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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传》

内容概要

20世纪二三世纪年代，有人因出身闻达天下，有人因感情爆得大名，有人因专业研究有着长远的影响
力。而梁思成，是将三者合为一体的人。
他生于日本，天生双腿微残，却一生踏遍大半个中国，测绘和拍摄无数古建筑遗物；他是绯闻故事里
不起眼的角色，却创办了一个严谨客观的学科；他是地地道道的“二代”，却突破了父亲的光环，成
为一代建筑宗师。
与林徽因神仙眷侣的生活没有让他成为“男人公敌”，他支撑了林徽因灵动的思绪，创作出《中国建
筑史》这样的皇皇巨著，惊动世界，不仅耶鲁讲座，而且使日本京都、奈良的古建筑免遭美军轰炸。
令人扼腕的是，他可以保护外国的古建筑，却无法保护老北京的城墙。晚年的再娶，几乎使他众叛亲
离。而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化，他渐次迷失，最终落寞而去。
本书叙述了梁思成的成长、感情及学术追求，大量披露了梁启超的家书、林徽因的通信、晚年的再娶
之谜，还原一个真实本色、永不妥协失望的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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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传》

作者简介

窦忠如，字子徽，号嘉山，有“中国最具独立精神和践行能力的学者型青年传记文学作家”之评
。1991年携笔从戎，戍边塞外；2004年抛却羁绊，潜心研习传统文化。相关内容被各类学术著述征引
或报刊转载评介，并多次应邀做客央视和凤凰卫视等，传讲中国传统文化。出版有《王国维传》《世
间绝唱——梁思成与林徽因》《大匠踪迹》《奇士王世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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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传》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异域童年
1. “双涛园”顽童
2. 家学不治顽皮
第二章 青春飞扬
1. 求学清华
2. 初识徽因
3. 结伴“宾大”
4. 蜜月之旅
5. 执教“东大”
6. 支柱
第三章 巅峰岁月
1. 加盟营造学社
2. 苦乐行者
3. 流亡之路
4. 蛰居李庄
5. 回归清华园
6. 誉满世界
7. 首选院士
第四章 天命难知
1. 学人入政
2. 国旗、国徽、纪念碑
3. 梁陈方案
4. 城与墙
5. 孤独卫士
6. “大屋顶”之谜
7. 检讨与“鸣放”
8. “文革”风雨
9. 屈辱与不屈
第五章 落寞之惑
1. 黄昏恋情
2. 落寞之惑
3. 赤诚的爱国者
4. 别了，思成
第六章 祭  奠
1. 海外之祭
2. 百年怀想
附录：梁思成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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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传》

精彩短评

1、电子
2、太流水了。
3、比较有深度的解读，一代建筑宗师的传奇一生，文字精彩而耐读。
4、里面不少内容引用林洙的作品，特别是讲到林徽因和金岳霖的情史八卦，那个老太婆的话可信猪
都要上树了。其他方面综合起来来说，是一本比较好的传记。
5、很喜欢里面有照片留存，但是很不喜欢参考林洙资料，这也是写两位先生传记的通病，认同林洙
的真实性，不敢苟同。而且在在一处照片中误将金岳霖当作了梁思成，这，真不能忍的错误。希望改
版出版的时候能够用点心吧。这本书和张清平写的《林徽因传》还是值得一看的，比较平实客观，就
是过多参考了林洙著作，腊鸡。
6、窦忠如的梁思成传是迄今为止我看过最权威的。新版本设计精美，印刷精良，值得收藏！
7、先生多才多艺，多思博学，令人敬佩。
8、其实还行，蛮客观的，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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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传》

