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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的“栋梁”展让梁思成夫妇与沈阳的渊源重回公众视野——

一代建筑宗师的职业生涯起步于东北大学
本报记者 刘臣君

目前正在沈阳举办的“栋梁——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学术文献
展”，将梁思成和林徽因带回人们的视野。沈阳是梁林二人结婚后开
启新生活的地方，尤其是东北大学，不仅是他们开始工作的地方，还是
中国建筑学的起步之地。一幅幅照片，一封封信件，还原了夫妇二人
在沈阳，在东北大学的生活工作情况。

时隔 95 年，再回头看 1928 年发
生的事情，梁思成和东北大学的相遇
于偶然中存在必然因素。

1928年3月21日，已经毕业了的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加拿大中国总领
事馆完婚。3 月 21 日是梁思成精心
挑选的日子。根据两个人的终身好
友费慰梅撰文回忆，3月21日是北宋
朝廷为建筑师李诫立的碑刻上刻记
的一个时间，他们选择这个日子就是
为了纪念李诫。李诫是《营造法式》
的编修，宋徽宗时任“将作监”（主管
土木建筑工程机构中的官职）。

结婚以后，梁林二人启程去欧洲
考究建筑，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以下简称宾大）毕业的两位硕士，对
未来充满了憧憬。

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希望他们
对各国古建筑进行考察、学习后再回
中国。在给孩子们一些游历的指导和
建议后，梁启超开始为儿子的前途奔
忙，他先是和清华大学联系，清华大学
表示愿意接受梁思成，但突如其来的
另外一个选择，让梁启超改变了想法。

1928年4月26日，梁启超给梁思

成写信商量归国后的去向：“你们回
来的职业，正在向各个方面筹划进
行，一是东北大学教授……一是清华
大学教授……另外还有一件‘非职业
的职业’，上海有位大藏画家，我想让
你当他几个月的义务书记……你的
意思如何？”

原本东北大学邀请的是宾大建筑
系另一位优秀毕业生杨廷宝（梁思成
的师兄）来做系主任，但杨廷宝推荐了
梁思成，认为他是唯一合适的人选，并
去游说梁启超。就这样，东北大学吸
引了梁启超。

1928年5月8日，梁启超继续给梁
思成写信。在没有任何办法及时通知
到梁思成的情况下，梁启超替儿子做
了决定：去东北大学，组建中国第一个
建筑系。当然，梁启超还有更多地考
虑：在东北开创建筑师的事业前景更
好。虽然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但在
和儿子见面后，他还是做了耐心解
释。他认为东北大学发展的空间更大
一些。

就这样，梁思成与林徽因回到中
国，在北平短暂停留后，他们便赶赴

沈阳，来到东北大学。在沈阳，他们
开启了人生中许多个“第一次”：第一
次有了正式工作，第一次依据《营造
法式》和美国学习的西方现代建筑知
识，对沈阳的古建筑进行勘察、记录，
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

根据东北大学的官方记载，1928
年，东北大学创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
上第一个本科学制的建筑系，7月招
收了一个班（15 名学生）的四年制本
科生，9月份正式入学。

梁思成在东北大学有了很好的
事业开端。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徽
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情侣》
一书中说，梁思成初到东大就被任命
为“建筑系责任副教授”，两年后提升
为“责任教授”。她说，尽管头衔很好
听，但第一学年全系一共只有两位教
职员——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个人
都教建筑设计，他又开了一门把西洋
和中国建筑史融为一体的课程，这种
课程的制定依据，来自于梁思成求学
的经历，以及那本影响他一生的《营
造法式》，一本记录中国古代建筑营
造规范的书。

1 梁思成与东北大学的“双向奔赴”

梁思成在宾大学习期间，梁启超
寄给他一本宋代古籍的重印本——

《营造法式》。这本书是宋徽宗时的
将作监李诫于公元 1100 年所著，于
1103年刊刻，是北宋京城宫殿建筑的
营造手册。

1919年，一名叫朱启钤的官员在
南京江南图书馆偶然发现《营造法
式》的手抄本。他邀请好友、藏书家
陶湘校勘《营造法式》，并于 1925 年
出版发行。当年，朱启钤便将一套新
出版的《营造法式》赠予了梁启超，梁
启超看后寄给了梁思成。

