌生时期即已出现，其后不断得到发展。
它的特征性形式是立在砖石基座上的木骨架即木框架，上面有带挑檐的坡屋顶。
木框架的梁与柱之间，可以筑幕墙，幕墙的唯一功能是划分内部空间及区别内外。
中国建筑的墙与欧洲传统房屋中的墙不同，它不承受屋顶或上面楼层的重量，因而可随需要而设或不
设。
建筑设计者通过调节开敞与封闭的比例，控制光线和空气的流入量，一切全看需要及气候而定。
高度的适应性使中国建筑随着中国文明的传播而扩散。
 当中国的构筑系统演进和成熟后，像欧洲古典建筑柱式那样的规则产生出来，它们控制建筑物各部分
的比例。
在纪念性的建筑上，建筑规范由于采用斗拱而得到丰富。
斗拱由一系列置于柱顶的托木组成，在内边它承托木梁，在外部它支撑屋檐。
一攒斗拱中包括几层横向伸出的臂，叫“拱”，梯形的垫木叫“斗”。
斗拱本是结构中有功能作用的部件，它承托木梁又使屋檐伸出得远一些。
在演进过程中，斗拱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和比例。
早期的斗拱形式简单，在房屋尺寸中占的比例较大；后来斗拱变得小而复杂。
因此，斗拱可作为房屋建造时代的方便的指示物。
 由于框架结构使内墙变为隔断，所以中国建筑的平面布置不在于单幢房屋之内部划分，而在于多座不
同房屋的布局安排，中国的住宅是由这些房屋组成的。
房屋通常围绕院子安排。
一所住宅可以包含数量不定的多个院子。
主房大都朝南，冬季可射入最多的太阳光，在夏天阳光为挑檐所阻挡。
除了因地形导致的变体，这个原则适用于所有的住宅、官府和宗教建筑物。
 历史的演变。
中国最古的建筑遗存是一些汉代的坟墓。
墓室及墓前的门墩——阙，虽是石造的，形式却是仿木结构，高起的石雕显现着同样高超的木匠技艺
。
斗拱在如此早期的建筑中已具有重要作用。
 在中国，至今没有发现在公元8世纪中叶以前漫长时期里所造的木构建筑。
但从一些石窟寺的构造细部和它们墙上的壁画，我们可以大略知晓8世纪中期以前木构建筑的外貌。
山西大同附近的云冈石窟建于公元452—494年；河南河北交界处的响堂山石窟和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石
窟建于公元550—618年，它们是在石崖上凿成的佛国净土，外观和内部都当作建筑物来处理，模仿当
时的木构建筑。
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西门门楣石刻（公元701—704年）准确地显示出一座佛寺大殿。
甘肃敦煌公元6世纪到11世纪的洞窟的壁画中画的佛国净土，建筑背景极其精致。
这些遗迹是未留下实物的时代的建筑状况的图像记录。
在这样的图像中，我们也看到斗拱的重要，并且可以从中追踪到斗拱的演变轨迹。
 这些中国早期建筑特点的间接证据，可从日本现存的建筑群得到支持。
它们造于推古（公元593—626年）、飞鸟[飞鸟文化指6世纪中叶（公元552年）佛教传入日本至大化改
新（公元645年）一百年间的文化]、白风[白风文化指大化改新（公元645年）至迁都奈良（公元710年
）时间的文化]、天平[狭义指圣武天皇统治的天平时期（公元724—748年），广义指整个奈良时代（
公元710—794年）]和弘仁（公元810—833年）、贞观（公元875—893年）时期，相当于中国的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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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到19世纪中期，日本的建筑像镜子一样映射着中国大陆建筑不断变化着的风格。
早先的日本建筑可以正确地称之为中国殖民式建筑，而且那里有一些建筑物还真是出于大陆匠人之手
。
最早的是奈良附近的法隆寺建筑群，由朝鲜工匠建造，公元607年建成。
奈良东大寺金堂是中国鉴真和尚（公元763年去世）于公元759年建造的。
⋯中国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是山西省五台山佛光寺大殿。
它单层七间，斗拱雄大，比例和设计无比地雄健庄严。
大殿建于公元857年，在公元845年全国性灭法后数年。
佛光寺大殿是唯一留存下来的唐代建筑，而唐代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
寺内的雕塑、壁画饰带和书法都是当时的作品。
这些唐代艺术品聚集在一起，使这座建筑物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
 唐朝以后的木构建筑保留的数量逐渐增多。
一些很杰出的建筑物可以作为宋代和同时期的辽代与金代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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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梁》出版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梁思成先生去世40周年，没想到真到面市已经年末，而我们在由当初萌