精彩书评

1、——评《梁思成传》文/蓦烟如雪我常常有感，写传记，逃不开写感情的纠葛，正如看了窦忠如的
《梁思成传》也是如此。他的一生皆是传奇，充满瑰丽色彩，也充满着多重困苦。曾经也问过朋友，
你知道梁思成吗？很多人摇摇头，知道的也就附和一声，噢，那是民国四大美女林徽因的老公。没错
，他娶了民国八卦史最为出名的林徽因；其次，他还有一个很响当当的父亲——梁启超，他是中国近
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再者，梁思成是我国建筑研究领域的先驱，他不仅开设了中国大
学的第一个建筑系，同时也被誉为“研究中国建筑的宗师”。他是含着金汤匙而生，却也是自带光芒
的主角，他的家世、感情，甚至是成就都是极致的存在。从这本书来看，在日本东京出生，他的记忆
是女佣在地震的时候背他下楼，在“双涛园”里，是他最为快乐的童年，印象很深的一块是他每天上
学要去鹰取车站坐车，说，火车曾不止一次故意延迟等梁思成他们，甚至还会因为没有谁到而关心，
不过，这段并未夸张，前阵子，我就看了一则新闻是“日本铁路为一女学生专门开设车站”，它三年
来，专门为一名要去学校的学生而设，这段写出了日本的人性化，同时也说明，梁思成在日本童年，
不仅有父亲的谆谆教导，有退役军官的游泳教学，还有温馨的生活插曲，以及节假日的旅游，诸多的
培养，让他成为了一个天性乐观、活泼且风趣的孩子。书中用六个章节，去讲述一代巨匠梁思成的一
生，从他的童年，到青春飞扬的过往，从巅峰的岁月，到天命难知的波折，从落寞之惑到祭奠，人生
的一刻，仅仅只是缩在一本，一页，甚至是一章。虽出生在官宦家庭，他在清华八年，却养成了节俭
的生活作风，在文革摧残迫害导致居无定所的时候，他依旧能迎难而上，他在父亲的良性教育下，依
旧把这种教育模式传递下去，让子女培养“寒士家风”，他多才，钢琴、钢笔画、小提琴、吹小号、
笛子都不在话下，他是学生眼中的“小老头”，可他在北京颐和园谐趣园水彩画作依旧让人看到他的
功底，以及画技的精湛。在这本书中，作者强调了梁思成的性格，我想这只是其一，他能博得林徽因
的喜欢，不仅仅是家世、学问甚至是性格，还有一点是徐志摩的婚史和决绝，她自己的母亲是二房，
她天性敏感，对感情上容易左摇右摆，虽然徐志摩多情而浪漫，但是梁思成机智而不失幽默，他最大
的好不仅仅是背景，还有他没有婚史，且兴趣相投。不过金岳霖的这出在林徽因的传记多有出现，已
不用多说。我想谈谈他父亲的趣味主义和开设国学课堂，梁思成也说“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研
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位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所以后面他父亲给他寄了《营造法式》
他不会那么艰涩，虽然很难，但是他依旧给它注释，编写了《中国建筑史》。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
让他将西方建筑理念和中国建筑文化有了很好的结合，同时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婚后，他们探
访了无数宝地，夫妇也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测绘了不少地方，也记载了不少古迹，对日后中国保护
古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晚年，他还保护北京的古城墙，甚至他们还保护过景泰蓝的这一项目，虽
然他的“梁陈方案”被否定了，但是历史记住了他，他用生命护过城墙，用淡然的心态，去接收莫名
其妙的叱问和自己学生的作弄，虽然这些叙事是从死起笔，从他一生开始和结束，但是我想看完这些
文字，中国的建筑史记住了他，历史记住了他，国旗、国徽、英雄纪念碑也会记住他的一页。他是谁
，他是一代建筑巨匠——梁思成。
2、有些时候，不得不怀疑，世界上是否真的被一个规则所引导，规划生老病死，设计喜怒哀乐，安
排退化与进化。似乎有如此规则，所有的事情都将会变得简单，便不会质疑为什么在一个看似平和的
年代有着厄运，在厄运的年代偏偏诞生不吝惜自我的天才。【天妒英才】四个字，充满着多少不可探
测的秘密，又洋溢着多少羡慕与哀叹。特别在我们这片土地繁衍起来的国度，特别让人感觉到惋惜，
时代总是在让他们碰壁，如果他们选择退缩将会面临道德与良心的审判，如果他们前进将会面对狂风
暴雨。梁思成便是在那样一个时代，面临如是状况的诸多知识分子中的一个，诸多天才中的一个。关
于梁思成，更多人感兴趣连绵不断的三角恋。诚实，林徽因的美貌与才华为她带来了许多关注，梁思
成在这样的绯闻中则成为了一种配料。然而，梁思成并不是这个世界中的配角，似乎从一开始，他就
要成为主角。梁启超流亡日本获得这个儿子，由于先前有一个儿子夭折，这个儿子虽然有些生理问题
，却也让他感觉到希望，并且倾心照顾，而梁思成也着实活下来了。梁思成被父亲期盼成为绘画界的
“李杜”，而他却选择了建筑。在这本引用诸多素材的《梁思成传》中，作者给我们澄清了梁思成之
所以与建筑结缘，并且其中与林徽因的关系。当然，梁启超对儿子的兴趣的尊重与教育在梁思成之后
的成就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接受西方教育长大的梁思成能够在以后对中国建筑做出重大贡献，显
然离不开梁启超对他在国文方面的指导和教育。当梁启超的生命走到尽头，而梁思成也成为梁家的顶
梁柱，并且完成自己的婚姻之后，他必然要学着怎样成为成熟并且承担家族使命。我们可以到处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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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传》

