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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生能做出如此重要的貢獻，

與他的家學淵源和堅實的國內外基礎教育分不開。

他用短暫卻又堅定的生命軌跡，

構建起鮮明的學術思想和獨特的創作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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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是梁思成先生誕辰 120 週年。

2021 年 8 月 23 日，「棟樑—梁思成誕辰一百二十週年文

獻展」開幕式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舉行。幾十年來，在梁思成

先生誕辰 85 週年、100 週年、110 週年之際，清華大學都曾舉

辦過紀念梁思成先生的展覽。但是相比過去在清華大學建築學

院內部舉辦展覽，這次由清華大學、中國建築學會、中國城市規

劃學會、中國風景園林學會、中國文物學會聯合主辦，清華大學

建築學院、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清華大學檔案館承辦的展覽

是第一次走進了博物館。展覽通過全面的文獻呈現、多角度的

深入刻畫，對梁思成先生一生的學術貢獻進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

全面回顧。

這次展覽的特點是展品數量多、內容全面，一共展出了

368 組展品，其中超過 90% 的文獻資料是珍貴的原件，包括梁

思成先生的照片、手稿、圖紙、模型、書籍、信件、影像以及

空間裝置等各類展品，真實地反映了梁思成先生富有開創性而

艱辛的一生。主辦方希望通過此次展覽，紀念這位著名建築學

家、建築教育家，中國建築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者，建築歷史、

文化遺產保護、城市規劃、風景園林等學科的重要先驅，同時

對這位在中國建築史上曾經書寫不朽篇章的「棟樑」，進行更加

細緻的系統化介紹，加深人們對先生的敬意。

展覽首次全面回顧了梁思成先生在建築史研究、城市規

劃、建築設計、古建築保護、建築教育等領域的思想遺產，吸

引了無數人的目光。其中特別令人難忘的展品，是梁思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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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至今的文稿，包括大學時西方建築史的作業及野外調查手

稿。這些手繪圖稿，圖幅或大或小，都是一筆一畫描繪出的精

品，工整、準確、詳細，呈現出扎扎實實、一絲不苟的態度。

這次展覽紀念的不僅是那份曾經逝去的精緻和優雅，更是那種

永駐人間的光榮和驕傲。展覽中的文獻更是可以讓人們研讀梁

思成先生的學術思想，由此感受中國建築學先驅昔日的勇氣和

激情，看到一個真實、可敬的梁思成先生。

父親的言傳身教

梁思成先生祖籍廣東新會， 1901 年 4 月 20 日出生在日本

東京。這一年，是他的父親梁啟超先生在「戊戌變法」失敗後為

躲避清政府迫害而東渡日本的第 3 年。 1906 年他在日本橫濱大

同學校讀幼稚園， 1907 年全家從日本橫濱遷居到神戶郊區的須

磨海濱，他在神戶同文學校初小讀書。直至 1912 年，他隨父親

梁啟超、母親李蕙仙回到祖國。 1912—1915 年，他在北京匯文

學校（今北京匯文中學）和崇德學校高小讀書。

梁啟超先生是中國近代思想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

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之一。他的一生都處於東西方文

化衝突的漩渦之中。起初梁啟超極力主張效法西學，但是通過

對歐美的實地考察，比較分析後，他的思想產生了變化，逐漸

認識到西方的科學並非萬能。他找到了西方文化的弱點，於是

提出「西方的物質，中國的精神」的思想，認為應該用東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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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去補西方文化之不足，特別是中國文化應該對世界文明做出 

