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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10月20日，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为了纪念自身（中国第一个高等建筑教育专业——国立中央
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成立80周年（1927-2007），以及纪念我系最早的创始人之一，我国著名建筑教育
家和传统建筑史学家刘敦桢先生诞辰110周年（1897-2007），在南京隆重举行了庆祝大会和学术研讨
纪念会，会上国内学术界群英毕至，讨论述评至为热烈。
现将大家提供的学术报告与发言，以及相关的缅怀纪念文稿，整理编辑成此文集，以飨关怀我国建筑
教育事业和建筑史学研究的诸多读者。
　　自20世纪20年代直至目前，凡是关心或从事中国建筑教育、科研和生产的人士，大多对刘敦桢先
生有所了解，甚至有些人还在工作或生活中与他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联系。
由于他是我国近代第一个中等和高等建筑教育专业的肇建人之一，并长期从事此项工作，自1932年起
就已桃李满天下。
同时他还是我国传统建筑史学研究的开拓者和最具权威的学术带头人之一，曾经为学科的奠基和发展
作出了不可磨灭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
因此，“南刘北梁”的显赫声名与巨大成就，久已为建筑史学界所共识。
　　举凡一切取得成功的人士，无不都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了许多曲折险阻和艰苦磨难，其间当然也
会遇到若干有利的契机和转折。
事实证明，只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勇气，不断征服航程中的风暴和暗礁，才能最终驶入成功的港湾。
20世纪的上半叶，正值华夏大地多事之秋，在不到40年内，连续爆发了三次攸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与
未来命运的巨大战乱。
由此形成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化，使全国亿万人民必须为自己的生活与前途进行选择。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并且在而后漫长的岁月里，以具体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刘敦桢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坚决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即使是在
受到极不公正对待的最困难时刻，也绝不放弃为祖国人民奉献一切的决心和信念。
他为此付出的种种辛勤劳动和留下的丰硕教学、科研成果，就是最好的无言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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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敦桢先生是我国近代第一个中等和高等建筑教育专业的肇建人之一，并长期从事此项工作，
自1932年起就已桃李满天下。
同时他还是我国传统建筑史学研究的开拓者和最具权威的学术带头人之一，曾经为学科的奠基和发展
作出了不可磨灭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
     本论文集记录了几代学者对刘敦桢先生的纪念文章，还收录了中国建筑文学的传承者关于史学史的
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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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建筑史研究之路任重道远　　非常荣幸参加刘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纪念会。
虽然与刘先生见过很多次面，但是我没有亲身听过刘先生的讲课和教学。
我在北京研究所的时候，刘先生经常到北京去，主要是为了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每次稿件都是
刘先生亲手在修改。
当时我在其他专题组，没有参加八稿编史的工作。
但是，我们这一代从事建筑史研究的学者们，都是在刘先生和梁先生的影响下参与这一工作的。
因此，我主要以回顾自己三四十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中的一些体会和不足，来作为对前辈学者的纪念
。
　　中国建筑史研究七十多年来，有了很大的进步。
无论是史料的数量、内容，还是很多个案的研究都比以前要深入得多。
今后在史料方面的工作仍然是大量的，还需要继续研究。
所以中国建筑史研究仍然是大有可为的。
　　中国建筑史研究虽然已经进行了这么多年，但有些问题仍有讨论的必要。
首先，建筑史给人的影响是什么？
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史料问题，而是一定要把这些史料所蕴藏的一些规律问题，以及它的成就和缺点
、经验和教训弄明白。
直到现在我觉得自己仍没做到这一点。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学建筑的，现在都在设计院做建筑设计，没有人愿意继承我
这一行。
当然他们没有说明为什么不愿意搞建筑史，但是我也清楚，是因为他们认为，21世纪新材料新结构新
技术发展这么快，新的形势层出不穷，现在研究这种斗栱还有什么意义？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史学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认识得不够；但另一方面，要从我自身来检查
的话，我虽然研究建筑史，但是没有把建筑史的很多规律道理讲出来，而史学要是没有些道理在里头
，要对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是很难的，所以我认为这方面是建筑史研究需要加强的。
　　第二，就是有些历史现象，必须历史地看待，我们不能把一些历史的现象凝固起来，看成一个绝
对的东西。
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某一现象、某一具体建筑物，是有很大成就的，但这不是绝对的。
比如应县木塔，学界公认辽代建造的应县木塔创造了一个新的结构方式，它用五层楼层加上四个平座
层，共九层结构叠压起来，形成“笼屉式结构”，解决了一个多层木结构的问题。
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不是一个绝对的成就。
这个成就背后也有缺点。
应县木塔有两大缺点，一个是竖直柱子之间的联系不够，很容易扭转，二是有很多小构件是横纹受压
，横纹受压对木材非常不利，柱子纵向受压最好，要是横纹受压，很快就会损坏。
现在应县木塔出的问题也就在这两方面。
应县木塔这样很高成就的一项技术，也有它的不足之处。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到了明清以后，多层木结构就不再使用这个方法，而采用新的方法，
不使用斗栱，用通柱结构。
所以任何一个现象还是应当历史地看待。
　　第三，从建筑艺术来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观点去评价古代的
事情。
举个例子，《营造法式》里对彩画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有各种制度以及图样的记载，但是假如要按
《营造法式》复原一个宋代的建筑彩画的话，又会让人觉得过于繁琐，有点装饰过度。
也就是说，用今天我们对室内装饰的一些看法看待宋代彩画，会觉得不好理解。
可是如果换个角度看，宋代是在唐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代的彩画很少，柱子上有一点，斗棋都
是土朱刷饰的，只采用很简单的一些土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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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宋代，有了这种技术手段去把建筑装饰起来，当然装饰得越多越好，当时的人是觉得很漂亮，今天
我们可能就不太欣赏。
所以说，任何事物都要把它放到特定的历史阶段来看待、来理解，而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历史问题
。
　　所以建筑历史研究还有很多内容有待深入，有待探索。
在梁刘二公的基础上，我们今后要走的路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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