梁启超的影子，至少从这本传记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与梁启超一样，梁思成同样是一个在困境中能够
保持乐观精神，并且具有探索开拓的精神。他和林徽因为中国的建筑专业带来崭新的开始，又通过自
己实地考察为中国的建筑历史增添了活力。当他们在荒山野岭中行走的时候，或许他们想到的是久远
的建筑的生与死，而不是担心是否有人抢劫以及杀戮。当日本——这个给他的童年赋予色彩的国家—
—的军队踏入中国，他开始新一轮的流亡，从华北到西南，他终究还是没有放下他的学术。在那些时
候他依旧给《营造法式》与《中国建筑史》注入新的内容。他在这些艰难的时间里，却达到了他学术
上的巅峰状态。风云突变，日本军队走了，共军来了。新的国家让这个一直深爱着这篇土地的学者感
觉到可以在平和之中实现自己的愿景。然而，政治主导一切的年代，学术已经成为了政治底下的棋子
。“梁陈方案”未能被接受或许并没有太让梁思成感觉到失落，但是北平的古建筑的楼牌等被拆除着
实让他感觉到了失落。然而，这些并不是结束。政治的动荡才刚刚开始。在学术上具有极高觉悟的梁
思成却没有足够精灵的政治思想。他接受批判，他检讨，他顺应“鸣放”指示，他成为“反右”先锋
，他最后死在一片批判声中。即便是到了今天，我们依然觉得那是一个无法进入的禁区，在那些血淋
林的爱国主义以及“人民”本位中找到原来只有个体才是真正的社会基石。作者在传记中对梁思成的
爱国主义有着极其高度的评价，就如同作者对新政权的高调评价一般。然而，恰恰是如是的爱国主义
让这个学者遭遇了连绵不断的苦难，失去他原本的对学术的真诚，剩下的只有空洞的政治口号以及毫
无意义的三呼“万岁”。我们今天或许还在惋惜，如果没有那么十年，是否世界会变得更好？或许，
我们在阅读传记的时候，感到欣慰的不是错案的平反，而是曾经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献身给一件伟大
的事，并且把这些事做得伟大，即便他们经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琢磨。传记，不仅仅是为了记录，传
记，也许是为了让我们走进一个人的一生，走出自己的一生。
3、很多人或许知道梁思成是因为林徽因，或者他的父亲梁启超，但读过《梁思成传》，我们会意识
到，梁思成对于中国建筑业的贡献可谓是“一代大师”，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梁思成不仅投身于中国建
筑学的教授，而且和林徽因一起为保护中国的古建筑贡献着力量。身为孩子的母亲，我看这本《梁思
成传》的时候，特意注意到梁启超对孩子培养上所下的功夫，梁启超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而
且也是“齐家”的好手，从最初在日本居住时候对待孩子教育的问题，梁思成身体养护的问题，以及
回国之后梁思成进入清华园学习的问题，甚至梁思成的婚姻问题，梁启超都开明、民主而且睿智，我
想正是因为父亲的这种明智，才从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梁思成学问和婚姻坚固的基础，而梁思成其他兄
弟姐们也都很有成就，从侧面也说明了梁启超教子有方。而对于梁思成，可以说是才情与性格都无可
挑剔，婚姻和事业也一样经营的美满。他或许不如徐志摩浪漫多情，但林徽因最终选择了他，并且开
启了梁思成学习建筑学之路，而梁思成在清华园各方面表现出的优异更是他生活丰富、才华横溢的一
个表现，而当他终于找到自己的事业所在时候，他全情投入并取得了骄人的学业成绩，而当祖国需要
他们的时候，他和林徽因又义无反顾回国执教，并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这项事业。而在对待林徽因
的问题上，梁思成显然是大格局的男人，不仅是在处理徐志摩的问题上，即便是后来金岳霖追求林徽
因，他也能掌握好尺度，显示了一个男人的大智慧。林徽因去世之后，他娶了自己的学生，有一些人
不理解，但从另一种角度上也是他的一种生存智慧。这样看起来，梁思成的一生似乎是顺顺风顺水，
有事业又有爱情的美满，然而在中国建筑学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克服种种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困
难，而一直从事中国古建筑的实地调查和测绘工作，其困难重重是我吗无法想象的，《梁思成传》给
我们进行了全面的展示，使得我们得以窥见伟大的建筑学家梁思成。
4、详实细致《梁思成传》前两年我也写了一本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传记，为了查找资料，购买阅读了
十几本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传记，几乎把他们的传记和相关图书都买来看过了。其中有价值的都是早年
出版的，或者是梁林的亲属的作品，其他作者的传记价值并不太大。很多都是从网络中收集资料，加
上自己的想象，有的甚至连基本的考证和百度都没有仔细做，里面很多资料都是错误的。当年就看到
了窦忠如的这本《梁思成传》，感觉很详实，很细致，这次再版开本小了，价格也便宜了许多，就是
字号变得小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事也许是我们关注梁思成的起点，可是当你走进他们的故事，了
解他们的生活，你就会被他们所打动，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他们对艺术的追求，他们对事业的执着，
他们为中国古建筑做出的卓越贡献，还有他们的诗，他们的文，他们的爱情，他们的朋友，他们传奇
，都让人感觉有说不完的内容。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事可以折射出民国那一代文化人的酸甜苦辣，
悲欢离合，有荣耀，也有悲伤，有颠沛流离，也有与亲人的生离死别，这是一个挖掘不完的宝藏。我
写的梁林传记，是采用图画的方式，通过大量地图老照片和他们生活过的城市居住过的每个房屋，通
过具体的细节去展现他们生活的一面。从内容和文字上没有窦忠如先生的详细，窦先生的这本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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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传》