貢獻。

當年，梁啟超夫婦在日本奈良遊覽時，買了一片大佛殿的

瓦，在瓦上寫上了梁思成的名字，祈佛保佑他們的長子平安成

長。但是梁啟超先生不會想到，這一片瓦片似乎冥冥之中昭示

了梁思成先生日後與古建築結下的不解之緣。奈良與京都的古

建築，也成為梁思成先生日後研究中國古建築時重要的參考資

料。更沒有人想到在 1945 年，梁思成先生冒着巨大的風險向美

軍建議不要轟炸京都和奈良這兩座歷史名城，因為它們不僅屬

於日本，更是屬於全人類的文化遺產。

在青少年時代，梁思成先生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父親

梁啟超先生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深諳因材施教之道，對

子女嚴格要求的同時，也與他們保持朋友般的平等與親近；既

為他們的前途盡力做出周全安排，也會尊重每一個子女的興趣

和理想。特別是梁啟超先生在堅強奮鬥與潛心鑽研的學術精神

之外，始終保持樂觀的生活態度，這些對於子孫後代的成長產

生了深刻的影響，造就了他們堅韌的民族性格和深沉的文化心

理，並在不同的領域對國家和民族做出重要貢獻。

在給兒女們的信中，梁啟超先生曾經寫道：「我所做的事，

常常失敗—嚴格地可以說沒有一件不失敗—然而我總是一

面失敗一面做；因為我不是在成功裏頭感覺趣味，就在失敗裏

頭也感覺趣味。」「爹爹雖然是摯愛你們，卻從不肯姑息溺愛，

常常盼望你們在苦困危險中把人格能磨煉出來。」他經常給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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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們講古代民族英雄的故事，這些故事深深地印在他們幼小的

心靈裏。孩子們心靈受其陶冶最突出的，「一曰好學不倦，二曰

赤子之心」。在父親的言傳身教之下，梁思成先生也承繼了這一

精神。

梁啟超先生「不僅要求孩子有堅強的奮鬥精神，還要他們

樂觀、風趣、富有人情味」。他的孩子們都得到了這種真傳，

每個人都有一部艱辛的奮鬥史，但是他們從不悲觀，個個都是

勝利者，除早喪的子女以外，個個都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材。例

梁啟超與梁思順（右一）、

梁思成（左一）、梁思永

（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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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三子梁思永是著名考古學家，三女梁思莊是著名圖書館學專

家，五子梁思達是經濟學家，五女梁思懿是社會活動家，六女

梁思寧是早年參加新四軍的離休幹部，八子梁思禮是著名火箭

控制系統專家。梁思成先生更是國際著名的建築學家。這些均

與梁啟超先生的教育培養有很大關係。

為了避免子女們接受了西方文化而丟了國學，梁啟超先生

每到假期都要為子女講學，先講《國學源流》，後講《孟子》《墨

子》《前清一代學術》等。從師承到傳道授業，這樣的教育環境

與成長方式，對梁思成先生的成長影響深遠。他回憶說：「父親

的觀點很明確，而且信心極強，似乎覺得全世界都應當同意他

的觀點。」清華學校 8 年教育和梁啟超先生的影響，使他成為

一個熾熱的愛國主義者，對祖國、對民族文化的熱愛勝過了一

切。他說：「我非常感謝父親對我在國學研習方面的督促和培

養，這為我後來研究建築史打下了基礎。」

求學清華學校

1915—1923 年，梁思成先生在清華學校（今清華大學）學習

和生活了 8 年。在校期間，他不但學習成績優異，而且愛好廣

泛、多才多藝，注重各方面全面發展。陳植先生在《緬懷思成

兄》一文中提到，梁思成先生在大學時代已經顯示出多方面的

才能。他酷愛音樂，是校合唱團的成員，在課餘孜孜不倦地學

奏多門樂器，雖然相當艱苦，但他引以為樂。 1918 年清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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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年，梁思成初入清華學校

成立軍樂隊，梁思成任隊長。他吹第一小號，也擅長短笛。這

些經歷彌足珍貴，因為建築是無聲的音樂，兩者氣息相通，有

主調，有韻律，有節奏，有起伏。

梁思成先生儘管身材瘦小，卻是運動場上的佼佼者。他精

於乒乓球單雙打，喜愛足球，在清華學校運動會上獲得過跳高

第一名。他說：「想當年如果沒有一個好身體，怎麼搞野外調

查？在學校中單雙槓和爬繩的訓練，使我後來在測繪古建築時，

爬樑上柱攀登自如。」北京清華學校的學習生活，對梁思成先生

形成樂觀開朗的性格、不斷進取的精神、堅定的自信心、學術

上的嚴謹作風、廣泛的興趣與愛好，均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1920 年，梁思成先生在父親的指導下，與他人合作翻譯英