1925年底，梁思成收到了父亲寄
来的《营造法式》。从此，这本书陪
伴、影响了梁思成、林徽因一生。

梁启超曾仔细地阅读这本书，给
予极高评价。他在所附的信中评论
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
化之光宠也已。”他随后嘱咐梁思成、
林徽因“俾永宝之”。

此时的梁思成已经对研究中国
建筑史有了自己的想法。进入宾大
建筑系后，他找到做建筑史研究的古

米尔教授，要求旁听原本是二年级才
上的西方建筑史课。他告诉教授，建
筑史是自己最感兴趣的课。古米尔
问梁思成：“中国建筑的历史是怎样
的情况？”梁思成无从回答，因为当时
的中国还没有开始建筑史的研究。

收到《营造法式》后，梁思成立即
进行了研读。他后来承认，没有完全
读懂，然而他看到，父亲已给他打开
了一扇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大门，从此
他把书的编修李诫视作自己的偶像。

有两件事足以证明《营造法式》
在梁思成心中的地位和重要程度：结
婚日是他和林徽因人生中最重要的
日子之一，他选择了 3 月 21 日，亦即
宋朝为李诫立的碑刻中提到的一个
日期。另一件事，他和林徽因的第一
个孩子梁再冰，名字取自梁启超的号

“饮冰室主人”；第二个孩子梁从诫，
意为“师从李诫”，以为纪念。

围绕着李诫这本《营造法式》还
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发现《营造法
式》后，朱启钤决定建立中国营造学
社，他召集了一些文人，但这些文人

并不懂建筑，中国营造学社需要一位
内行领导。梁思成显然就是最适合
的人选，他留学宾大，熟读四书五经，
集中西文化传承、融合与发展于一
身。最终，梁思成挑起了这副担子。

从得到那本《营造法式》开始，梁
思成和林徽因就把这本书带在身
边。建筑考察结束后，他们会在这本
书上做批注，而且使用不同颜色标
注，铅笔、圆珠笔，朱色、墨色都有。
如此，这本《营造法式》的价值便超越
了工具书的价值：梁启超对后辈的殷
殷期望，梁思成、林徽因夫妻数十年
的细心批注，二人一生矢志不渝的努
力，身后获得国家最高级的奖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本书中得到
传承发展，这是这本书中蕴含的最重
要价值和最感人的部分。

2012年，这本满载了文化价值的
《营造法式》出现在拍卖会上，最后成
交价为215.8万元。

1980 年，梁思成遗稿《营造法式
注释》出版，此时距宋朝李诫刊刻本
面世已过去了800多年。

2 《营造法式》陪伴一生

梁思成曾说过，作为建筑学家，
最重要的基础是建筑设计。到东北
大学任教后，他很快就邀请宾大的优
秀校友童寯、陈植、蔡方荫来东大任
职，这令他们的事业开端充满活力，
生机勃勃。他们在开展建筑教学实
践的同时也经营建筑设计事务，成立
了“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以此为起
点开始了建筑设计事业。

东北大学史料记载，事务所创立
后立即接到了两个工程：1930 年，吉
林省立大学礼堂图书馆和教学楼的
设计是他们承接的第一项建筑规划
及设计任务。这组校园建筑的设计
反映了梁思成等第一代建筑师创造
具有中华传统特色的现代建筑专业
理想。陈植在纪念梁思成的文章中
写道：“当时思成兄力主建筑要有民
族特色，但不应复古。吉林大学即以
此原则尝试设计的。”

此外，事务所还承接了东北交通
大学（锦州分校）校舍的设计工程。在
东大任教期间，梁思成和林徽因还合
作设计了沈阳郊区一座名叫“肖何园”
的小公园以及沈阳一些官员的宅第。