传，里面把很多文字资料的原文都引用了进去，像一本梁思成的年谱，梁思成的生平资料大全。作者
没少下功夫，资料很细致，考据很扎实。是一本非常可靠的梁思成传记，不过也因此牺牲了一定的可
读性。书中并不完全是按照年代排列顺序的，而是把梁思成的一生分成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围绕几件
大事来写的。从童年，到青年，到营造学社，到解放后，到文革的晚年，最后是后世的影响和回音。
详细介绍了梁思成的整个人生旅程。里面也插入了不少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老照片、书信，资料很丰富
。对于真正想要了解梁思成生平的读者，这本书是非常不错的参考。但是如果仅仅想要看看梁思成林
徽因和徐志摩的爱情故事，那么还是去选择市场上流行的很多很多类似小说的想象作品吧。
5、梁思成至今去世已近半个世纪，但是关于他与林徽因的故事，至今被不断传唱着。不管是书籍作
品，还是影视在作品，近年来都是有增无减。不过，尽管“梁林”热度持续发酵，但讨论的重点，却
很少是关于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方面，更多的都是在窥探他们之间的爱情及绯闻。而绯闻方面更少
不了徐志摩、金岳霖、陆小曼等人的名字。对于梁思成这个名字，不少人要么是完全的陌生，要么只
知道他是民国才女林徽因的老公，或是梁启超的儿子。是的，他的身份是那样的具有特殊性，他身上
的光环又是那样的闪烁，以至于让人忘了他是一位建筑巨匠，曾为中国近现代建筑学做出过突出贡献
，曾主持并设计过人民英雄纪念碑，曾为保护老北京建筑竭尽劳苦。梁思成于190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
，是梁启超的长子，当时梁启超因为参与戊戌变法一事而逃亡日本。后来清政府灭亡，梁思成才随家
人一起返回北京。在东京期间，梁思成度过了他的童年，与一群兄弟姐们嬉闹玩耍、入学读书，那一
段快乐的日子，塑造出了一位乐观豁达的梁思成。回到北京以后，梁思成继续读完了小学及初中，
在15岁那年进入清华学院就读。在清华的八年里，梁思成一心追求学业，并在父亲梁启超的教育下，
培养了各项才艺技能，同时还有深厚的国语文化，为以后梁思成的研究之路打下了基础。梁思成真正
开始走上建筑学之路，是从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建筑系开始的。当时是1924年，梁思成与未婚妻林徽因
一起去了那里，在1927年毕业后，又去了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史，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从此，梁思成开
始在建筑学路上越走越远。其实，这些年关于梁思成的书已经有很多种版本，特别是一些学术研究方
面的著作，已经逐渐完善。然而，真正以梁思成一生为题材的书却是非常少。就算是出过的几本，也
都是把他和林徽因或其他人捆绑在一起，这对于一位建筑巨匠大师来说，着实有点心酸。都知道梁思
成与林徽因的爱情是一段佳话，男才女貌不用说，朋友圈之流也多是大碗，就是他们家里的会客厅都
能八卦出很多的故事来。而窦忠如的这本书，却少了很多的八卦，抛弃了不少无关的人。从梁思成的
性格、婚姻、家庭、学术等方面入手，还原了一个真实如初的建筑教育家。因此这个版本的梁思成传
，在内容上不仅更丰富，就是话题性、真实性也更略胜一筹。不过本书中也多次提到了林洙这个名字
，她是梁思成晚年生活中绕不过的一个人物。1955年，梁徽因去世，之后十年动乱，梁思成不可避免
的受到错误批判，接二连三的打击对他的生活和精神带来了不小的影响。这时林洙走进了梁思成的生
活，并成为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在这本书里，林洙变身为与梁思成共患难的恩爱夫妻形象，关于这一
点，我并不十分认可，毕竟这些年林洙做过的那些事，大家都心知肚明。另外，书中不少事件还引自
林洙本人的回忆，这也让人有点不敢苟同。可以说，林徽因近些年来的很多绯闻，几乎就是出自林洙
之手，而且在她写的一些作品中，不少事情漏洞百出、前后矛盾，处处暴露出她的心机之重。抛却以
上两点来说，这本传记，倒是一本值得一看的作品。文/颜先生
6、第一次听到梁思成这个名字，他不是以建筑学家的身份，也不是以梁启超的儿子的形象走进我的
视野。好多年前，有一部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叫《人间四月天》，在那前后知道梁思成，他的身份