國 H.G. 韋爾斯著的《世界史綱》，後經梁啟超先生等校訂後，於



壹 序章 009

1927 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當然，梁思成先生此時表現最突出

的是其繪畫才能，他善於鋼筆畫，構思簡潔，用筆或勁練或瀟

灑，有很高的素描和水彩畫功底。他曾於 1922—1923 年擔任清

華學校校刊《清華人》的美術編輯，創作了大量封面、欄頭畫和

插圖，構思新穎，技巧不俗。他在音樂方面的修養、繪畫方面

的基礎，也是促使他在 1923 年清華學校畢業之前選擇建築學作

為專業的原因之一。

梁思成先生還是一個關心時事的活躍分子，同學們稱他是

「有政治頭腦的藝術家」。早在 1919 年的五四運動中，他就是清

華學校的學生領袖之一，也是當時進步學生社團「愛國十人團」

和「義勇軍」的中堅分子。一天，他和同學們進城宣傳，被軍警

拘禁於北京大學法科大院內。他們堅持鬥爭，聲明「政府不派

清華學校歌詠隊成員合影（前排左二：周培源；中：梁思成；右三：陳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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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學校美術社成員合影（右六：梁思成；右三：童寯）

1923 年 5月，梁思成被汽車撞

傷，左腿股骨複合性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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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來謝罪，誓不出法科大院一步」。後來軍閥政府不得不派參議

員來當眾道歉，學生們則在軍樂隊的護送下凱旋回校。

1923 年 5 月，梁思成先生與弟弟梁思永騎摩托車去天安

門，參加北京學生舉行的「國恥日」集會。不料，途中他被北洋

政府陸軍次長金永炎的汽車撞傷，導致左腿股骨複合性骨折。

他前後做了三次手術，被迫休學一年，從此左腿比右腿短了約 1

厘米，留下殘疾，給他此後的野外古建築考察帶來極大的不便。

在傷後療養的一年中，梁思成先生在父親教導下，潛心研讀《論

語》《左傳》《孟子》《戰國策》《荀子》等國學經典，這對他以後

研究中國古建築大有裨益。

結緣建築學

在療傷期間，梁思成與林徽因的感情日益增進。梁思成先

生後來談道：「當我第一次去拜訪林徽因時，她剛從英國回來，

在交談中，她談到以後要學建築，我當時連建築是甚麼還不知

道，徽因告訴我，那是包括藝術和工程技術為一體的一門學科。

因為我喜愛繪畫，所以我也選擇了建築這個專業。」也正是從

林徽因先生口中得知歐洲和美國的大學有建築系的課程，堅定

了梁思成先生學習建築學的決心。一路走來，林徽因先生對他

的學術研究和事業發展有着重要的幫助和影響。

1924 年 4 月，印度著名詩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泰戈

爾，應梁啟超先生的講習社邀請來華進行講學活動，林徽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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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 4 月，泰戈爾訪問

北京時與梁思成、林徽因

合影

生一直陪同，梁思成先生參加了接待，得以結識胡適、徐志摩、

陳西瀅、張欣海、丁西林等多位國內文化學者。這些豐富的經

歷，使梁思成先生日後成為擁有世界眼光，精通多項技能，努

力報效國家的學者。同時，這些經歷也深刻地影響了他的學校

教育理念。

1924 年 6 月，梁思成先生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

學習，系統接受西方的古典主義建築教育。由於當時該校建築

系不收女生，同行的林徽因先生只得進入美術系學習，但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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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了建築系的課程，為日後成為中國最早的女建築師打下

