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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内容概要

这是一个你所不熟悉的梁思成。他在1931到1948年间，回应激荡世界的现代建筑潮流，和同仁们通过
建筑史的调研和写作，构筑起“中国建筑”体系，并积极思考该体系向中国现代建筑转换的可能。而
在1949到1959年间，他深陷新中国政治运动的漩涡。为跟上形势，他频繁进行自我否定和改造，有时
也将批判矛头指向同道。他的思想历程充满急剧的扭转、中断和切换，到最后彻底迷失。他构筑起的
“中国建筑”体系也在任意化的政治潮流冲击下分崩离析。
本书以大量新史料追溯梁思成的心路历程，探讨中国现当代建筑发展与政权更迭和政治运动之间的复
杂关系。那段历史远没有结束：政治任意化导致的建筑任意化，仍然主导着今天中国的空间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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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涛，香港大学建筑系任助理教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哲学博士候选人。他于1990年
获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工学学士，2001年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硕士，2007年获哥伦比亚大
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哲学硕士。在进行建筑实践的同时，他还通过写作广泛探讨当代中国建筑和城市问
题。
2010年，由《南方都市报》及八家中国建筑媒体联合主办的“中国建筑传媒奖”评选活动，将首次设
立的“建筑评论奖”授予朱涛，表彰他过去十年的写作，以及在建筑的专业解读、空间的社会关怀和
历史性反思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
他最近的作品包括，与十九位国际建筑学者联手写作的首部世界当代建筑通史《当代建筑：一部批判
的历史1960-2010》（A Critic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1960–2010），将于2014年3月由伦
敦Ashgate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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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  言
第一篇　中国建筑：史学的构筑
第一章　上穷碧落下黄泉：是找东西，还是填充体系
第二章　强梁无畏
第一篇总结  梁的史学
第二篇　新中国建筑运动与梁思成的思想改造
第三章　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
第四章　民族的形式 社会主义的内容
第五章　大屋顶检讨
第六章　从争鸣到反右

第三篇　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思想
第七章　想象城市与制度
第八章　“梁陈方案”：两部国都史的总结与终结
第二、三篇总结　十年，今天
注释
附录　内容提要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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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精彩短评

1、这本书能这么高的分，只能说明大部分人都没看过。满篇全是所谓的论据，碎片化的整理。就像
看一个小朋友作文一样无聊。
2、知识分子的命运走向，特别是偶像的黄昏，人生命运的无奈。国破家亡中的坚守，新时代中的不
停徘徊，各种因素造成一代知识分子的困惑，何为真理，又何为现实，在现实中如何坚持真理，而说
到底又实在些，又该如何自保？
3、值得在看
4、这是一部引发争议极大的著作，看后我也瞬间明晰了原因。因为这部书彻底将梁林拉下神坛，但
个人意见：这是真实的历史。书里破除了几个神话。第一，梁以其非凡的创造性得到了成就。通过学
术史梳理，作者将梁的每一个成就，都找到了源流，梁与其说是自民族文化中吸取知识，倒不如说是
西方教育的人才。第二，梁陈方案的沉沦，是导致北京现状的原因。作者直截了当提出，该方案几乎
缺乏可行性。对比王军的城记，该书几乎就是一反其论，不过也可以轻易看出，王军先生毕竟是外行
，涉及城建理论部分，则完全难以发挥。当然该书也有问题，过于强调政治原因，不过同时的经济问
题，同行间的互相对立，这些必然都对政府决策有巨大影响。作者更应该通过自己的专业角度解读优
劣，而政治的问题，可能已经广为人知。不过总体来说，此书值得推荐。
5、作者判断梁林二人的学术体系是先树立框架，再填充内容。然而恕我直言，作者写这本书的手法
也无非是先确立了这一观点再罗织材料。甚至还有“她一定想⋯”这种开天眼的句子。作为非虚构作
品实在有失严谨，若作为虚构作品宣传上又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疑。折中的平庸之作耳。另，关于此
书的争议内容，如抄袭暗示，我未在书中读出。沙龙没有去搜，故不在评论考量内。50.
6、就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现代化而言，梁思成给亨利·墨菲（茂飞）提鞋的份都没有，何况梁思成
还是在亨利·墨菲造的清华校舍读的书。。。
7、去年的理想国在东宫影院的沙龙，有两场。一场是陈丹青的新书发布，一场即为本书作者朱涛。
由于陈的安排在后,，早到后简单听了下朱涛这场，争论很大，火药味浓烈。但读完此书后，火药味未
闻到多少，疑惑却仍是疑惑。历史应该怎样解读？立场如何预设？将今论古和以古论今的界限在哪里
？问题仍旧是问题⋯⋯
8、值得思考。建筑本质上是哲学。公众有点捧梁上天，就是因为短篇文章断章取义，妖言惑众，如
果大家肯静下心来多看几本书...（可是没有如果，微笑脸）
9、很多话不知该不该说，我就先不说了= =。只是如此点评处在那个时代的一个人而不是神，确实是
冒犯和不公平的。
10、人怕出名猪怕壮，诚不虚也，相比于他的日本同行，一个国家的独立与安定，对每一个知识分子
都是多么重要啊。
11、看完之后发现批评朱涛的人大多并没看过这本书。
12、2016.04.23-05.08
这是一本有相当启发的书，让我拨开纯粹的建筑和记忆符号，进入历史语境中去看一个人和一段历史
的演化，帮我将看建筑的眼界引入新的层面。