是一段超级有名的民国八卦三角恋的绯闻男主角。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印象中给这个人定了位——
多少是有点憋屈的，你说人家徐林两人既然那么相爱，你瞎搀和什么啊。比这更惨的是，再大点又在
各种民国八卦文章中见到他，他还是很憋屈，成了梁金林三人八卦的绯闻男主角。等到自己大一点，
不会那么偏听偏信，又看了一些书，哇，才知道，梁思成原来是建筑学家，还是“公车上书”主角之
一的梁启超的儿子，才知道，林徽因不仅仅是会写诗，建筑才是主业。民国那点八卦，尤其是事关“
林徽因”这三个字的八卦，从来就没有断过。多少人和我一样，每当听见梁林的名字，就自然而然的
想到民国那些倾国倾城的女子，以及她们的各种感情纠葛。窦忠如老师写《梁思成传》，起码做到了
这一点——没在梁林的感情上死下功夫，至少在我看来，还是比较真实客观的反映了梁思成的人生的
，重点笔墨在他的建树上，他所遭遇的这个时代，和他的性格，以及最后怎么样黯然落幕。很多人也
许对此不感兴趣，但是真实的梁林，其实不就是平凡的两口子吗？他们也在遭遇婚姻生活的磕磕绊绊
，也有婆媳关系，也有丈母娘要养，林徽因也没有那么不食人间烟火，她也得做家庭主妇。在逃难四
川的时候，家里也曾经乱做一团，她也会因为家长里短的骚扰心情很郁闷。也许，这才是真实的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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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洙这老太太不省心啊，坊间曾传，梁林的女儿梁再冰曾经打过她一巴掌，让她别兴奋作浪了。诸
位看官，其实，后来林徽因成为民间绿茶婊的始祖，百分之九十拜伊所赐。梁思成去世之后，她写了
一本惊世骇俗的八卦《梁思成、林徽因和我》，其实好多关于林徽因是绿茶婊的明证都出自那里。比
如，林如小姑娘一般像自己的丈夫请教，自己爱上两个人了，怎么办等等的段子，都是林洙写的。因
为斯人已作古，她作为梁思成的未亡人最有发言权，后来，她也是愈演愈烈不能够了。在窦老师的书
里，没有对梁思成这段婚姻做什么评价，其实，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段婚姻都是质疑不断。不过他
列出了几封梁和她往来的信件，从当事人的笔触就可以判断出，在思想境界上，林洙真的是不能和梁
思成匹敌的。就像苏格拉底娶了泼妇，托尔斯泰忍受不了妻子以至于离家出走最终殒命。林洙可以说
，只能是他的生活伴侣，但是却进入不了其精神世界。从这个角度上想，这个女人能受得了自己的位
置以及稀薄的存在感吗？如果读了窦老师对梁思成第二段婚姻的纪实，其实也比较容易理解梁思成。
我们今天的人不能在苛求当时已经是老人的梁了，他是才子，但是也终有老弱病残的一天。后面林洙
的行为不是本书评判的重点，也几乎没有提到。对于林洙，作者也比较客观，毕竟书里也引了一些丫
八卦作品中的内容，对她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善的。写到这，我发现自己跑题了。吴良镛老先生曾经评
价梁思成：梁思成是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是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是中国近代城市
规划事业的推动者，是中国历史文物保护的开创者，是一些建筑学术团体的创建者和组织者之一，以
及后来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几项重大工程的主持人与设计者。一般来说，一个人能有上述一、二项
贡献，就足以称道难能可贵了，而他对建筑及文化事业建立如此前方位的卓越贡献，不能不令人涌起
发在内腑的钦佩之情。如果说对梁思成的前几项成就不熟悉，但是至少应该知道，他是国徽的设计者
之一，林徽因也是，并不仅仅是写了几首诗而已。另外，最近几年北京雾霾严重，城市拥堵，使得首
都成为最不宜居的城市之一。网上疯传一篇梁思成对城市规划痛心疾首的文章，他说，在城市规划方
面，自己是超前的，五十年之后，你们会后悔的，一语成谶。读了这本书，其实很痛心的。如果不是
这样的环境，对有着赤诚爱国之心的精英的戕害，在他和林徽因有限的生命里，他们能创造多少辉煌
的价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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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梁思成传》的笔记-第28页