了基礎。實際上，當時中國國內尚未把建築學視作藝術，青年

梁思成甚至都不清楚建築學科的未來發展，只因熱愛繪畫而

選擇了這門專業，並遠渡重洋求學，由此與建築學結下了不解 

之緣。

20 世紀 20 年代，整個美國建築界在建築設計方面還受折

中主義潮流的影響，一切建築外形的設計必須採用一種古代的

建築形式，不得有太大變動，所謂設計也就是在平面上重新劃

分。當時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以巴黎美術學院建築系為藍

本，要求學生必須準確掌握並熟練運用古典建築的比例、裝飾

與構圖技法。梁思成先生對這種功能與形式脫節、外形只能

死板地去模仿古代建築外形的學習方法產生了懷疑。但是，他

在就學期間，還是全力以赴，好學不倦，在建築設計方面成績 

斐然。

由於受過嚴格的學院派建築教育，梁思成先生對於「建築

是技術與藝術之結合」的觀念理解深刻。他的設計構圖簡潔，

樸實無華，並嘗試將建築與雕塑相結合，通過巨型浮雕為大幅

牆面增添風韻。同時他的渲染，水墨清澈，偶用水彩，色澤淡

雅，明淨脫俗。除建築設計外，他對建築史及古典裝飾饒有興

趣，課餘常在圖書館翻資料、做筆記、臨插圖，在掩卷之餘，

發思古之幽情。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與建築系近在咫尺，那

裏藏有大量中國古代文物，其中最令他感歎的是唐太宗陵墓的

「昭陵六駿」中的二駿，竟然被倒賣而存於異邦的博物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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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梁思成、林徽因在

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

1927 年 2 月，梁思成先生獲得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學士

學位。同年 6 月獲得建築系碩士學位。他經常接到來自大洋彼

岸的家書，在每一封長長的家書裏，梁啟超先生都詳細提出這

一階段對他學術研究方面的建議。在校學習期間，他曾任建築

學助教，還曾擔任英美市政建築榮譽學會會員、美國費城市政

設計技術委員，並獲得彭省大學建築設計金質獎章、南北美洲

市政建築設計聯合展覽會特等獎章。 1927 年 9 月，梁思成先生

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生院藝術史專業讀研究生。在此期間，他

還曾短暫擔任過保羅．克瑞特事務所副設計師。

1928 年 3 月 31 日，梁思成與林徽因先生在加拿大渥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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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春，新婚的梁思成與林

徽因在加拿大

結婚後，同赴歐洲各國參觀考察，在歐洲古典建築中度過蜜月。

1928 年 8 月，梁思成與林徽因先生回到北平（今北京）。9 月，

梁思成先生來到位於瀋陽的東北大學擔任建築系主任，開始了

他的職業生涯。

學術報國

梁思成先生一生的學術實踐活動有兩個高峰期。第一個時

期是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特別是任職中國營造學社時期，他投

身古代建築調查與研究，主要學術目標是尋找古代建築實物證



棟樑梁思成016

據，從而系統梳理中國古代建築風格及建築技術的演變過程，

在此基礎上，總結中國建築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和規律，初步

完成對中國建築史的整理和研究。第二個時期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前後至 1955 年。梁思成先生傾力於戰後重建事業，創辦

清華大學建築系以培養人才，投身古都北京規劃建設，致力於

文化遺產保護。

1931 年 6 月，梁思成先生帶着「中國建築史一定要由中國

人來寫」的志向，與林徽因先生一起來到北平，加入了中國營造

學社，開始系統進行古建築調查和研究工作。梁思成先生出身

名門，從在國內外求學，到在高等院校教學，一直生活在十分

優裕的環境中。林徽因先生的父親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外交家，

她本人又是我國當時極少的女留學生。在中國社會急劇變化

的歷史時期，他們本來可以選擇優裕、安定的生活，但是卻出

於對祖國傳統建築的熱愛，為了重振東方建築文化在世界的地

位，選擇研究中國古代建築作為一生的追求。在當時的情況下，

這無疑是一項極其艱苦困難的事業。

莫宗江先生曾回憶過當年野外調查的艱苦經歷。在雁北地

區，他們拿着比實物價格高十幾倍的錢，求老鄉給做一頓飯而

沒有實現，因為那裏窮得連一粒糧食都沒有，再多的錢也買不

到糧食。農民只有堆在屋角的一點土豆，那是他們全家的口糧，

給別人吃了自己就得捱餓。莫宗江先生最感動的是梁思成和林

徽因先生的奮鬥精神：「梁公總是身先士卒，吃苦耐勞，甚麼地

方有危險，他總是自己先上去。這種勇敢精神已經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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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梁思成、林徽因加入中國營造學社