动这个想法到如今真的变为现实，还是兜兜转转了好几圈，幸好，现实并不比理想骨感。
自从我在2007年第一次去找林洙先生到如今已经5年多了，《大拙至美——梁思成最美的文字建筑》《
佛像的历史》《梁启超家书》《梁思成、林徽因与我》在我们手中诞生。
从想做梁先生的书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抱着一个念头，就是要让梁思成先生的书能让更多的年轻人
看到，并不局限于具有建筑专业背景的读者。
这个原因是如此简单，一是因为我的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出版宗旨就是要做给青年人看的书
，二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建筑教育背景的年轻人，而我在看了梁思成先生的文章后，
觉得实在太好了，梁思成先生是最好的老师，他用极为干净而又准确的语言把知识传达给你，而文中
时时透露出那份属于梁思成独特的轻松幽默的语感，又让你不由得想起他的父亲——梁启超先生。
我想让和我一样的年轻人也可以得到这份阅读的快感，而不要被那貌似艰深枯燥的“建筑”给吓坏了
。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林洙老师，得到了她无与伦比的支持和信任，在她的心中，梁思成先生从来都是一
位把毕生知识和才华都奉献给中国建筑教育事业的老师。
《梁》共分为四个部分：梁思成先生的家庭相册，梁思成先生的文章，梁思成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上学时的作业以及梁思成先生晚年和妻子林洙的部分通信。
其中有多张照片、书信原件、手绘图都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通过这些生动的照片、精美的图画和充
满暖暖爱意的信件，可见先生真实的充满才情的另一面。
当然全书最为重要的部分还是先生的文章，这次文章的选择也是经过千思百量，用林洙先生的话说，
基本上展现了梁思成先生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本着要给大多数读者看的原则，在选择上更为考虑语言的通俗性和内容的普及性。
有些文章在梁思成先生之前一些普及性著作里出现过，因为实在太有代表性，这次也收录了，如果读
者看到已经读过的文章，请原谅我们的不得已。
更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次特别收录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目录》和《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
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
1944年冬，为了避免在抗战的全面反攻战斗中会破坏分散在各地的古代建筑，梁思成编著了一本中英
文对照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并在地图上逐一标出了名称和方位。
这份目录对400项文物的位置、名称、建造年代都作了简要的说明。
为了使没有建筑知识的作战官兵也能看明白这份目录，他还用极为简明扼要的语言传授了一些中国古
建筑常识。
“梁陈方案”是梁思成和陈占祥一起拟定的关于北京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规划的建议，很可惜这
份方案并没有得到通过，梁思成还因为这份方案挨了很多批评，受到不少的责难。
这份方案如今看来，不可否认里面有超前的眼光和先进性，方案里提到的很多关于城市未来会出现的
一些问题，今天也都在一一验证。
关于这份方案的故事，我们特地收录了王军先生的《梁陈方案的历史考察》，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可
以知道发生在“梁陈方案”背后的故事。
建国后，梁思成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想保护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里的古建，让他痛心的是很多古建
还是被拆毁了。
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这份伤痛。
我们的北京，曾经多么美丽。
这几年，一直在看梁先生的文章，总是被感动，那字里行间对祖国对中国建筑文物的爱，透过纸背还
是如此真挚和浓烈。
梁思成先生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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