梁思成仍然保持着对古代建筑
物的强烈兴趣，他和林徽因闲暇时丈
量了北陵。值得一提的是，他首次用
科学方法仔细丈量了陵园的建筑物，
并绘出了图稿。他们慢慢走在中国

古建筑测量的路上，即使在异常艰苦
的日子里，夫妻二人以及伙伴们一同
完成了全国近 200 个县城的 2000 余
个古建筑项目的考察、测绘与拍摄。

梁思成在他的第一篇古建筑调
查报告中说：“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
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
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型美术言，尤
须重‘见’。读跋千篇，不如原画一
瞥，义固至显。秉斯旨以研究建筑，
始庶几得其门径。”

费慰梅说，在上世纪 20年代，西
方有两位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先行者，
一个是喜仁龙，写过《北京的城墙和
城门》《北京的皇家宫殿》，另一个是
恩斯特·彪胥曼，他出的书有《图画中
国》《中国建筑》。但梁思成在 1947
年对他们作了这样的评论：“他们谁
也不懂中国建筑的规律。他们描述
中国建筑物，不懂就瞎写。但是两人
中喜仁龙稍好一些，他运用了《营造
法式》，不过并不经心。”

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起源”一
文中，梁思成明确表述了自己的中国
建筑史观：“中国的建筑与中国的文明
同样古老。所有的资料来源——文
字、图像、实例——都有力地证明了中
国人一直采用着一种土生土长的构造
体系，从史前时期直到当代，始终保持

着自己的基本特征。在中国文化影响
所及的广大地区里……都流行着这
同一种构造体系。尽管中国曾不断地
遭受外来的军事、文化和精神侵犯，这
种体系竟能在如此广袤的地域和长
达 4000 余年的时间中常存不败，且
至今还在应用而不易其基本特征，这
一现象，只有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可以
与之相提并论，因为，中国建筑本来
就是这一文明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
成部分。”

他举例说，在殷（商）代帝王的宫
殿和墓葬遗址中发现了已经炭化的
木材和一些木柱的下端，它们曾支撑
过上面的上层建筑，这些建筑是在周
人征服殷王朝并掠夺这座帝都时被
焚毁的。这些柱础的布置方式证明
当时就已存在着一种定型，一个伟大
的民族及其文明从此注定要在其庇
护之下生存，直到今天。

1946 年，梁思成应邀去美国讲
学，他带着《中国建筑史》和他在东北
大学讲授“中国雕塑史”的讲稿，第一
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展示在国
际学术界面前，博得了国际学术界的
敬佩与赞扬。

这种建筑思想的确立，发端于沈
阳，发端于东北大学，这种思想的萌
生，直接影响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学
术与人生。

3 生机勃勃的创业生涯于沈阳开始

1930 年，林徽因被诊断出肺病
不得不回北平治疗。梁思成把家搬
到北平之后又回到东北大学任教，
直到本学年结束。然后他就把系里
的工作交给童寯，到北平与林徽因
会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华
战争，在战火硝烟中，东北大学建筑
系那些生机勃勃的创业伙伴们陆续
离开，最后只剩下童寯一个人。

离开沈阳后，梁思成就职于朱启
钤创建的中国营造学社，再后来，他
们一同去了四川。

“栋梁——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
学术文献展”从北京出发，沿着沈阳、
昆明、太原、李庄路线进行展览，而这
条路线正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事业
与人生重要节点。

由此回望，在沈阳，在东北大学
的 3 年时间无疑是他们人生中最幸

福的时刻。那时候他们无忧无虑，有
强健的身体和旺盛的精神，有志同道
合的事业伙伴，有对美好未来的无限
憧憬和明确目标，还有因他们而正在
兴起的中国建筑学。

当然，这一切，对于梁思成、林徽
因夫妇来说，只是一个开始。

（本版图片由“栋梁——一代建
筑宗师梁思成学术文献展”策展团
队提供）

4 离开沈阳后入职中国营造学社

探新展 TAN
XINZHAN

东北大学老师在沈阳北陵合影。其中右一为梁思成，中为林徽因，左一为蔡方荫。

梁思成、林徽因在东北大学工作期间于北陵丈量时的工
作照。

1925年，梁启超书于《营造法式》（陶本）扉页上致
梁思成、林徽因的寄语。梁思成的沈阳北陵前门速写。

梁思成正在进行《营造法式》的注释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