更可貴的是林先生，看上去是那麼弱不禁風的女子，但是爬樑

上柱，凡是男子能上去的地方，她就準能上得去。」

長年調查和測量古建築，必然要經歷很多風險。調查應縣

木塔時，塔剎從地面上看不大，實際上很高。梁思成先生要拍

攝剎頂，當時也沒有廣角鏡，只能人儘量往後退，退到最後，他

說，差一點「一失足成千古恨」，才拍到了塔剎。在邢台測量天

寧寺塔，這種塔爬上去很難。梁思成先生說，在清華念書的時

候，體育老師馬約翰要求很嚴，每一位學生必須用手用腳爬桿

爬繩，這個後來對他很有幫助，使他練出測繪古建築的本事來。

在洛陽龍門石窟，他們沒有被野草叢生、蝙蝠亂飛的環境所嚇

倒，面對北魏至北宋尤其是盛唐時代留下的偉大藝術傑作，興



棟樑梁思成018

應縣佛宮寺釋迦塔

（梁思成1933 年攝）

1931年，梁思成、林徽因在

天壇祈年殿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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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不已。在古陽洞中，梁思成先生幾乎跪地臨摹。在奉先寺盧

舍那大佛前，他感到這座雕塑同西方古代任何偉大的雕塑相比

都毫不遜色。

1937 年 7 月 7 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

蔓延至華北，中華民族全面抗日戰爭開始。就在當天，梁思成

先生一行有了古建築調查以來最重大的收穫：在五台山豆村的

深山之中，發現了唐代佛光寺東大殿。為了獲得確實建造年代

信息，他們只能借着檐下空隙攀爬進天花板以上的空閣。上面

積存的塵土有幾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樣。用手電探視，發現

1937年，梁思成在佛光寺大殿

內測繪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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檁條已被蝙蝠盤踞。蝙蝠千百成群地擠在上面，無法驅除。照

相的時候，蝙蝠見光驚飛，穢氣難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萬萬

的臭蟲，工作至苦。他們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頂內，與蝙蝠、

臭蟲為伍，或爬到殿中構架上，俯仰細量，生怕探索不周到。

梁思成先生開展古建築調查的年代，整個中華民族都處於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威脅之下。因此他竭盡全力，與時間賽跑，

希望找到更多藏在深山、田野中的古建築，進行測繪存檔，避

免它們徹底毀於戰火。林徽因先生是他學術和生活上的親密伴

侶，絕大多數古建築的田野調查都是由他們共同完成。在古建

築測繪時，她與梁思成先生一起徒手攀緣，爬上爬下，絲毫不

1937年，林徽因測量

佛光寺塔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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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糊；而在對藝術的判斷上，她總能提出全新的思路，提供大

量有價值的意見。這一時期，梁思成先生的論文和調查報告，

也大多經過林徽因先生的加工潤色，兩個人的優勢互補，實現

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學術研究成果。

1942 年，在四川李莊，梁思成先生開始編寫《中國建築

史》。當時他僅 40 多歲，但是身體一直虛弱，多病纏身，弱不

禁風。除了患有脊椎骨硬化症外，又患了頸椎灰質化症。他在

胸部配了一個鋼架，是用鋼條敲打而成，類似人的肋骨的框子，

外面纏以紗布，套在胸間。四川天氣炎熱，一般人都受不了，

更何況他還要伏案作圖，其難受程度可想而知。那時候他還在

拔牙，需要拔掉全部牙齒。當時醫療條件不好，再加上他身體

很虛弱，每拔幾顆牙就要睡一兩天。儘管身體很差，但是一種

愛國熱忱與民族自豪感激勵着他一直堅持工作。

20 世紀 40 年代，梁

思成在四川李莊中國

營造學社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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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正清先生在《寫給梁思成和林徽因》一文中寫道：「在我