读“中国建筑”，梁思成是绕不过去的，他的名望和他那些已成为符号的学术成果，本身就充满巨大
的吸引力，在梳理中国建筑知识的过程中，读到这本书是一个幸运。作者用令人钦佩的学术勇气和真
挚的治学态度，帮助读者跳脱空洞的记忆符号，回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贴近而又动态的分析梁的思
想，作品，试图复原出梁思成一生学术的发展线索，这种方式不仅让梁的学术生命再次鲜活起来，也
顺带梳理出那个时代中国的历史以及国际建筑的思潮，当然梳理知识本身不是目的，如作者所言，历
史通过加深我们对中国建筑过去的认识，将会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空间问题，从而更智慧地面向未来
。

13、被埋没的梁思成
14、第二章好看
15、放进水泡一泡，就是个大写的悲剧
16、【2015.10.12 — 201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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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17、不是很习惯某段历史题材，如果提前知道我应该不会买，但是客观来说内容确实不错，史料丰富
，不偏不倚。

18、知识分子的迷茫、情智单纯，错置的自信与无助。
19、非常好读！原来真有要从天安门广场看出去全是大烟囱的说法⋯⋯
20、很值得一读，一个在时代中彷徨挣扎奋力抗争的人
21、佩服于他们的学识价值追求，在纷火连天的战乱中却能把台阶屋檐记录研究得如此透彻，但如果
本书只是搬运工的作用，这是完全达不到境界的吧
22、历史理论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帮助我们从细节处认识历史的复杂性，本书基本完成了这个目标，虽
然有些地方犯了和书中谈到梁、林预设理论框架然后有目的地预设、剪裁资料同样的问题，有点论断
太过明确了，但还是要为这种角度和勇气赞一下地。
23、无限制的利用“文化权利”理论二次建构大陆政权的体系，带着香港学者“他者”立场。将梁的
学说生拉硬拽的与政权捆绑，妖魔化地当局，对于梁自己欢欣鼓舞的开政协、设计国徽、组建建设班
子的事绝口不提 。梁是个很单纯的学者，他的一腔热血都是在自己的志业和民族感情上，这样解读难
免有些格局小了。
24、比起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成型与渊源，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梁在建国后历次运动中对自身建筑理论的
改造以及其对北京改建计划被否定的经历。
25、史料与论据俱全，非常不错的书。最深刻的感想是，内部的动摇，才是一个个体崩溃决堤的开始
。
26、多角度理性地看待历史事实，包括名人轶事。
27、政治对艺术的破坏性是难以估量的。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是至今这个社会都不懂得以史为鉴。
28、一个爱国者在文明存亡之际，挣扎着寻求本民族形式对内认同，与对外可识别性⋯⋯至于讨论手
段问题的，请对比中医的科学化之路
29、作者的笔触透露出一种香港专业知识分子常见的经营范儿，不过深刻的思考（我觉得很辨证，但
作者肯定不喜欢辩证法）对我很有教益，文笔也具有西式长句的优美
30、一个抽象的概念，慢慢有了内容。
31、现在难得的废寝忘食读一次书了，一天读完两本书的感觉⋯很好！
32、不是试图写学者的历程就是好的写作。也可能只是没有同情心的无情诉说。
33、那个年代的文人太痛苦了
34、这本就充满争议
35、大咖读书会-又一次印证了存在即合理，凡事皆有因。
36、但主要的问题在于他的时代
37、作为历史书算是很耐读。
38、文化史视野下的建筑史，但对于梁思成还是更需要一种围绕思想史的还原与解读。
39、建议读完林、梁的著作再来看
40、学建筑的总归看不惯林徽因
41、去神化只是一方面，探讨其设计的发展线索以及国际理论背景对梁思成的影响，读完比上一本的
城记要有收获
42、生在那个时代好无奈！比起消费梁与林的爱情，这本书写的很客观
43、读了这本书让我知道了梁思成和林徽因是夫妻，知道了北京规划问题很多。
44、书中有非常详细介绍梁主张的北京整体规划
45、一天内一口气读完的研究都是比较爽的
46、图书馆随手翻看，作者履历牛。关于他的写作目的和没有基本史学训练，确实受到很多批评
47、1950年接受了梁公理论又如何？1950年8月朝鲜战争爆发，继而大炼钢、大跃进、破四旧、文革、
改革开放建设 ... 中国2000年之前哪座城市是有成熟统一的规划的，老北京保不住岂只不听梁公理论之
过？
48、这算是建筑史写作与人物传记交流叙述文。作者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洗澡中的心
路，觉与杨奎松有点像。实际上此书对于建筑实际发力尽无，貌似专业的分析背后于我们现在的城市
发展怪相无补。实际上，梁陈方案也好，梁的历史写作也好，乃至梁的大师身份，我们都要看的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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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他是大师也是人。
49、貌似好多书都是起兴看完半本，搁上半年又再看下半本的。。真是拖拉至极。。这本书呢很厚但
思路清晰论述扎实切入点也不大，平实理性，很不错。。如果你读过王军的《城记》，那应该再读一
下这本，看待历史不仅要有情怀还要思辨。。
50、跳出了写梁的套路，梳理认真细心。然感觉这书缺少点灵气，梁的故事已经说了一遍又一遍，同
为学建筑，真的想听到作者的一些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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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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