        我认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了
沙漠，要来何用？ 梁启超

2、《梁思成传》的笔记-第148页

        高级知识分子生活在落难状态中，被褥、锅碗瓢盆、孩子、橘子和谈话喧闹声乱成一团。这是一
个贫民窟，但又住满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真实一个悲喜剧的好题材。 费正清

3、《梁思成传》的笔记-第180页

        在这个持续动荡的世界，这个严酷的审查制度令人失去想象的世界，个人的创造力与心智的 探索
，又怎么可能广泛流行？梁林的故事，从一开始似乎就印证了上述悲观的省思。千重万叠的社会浪费
，打乱并吞噬了他们的生命，一次又一次，这个世界就是不留给他们任何呼吸的空间。  费慰梅

科学家的悲剧，不仅在科学不发达的哥白尼时代存在；在科学比较发达，甚至相当发达的时代，只要
人们的认识又差距，就会有矛盾。这种悲剧就会不同程度地出现。 吴良镛

4、《梁思成传》的笔记-第29页

        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开了学校
才能发现。规矩不过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以此为教，以此为学，正以拿能巧之人，习熟规矩
后，乃愈其巧耳。 梁启超

5、《梁思成传》的笔记-第76页

        建筑是什么？它是人类文化的历史，是人类文化的记录者，它反映时代的步伐和精神''。

6、《梁思成传》的笔记-第253页

        古建筑绝对是宝，而且越往后越能体会它的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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