們歷來結識的人士中，他們是最具有深厚的雙重文化修養的。

因為他們不僅受過正統的中國古典文化的教育，而且在歐洲和

美國進行過深入的學習和廣泛的旅行。這使他們得以在學貫

中西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審美興趣和標準。」在抗日戰爭最艱

苦的歲月裏，儘管有多所國外學術機構邀請梁思成先生前去工

作，同時承諾為林徽因先生治病，但是他堅持留在國內，與祖

國共患難，從來沒有想過離開。他堅定地說：「我的祖國正在災

難中，我不能離開她！假使我必須死在刺刀或炸彈下，我要死

在祖國的土地上。」

後來梁思成先生跟家人講：「我當然知道這個決定付出的代

價，我不能不感謝徽因。她以偉大的自我犧牲來支持我。不，

我認為她不只是在支持我，這也是她的選擇。」林徽因先生是

一位多才多藝的女建築師，感情充沛，才思敏捷，一直與梁思

成先生並肩奮鬥，共同奉獻。她最重要的建樹是在中國建築史

研究方面的成就。她有着女性的細膩，更重視彩繪、裝飾這些

元素。她一生中不斷地對中國建築藝術中的傳統工藝進行研

究。 1955 年 4 月 1 日，林徽因先生病逝於同仁醫院，走了一條

憂國憂民、報效國家的典型中國知識分子的人生道路。

20 世紀 50 年代初期，梁思成先生工作熱情高漲，一片赤

誠、廢寢忘食地為新中國的北京城市建設身體力行，貢獻智慧。

這一時期他投入很多精力參與北京城市規劃與建設，積極建言

獻策，提出極其寶貴的獨特意見。特別是主持新中國首都北京



壹 序章 023

的城市規劃方案的編製，對於他說來是一個進行規劃實踐的極

好機會，可以充分表明他對北京城市規劃的態度與立場。梁思

成先生希望提出一個妥善的方案，既解決首都城市規劃建設問

題，又解決北京歷史名城保護問題，建構一個古都保護與未來

發展的理想範式，這就是著名的「梁陳方案」。

雖然「梁陳方案」未能獲得實施，但是站在北京城市發展

的大視野中觀察，就會更加深刻地理解這一方案對於北京古都

保護和未來平衡發展的遠見卓識。儘管「梁陳方案」還有一些

需要修改和完善的內容，但是其提出的北京古都保護的設想，

是富有遠見的，有利於解決新舊之間的矛盾，保護古城的傳統

格局和風貌，形成合理的城市結構，不失為一條保護與發展雙

1933 年 9月，林徽因在山西大同雲岡石窟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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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的有效途徑。特別是梁思成先生針對城市性質，提出北京應

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要重視環境保護、防止工業污染，要

保護北京文化古都風貌等意見，說明這是一個面向未來的完整 

方案。

梁思成先生認為，北京城是必須現代化的，同時北京城原

有的整體文物特徵和多數個別的文物建築又是必須保存的，要

「古今兼顧，新舊兩利」。所有城市改建，都會面臨舊與新的矛

盾，清理、剔除、吸收的工作，必須慎重。他強調新舊建築形

式的和諧統一，主張建築形式必須適應生活和功能的要求，忠

實於材料和技術，表現民族傳統特色和時代精神，「不是盲目地

模仿古制或外國形式」。在北京舊城中，新建築物的形式應儘量

同北京的環境配合，並規定按民族形式設計，各建築物之間要

相互配合，以求整體的和諧。

1955 年，在建設領域發起了「對以梁思成為首的復古主義

建築理論的批判」，梁思成先生被指為「資產階級唯美主義的復

古主義建築思想」的代表。這樣的發難，導致梁思成先生受到

了不公正的批判。吳良鏞教授認為，「那場聲勢浩大的批判運動

對梁、林心懷赤誠的建築事業的推動，對新中國建築學術道路

的探索實際上是一種摧殘」。當年對梁思成學術思想的批判，對

於建築學術發展所造成的影響，包括對學風的破壞，永遠值得

人們深思。如今，應該改變自批判「大屋頂」和「復古主義」以

來，社會上一些人對梁思成建築設計思想產生的錯誤印象。因

為這一批判帶來的負面後果非常嚴重，以致很長時間以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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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再有建築師願意實踐中國傳統建築和現代建築結合的探索，

更有一些建築師盲目崇拜與追隨西方流行建築思潮。

赤誠愛國心

1956 年 2 月 6 日，正在出席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的梁思

成先生懷着激動的心情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長信，表達了要

求入黨的請求。 1959 年 1 月，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

一時期，梁思成先生一方面還是以熾熱的心情，不放棄任何可

能發表自己見解的機會。 1956 年 3 月，他參加中國「十二年科

學遠景規劃」工作，出席了第一次全國基本建設會議。 1958 年

6 月，他參加建築工程部在青島召開的全國城市規劃工作座談

會，並參加了中國建築學會舉辦的城市規劃與建築會議。另一

方面，他繼續抓緊開展對古代典籍宋《營造法式》的研究。宋

《營造法式》在很長時期內，是一部無人能懂的「天書」。梁思成

先生加入中國營造學社後，制訂了研究宋《營造法式》的計劃，

先從研究清代古建築營造入手，撰寫出版了《清式營造則例》，

為研究中國古代建築走出重要一步。在十分艱難的外部條件

下，他終於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基本完成了《營造法式註

釋》上下冊的基礎文本，為宋《營造法式》的後續出版及其學習

應用，奠定了具有突破性的研究基礎。

1966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運動一開始，梁思成先生就受

到衝擊，被關押了起來。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梁思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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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但是人們從未聽到過他有半點怨言，他

絕對熱愛自己的祖國，絕對熱愛自己的專業，苦苦思索自己的

「錯誤」。

梁思成先生本來就體弱多病，正常時期常常忙一陣就要病

一陣，住醫院調理，才會逐漸康復。「文化大革命」後突然的生

活變遷，嚴重影響了他的身體健康，病情一直加劇。 1968 年 11

月 17 日，他住進北京醫院。 1971 年 12 月，病重期間的梁思成

先生鼓勵前來醫院探望的陳占祥先生要向前看，不能對祖國失

去信心。他說：「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對祖國一定要忠

誠，要為祖國服務，但在學術思想上要有自己的信念。」

1972 年元旦，梁思成先生聽了《人民日報》的社論後，對夫

人林洙女士說：「臺灣回歸祖國的一天，我是看不見了，『王師

梁思成在進行宋《營造法式》註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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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等到了那一天你別忘了替我歡

呼。」彌留之際，他在呼吸十分困難、與死亡進行最後的搏鬥

時，對女兒梁再冰說：「我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一定能

勝利……」梁思成先生在臨別人世間的最後日子，引用了愛國

詩人陸游的絕筆詩，表現出一生赤誠的愛國心。1972 年 1 月 9

日，梁思成先生病故於北京醫院。

國之棟樑

從梁思成先生的成長歷程可以看到，家庭培養以及時間

沉澱對於建築師成長的重要價值。他的一生能做出如此重要

的貢獻，與他的家學淵源和堅實的國內外基礎教育分不開。

他用短暫卻又堅定的生命軌跡，構建起鮮明的學術思想和獨

特的創作道路。他有着廣博的中國文化基礎，對世界各國文

化的洞察也很敏銳，因此他的學術思想能夠適應時代，甚至超

越時代。梁思成先生多方位的研究成就，還在於學術上的創

新精神，他的治學態度不是跟着前人亦步亦趨，而是有着自己

的目標和創意，一步一個腳印，取得了極具個人特色的卓越 

成就。

過早地逝世，使梁思成先生沒有能夠看到祖國在城市規

劃、建築設計、歷史建築保護等方面所面臨的形勢和取得的成

就。幾十年來，城市規劃建設和文化遺產事業，經歷了許多坎

坷，今天也仍然面臨着不少挑戰，但是這項梁思成先生為之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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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並貢獻出畢生精力的事業，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20 世紀

50 年代初，梁思成先生曾對北京市領導說，「在這些問題上，我

是先進的，你是落後的」，「五十年後，歷史將證明你是錯誤的，

我是對的」。 2001 年是梁思成先生誕辰 100 週年，整整 50 年過

去了，事實證明梁思成先生是對的。

梁思成先生是 20 世紀中國建築領域的學術巨人。由於近代

中國沒有現代化城市的興起，加上戰亂頻仍，一直貧窮落後。

進入 20 世紀 30 年代，才有梁思成先生等建築界的仁人志士，

力挽狂瀾，繼往開來，興辦建築教育，發掘建築遺產，弘揚建

築文化，成為中國這一獨特的歷史時期建築領域的偉大先驅。

研究梁思成先生的成長歷程，可以正確理解特定歷史階段中國

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他對於尋找和守望中華傳統文化做出了

超越時代的歷史性貢獻，永載史冊，永傳不朽，值得全體中華

兒女學習和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